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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冲基金监管制度研究》

内容概要

《对冲基金监管制度研究》首先厘清对冲基金的性质、定义与主要功能。在分析对冲基金行业近年发
展变化和比较主要国家与地区对冲基金监管制度的基础上，提出动态演进三棱锥模式，指出对冲基金
监管法律制度坚持对秩序、效率和公平三大价值目标的动态平衡把握，引导形成多元治理结构，推进
监管协调与合作。设计复合型可调整监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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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刚，1976年3月生，天津市人。199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金融系，获经济学、法学双学士学位
；2005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金融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009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
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7~2008年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赴美国奥本大学访问留学一年。副研究员
、高级经济师、注册金融分析师（CFA）、金融风险管理师（FRM）、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CIA）
、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中国律师资格。曾先后就职于天津银行总行稽核部、资产保全
中心。2009~2010年在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任教。并在天津市河东区金融服务办公室挂职任副
主任（副处级）。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中国银监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联合
培养博士后，就职于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宏观审慎政策处。　　出版专著《后危机时代的金融监管研究
》，先后在《国际金融研究》、《上海金融》、《审计与经济研究》、《涉外税务》、《现代财经》
等专业核心期刊发表文章数十篇，主持制定天津市河东区金融服务业“十二五”规划，主持中国博士
后科学基金会第49批面上资助项目《后危机时代的对冲基金监管政策框架研究——基于宏观审慎与微
观审慎整合视角的思考》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第5批特别资助项目《中国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框架
研究》。

Page 3



《对冲基金监管制度研究》

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节 对冲基金概念与法律特征一、对冲基金概念评析二、对冲基金法律特征第二节 对冲基金
发展对金融监管的影响一、对冲基金行业的最新发展二、对冲基金竞争优势分析三、对冲基金对金融
监管目标实现的影响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与评析一、国外对冲基金监管研究综述二、国内对冲
基金监管研究综述三、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评析第四节 本书研究简介一、本书选题目的二、本书研究方
法三、本书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四、本书的意义、创新与不足第一章 对冲基金监管基本理论第一节 
对冲基金监管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一、理论支柱——对冲基金监管法三大目标的动态平衡二、三棱锥
模式构成要素与图示三、动态演进三棱锥模式分析第二节 对冲基金监管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一、平衡
保护原则二、多元治理原则三、成本效益原则四、激励相容原则五、原则导向与规则导向相互配合第
三节 对冲基金监管法律制度的内容一、产品监管体系二、监管流程三、监管手段第四节 对冲基金监
管法律制度的特征一、复合性二、市场友好性三、动态调整性四、风险导向性第二章 对冲基金市场准
入监管第一节 对冲基金管理人市场准入监管一、初始最低资本要求二、管理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任职要求三、公司治理要求四、共同基金管理人同步管理对冲基金第二节 对冲基金市场准入监管一、
私募发行标准二、资金来源审核三、发行募集监管第三章 对冲基金运营监管第一节 防范系统性风险
的监管制度一、对冲基金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威胁路径二、监管措施设计第二节 维护市场完整性的监管
制度一、场内大额报告制度二、场外市场交易监控制度三、对杠杆交易和卖空交易的监管第三节 保护
投资者利益的监管制度一、零售投资者特殊保护机制二、投资者信息披露制度三、明确管理人受托人
地位四、确立基金管理人反欺诈监管底线五、投资者自我保护与救济制度第四章 对冲基金破产法律制
度第五章 对冲基金第三方监管第六章 对冲基金内部治理与行业自律制度第七章 对冲基金监管制度协
调第八章 中国对冲基金监管法律制度设计第九章 结论附录参考文献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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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受信托标准。《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规定，每个雇员受益计划必须任命一名受托责任人
，其职责包括提供投资建议、运用资产及其他责任。受委托人提供的投资建议将成为计划资产投资决
策的主要依据，受托人要根据计划的具体需要提供有关具体的投资建议。该法还对计划受信托人赋予
了包括忠诚义务在内的一系列信托责任，要求受托人在履行职责时完全为计划受益人或参与人的利益
服务，包括在评估投资机会时一丝不苟、细致仔细，确保其符合投资计划的最佳利益。　　（2）审
慎人标准。满足审慎人标准：一是要求受信托人在代表养老金计划实施投资决策时必须遵循适当的程
序。二是选择对冲基金投资应从组合层面考虑。审慎人规则并不要求投资管理人保证投资成功，也并
未认定某些投资行为不审慎而直接排除，但要求作为受信托人的投资管理人根据投资目标、投资政策
和组合的整体构成综合考虑某一投资是否适合纳入组合中。三是遵循多样化原则以降低发生重大损失
的可能。四是严格遵守投资计划章程，计划受托人所从事的投资必须符合计划的章程文件规定，并确
保有关计划规定符合法律对受托人的要求。　　（3）义务与赔偿。受信托人如果违反其根据《雇员
退休收入保障法》第404节规定的受托义务或者使计划参与被禁止的交易，则要对计划承担个人责任，
具体形式包括：恢复对计划造成的任何损失；交出任何因违反受信托责任而获得的盈利；其他救济措
施，包括撤销受托人地位等。在正式立法之外，美国总统金融市场委员会2008年出台的《对冲基金投
资者最佳实践指引》也明确规定，受信托人应当采取适当步骤判断决定分配资产投资对冲基金是否有
助于提升机构的投资目标，以及机构内部人员或代理人是否有充分的资源和专长来有效管理投资组合
中的对冲基金，并为受信托人评估投资适当性、实施风险管理、投资分配和持续监督明确了具体的指
引规则。本书认为，通过明确机构投资者对最终资金提供者的受信托责任，依靠受信托人遵循“审慎
人”规则履行投资管理职责，这是在机构资金投资对冲基金过程中同步实现保护投资者利益和发挥市
场纪律对对冲基金影响的最佳途径。2.机构投资者投资流程监督监管者通过要求机构投资者提升透明
度和加强投资过程监督的活动施加压力，可以间接促使对冲基金管理人完善投资流程管理，提高规范
性，这是市场纪律有效传导的重要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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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冲基金监管制度研究》

编辑推荐

　　《对冲基金监管制度研究》首先厘清对冲基金的性质、定义与主要功能。在分析对冲基金行业近
年发展变化和比较主要国家与地区对冲基金监管制度的基础上，提出动态演进三棱锥模式，指出对冲
基金监管法律制度坚持对秩序、效率和公平三大价值目标的动态平衡把握，引导形成多元治理结构，
推进监管协调与合作。设计复合型可调整监管模式。《对冲基金监管制度研究》指出，我国应当借鉴
国际经验，结合自身市场发育状况和特点，完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构建多元
化的对冲基金产品与监管法律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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