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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创新，金融控股集团近年来在我国

发展迅速。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资源和客户的分类、整合和资

源协同，实现金融对社会发展需求的多方位服务，提高经济社会运

行效率。同时我国金融集团发展时间相对较短，实践在探索中前

进，有的还处于野蛮生长阶段。 

 

 

 

声明：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论文发表实验室工作人员的研究成果，以利于开展学术交

流与研讨。论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学术观点。如需引用，请注明来源为《国家金融与

发展实验室论文》。 



 
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创新，金融控股集团近年来在我国发展迅速。

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资源和客户的分类、整合和资源协同，实现

金融对社会发展需求的多方位服务，提高经济社会运行效率。同时我

国金融集团发展时间相对较短，实践在探索中前进，有的还处于野蛮

生长阶段。在今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

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

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

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深刻指出了我国金融行

业发展的根本宗旨和经营目标。金融综合经营和产融结合发展也将进

入正面引导，规范发展新阶段。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田晓林博士的《金

融控股集团的经营管理之道》的出版，可谓适逢其时。该书具有系统

性、理论创新性和实践指导性等特点，是近年来探讨金融集团相关问

题的一部力作。 

从发达国家金融业发展的历史看，受金融企业创新驱动和监管规

制双重影响，金融业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模式是交互进行的，总体向

着混业经营的趋势发展。目前我国金融集团大体主要有三类，第一类

是以单一金融机构发起设立，逐渐向综合经营发展的金融集团，主要

是一些大型银行、保险等机构。第二类是大型产业类企业发起设立金

融机构，并将这些金融机构统一管理，形成集团化运营模式，主要是

一些实力较强的央企。第三类是地方政府利用区域优势，通过重组整

合新设等方式组建的金融集团，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主要是一些比较



开放、经济实力较强的地方区域。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

上对金融监管有了新的动向，我国金融监管的思路和方向有一些新的

变化。这些新的形势和政策变化，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管理提出了

新的要求和挑战，也为研究金融综合经营提供了新的素材。 

全书介绍了金融控股集团的概念、学术研究成果，以及近年来国

内金融控股集团发展所取得的成果。该书提出，金融集团是指由一个

实际控制人主要发起设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金融机构，并受实际控制

人影响形成相同发展方向，业务相互关联的联合体。作为金融控股集

团管理问题的核心，本书主要从监管环境、货币环境、资本市场环境

三个方面分析了外部环境对金融集团管理的影响。系统梳理了金融危

机以来发达国家和经济体对金融监管政策变化，分析讨论了监管要求

对金融集团内部业务的影响。 

本书建立了一个双层的理论分析框架。本书从第一个层面，即金

融集团总部战略管理层面，重点讨论金融集团经营管理过程中遇到的

战略目标、管理模式、管理机制、资本管理、风险控制、人力资本配

置等主要问题。本书认为金融控股集团战略管理的三大目标分别是资

本管理、风险管理和价值创造。在体制机制配置下，分别深入分析了

信息不对称、专业化和管理成本等金融行业特征对集团管理模式的决

定，金融集团的风险资本管理，以及人力资本与不同业务模式的匹配

问题。本书从第二个层面，即金融集团成员单位业务经营角度，重点

讨论了金融产品与服务开发、客户开发与管理、渠道管理、集团内部

资源协同、投资和营销等。这个双层框架，既是近年来国内较领先的



金融控股集团的经营范式，也是作者对这种经营范式的理论提炼和充

实，为我国蓬勃发展的金控集团搭建管理架构和掌握管理要素提供了

指导。 

在今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了金融业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问题。金控集团产品多、客户覆盖广、业务链条长，

客观上管理难度较大，降低经营成本一直是管理之要。作者在本书中

首次创新性地提出了“两人模型”并将其进行了扩展。该模型抽象出

了金融机构存在及其核心竞争力的一般条件，是分析金融企业竞争力

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作者将“两人模型” 运用到金融集团最主要

的两个业务条线——资产端和负债端，以及由此引申出的投资业务和

产品营销与客户服务业务。作者还将该模型扩展至“多人模型”，直

至金融机构和金融集团的实际运作。“两人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揭示

了金融机构以及金融集团内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要点，有助于金融

机构删繁就简，优化企业组织架构，降低营运成本，提高营运效率。

作者还深入到业务领域，利用理论分析的优势，提出了客户价值和风

险资本占用之比是衡量集团内部业务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依据这一

观点，为金融集团内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运营效率奠定了理论基础。 

今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遵循金融发展规律。金融发展

规律既指金融行业与宏观经济的密切交融，又指金融行业和机构的自

身特征规律。本书既有理论分析揭示规律，又有前瞻性分析，为金融

机构和金融集团业务布局以及风险管控进行提示。例如信息技术的应

用已经成为金融业成为变革创新的动力和压力，本书论述“信息技术



在金融领域的快速应用正在颠覆传统渠道” 和“互联网金融出现的

新形势”，提出了现代金融技术对传统的金融市场结构和体系构成了

挑战，已经不断为市场实践所印证。又如，在分析金融集团的人力资

本管理中，本书从资本和劳动力这一最基本的经济学概念出发，深入

分析了资本和劳动力各自的性质特点，以及它们不同的相互要素组合，

既从经济学的角度揭示“资本雇佣劳动”这一深刻命题的理论基础，

又提示了金融集团的管理者们应注意金融行业中有别于其他行业的

资本和劳动力特征，设计两者相互配合的适当比例，以提高金融机构

的产出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