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內容 I

主要內容

第一篇：金融危機之起因與影響

第一章　金融部門之系統風險：美國次級房貸金融危機之分析

n 房地產融資以短支長的期限錯配問題

n 證券化的角色與創始機構的道德風險

n 危機中的系統風險：

	過度操作以短支長；危機中的市場失靈；公平價值會計原則的角色；銀行權益資本

之不足；審慎監管的系統性效果

第二章　金融危機對金融體系與總體經濟之影響

n 全球金融危機的蔓延途徑

n 全球金融危機對金融體系與總體經濟之影響：

	金融市場波動劇烈；金融機構虧損及去槓桿化；房市泡沫破滅；

	經濟嚴重衰退；消費信心低落；政府財政支出擴大

第三章　本次金融危機之五個重要個案分析

n 英國北岩銀行及美國的貝爾斯登公司、Fannie Mae與Freddie Mac、雷曼兄弟公司、

美國國際集團(AIG)：

	個案背景；事件原因；政府之紓困

第二篇：歐美國家之因應措施

第四章　美國之穩定金融措施

n 美國Fed與財政部之穩定金融措施：

	提供市場流動性；問題資產紓困計畫與金融穩定計畫

n 美國穩定金融措施實施情況

n Fed非傳統貨幣政策之實施成效與寬鬆貨幣政策之退場機制

第五章　英國與歐元區之穩定金融措施

n 英國英格蘭銀行與財政部之穩定金融措施：

	提供市場流動性；特殊流動性機制與資產購買機制；資本重整方案與信用保證機制

n 歐洲中央銀行之穩定金融措施：

	提供市場流動性；購買歐元計價擔保證券措施



II 全球金融危機專輯

第三篇：金融改革

第六章　BCBS與IMF因應全球金融危機之改革措施及政策建議

n BCBS因應全球金融危機之改革措施：

	BASEL II之修正；增修風險管理與金融監理準則

n IMF對金融危機之政策建議：

	金融監理；總體經濟政策；全球性架構及IMF角色；政府退場機制

第七章　美國金融監理制度改革方案

n 美國金融監理問題與金融監理改革芻議：

	強化金融監理與國際監理合作；政府處理金融危機之工具；消費者與投資人之保

護；國會立法草案要點

n 美國金融監理改革的挑戰：

 國內阻力；國際歧見

第八章　英國金融市場改革計畫

n 金融監理改革措施：

	2009年銀行法；Turner評論報告；公司治理與國際監理改革

n 改革計畫評估分析及相關議題：

	成本效益評估；英格蘭銀行監理地位

第四篇：重要議題探討

第九章　衍生性金融商品之問題及監理改革建議

n 衍生性金融商品與全球金融危機、系統風險之關連：

	CDS、CDO交易架構與系統風險

n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之監理制度問題及未來監理趨勢：

	交易對手風險之低估與缺乏透明度；公平價值評估與財務揭露；監理權限與監理架

構之問題

第十章　順景氣循環與公平價值會計

n 景氣循環下之公平價值會計：

	資產負債表外個體及順景氣循環；新巴塞爾資本協定架構之順景氣循環

n 以模型模擬景氣循環週期之公平價值會計：

	景氣循環與經濟衝擊之特質；全部採用公平價值法與混合模式公平價值會計之影響



 主要內容 III

第十一章　槓桿操作在金融危機中扮演之角色

n 槓桿之意義及其與資產之變動關係：

	影響銀行運用槓桿之因素；金融循環與調整槓桿機制

n 銀行槓桿操作方法及去槓桿化之影響：

	資金調度以短支長；信用風險之移轉；證券化商品之運用

第十二章　美國及歐盟信評產業之發展及監理變革

n 信評機構在次級房貸金融危機扮演之角色及主要問題：

	評等業務之利益衝突；評等品質不佳；評等作業欠缺透明化

n 國際間對信評機構監理規範之改革與建議：

	監理規定之修訂；信評機構改革法案

第五篇：當代總體經濟理論及國際貨幣制度之檢討

第十三章　金融危機與國際貨幣制度之檢討

n 國際資本移動與經濟金融穩定：

	資本移動、貨幣政策自主性與匯率制度；資本管制措施；托賓稅

n 國際美元與國際貨幣制度：

	國際美元的問題；全球金融危機對美元地位的挑戰

n 區域經濟金融整合：亞元區建立之重要性

第十四章　金融危機與當代經濟理論的省思

n 危機發生前之主流經濟理論回顧

n 主流總體經濟理論與模型的檢討：

	完全市場；理性預期與效率市場；物價穩定與金融穩定；主流總體經濟模型(DSGE) 

的檢討

n 當代主流總體經濟理論的省思：

	危機前的全球經濟金融變化；金融危機的預警與對策；金融危機前後總體經濟理論 

思維之比較

第十五章　後金融海嘯之重要思維：明斯基的「金融不穩定假說」

n 金融不穩定假說的要旨：

	三種不同類型的債務人(穩健型/對沖型、投機型、龐氏型)；穩定會孕育不穩定的結

果；明斯基經濟旅程(前進與反向)；明斯基時刻；明斯基核心熔毀

n 美國影子銀行業步入明斯基反向旅程：

	流動性危機；去槓桿化的矛盾



IV 全球金融危機專輯

n 金融海嘯前後盛行思潮的差異：

	金融市場穩定與否；金融影響經濟的途徑；導致景氣循環波動的原因；政府應扮演

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