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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金融结构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标准，一国的最优金融结构由特定时期的国情所决定。金融

结构优化是实现最优金融结构，进而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系统梳理了金融结构理论的演变历程，分析

了金融结构的优化目标，总结了金融结构的优化方法。在文献研究基础上，明确后续研究的突破口在于如何针对

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多目标的复杂交互关系，实现金融结构的多目标优化。为此，提出基于进化算法的金融结构

多目标优化研究新视角，明确其中的关键问题，并对后续研究做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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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金融结构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推动力，在优化资

源配置，改善经济结构，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和防范金

融风险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1-2］。纵观各国金融发

展史，金融结构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

标准，不同国家的金融结构存在着巨大差异［3］。此

外，各国金融总量增长往往在先，金融结构调整与优

化则相对滞后，拖累了金融以及经济的发展。如何

界定金融结构，如何理解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

系，进而如何优化金融结构，使之满足经济发展需

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策含义。虽然无论在

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均已积累了大量相关研究

成果与实践经验，但远未达成共识，因而亟须对金融

结构优化的最新进展进行全面综述，以发现其中存

在的问题，明确后续研究的方向。
文章系统梳理了金融结构理论的演变历程、金融

结构的优化目标以及金融结构的优化方法; 针对现有

研究不足，提出一个新的金融结构多目标优化研究框

架，指出其中关键问题，并给出后续研究方向。

一、金融结构理论的演变

( 一) 早期金融结构理论

Goldsmith( 1966 ) 首次对金融结构进行了系统

论述，将金融结构定义为各类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

的形式、性质及相对规模［4］。随后，学者们提出金

融制度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推动和相互制约的

关系，形成了金融深化理论［5-6］。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发展中国家过于缓慢的金融自由化进程使学术

界认识到，政府应对金融部门进行选择性政策干预，

为金融部门创造租金，进而推动金融深化，以此形成

了金融深化理论［7］。Goldsmith 的金融结构理论和

后续的金融深化理论、金融约束理论共同构成了金

融结构理论的基础。
( 二) 金融结构模式理论

随着金融结构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不同

金融结构背景下各国经济发展实践的差异，学者

们对金融结构模式展开了研究。研究中常根据金

融中介 ( 银行) 和金融市场 ( 股票市场 ) 资产的比

例，将各国金融结构区分为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

导型［8-9］。学者们认为: 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能更

好地解决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控制

内部风险，提高投资效率，这一优势在经济发展的

早期阶段和制度环境较弱时尤为明显［10］。而市场

主导型金融结构则强调市场的积极作用和市场对

于银行在资本配置中的优势［11］。还有研究对 2 种

金融结构模式持中立观点，认为金融结构与一国

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有关，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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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各有优势，呈现互补而非

替代关系［12-13］。
除上述 2 种常见的金融结构模式，学者们还从

不同角度，提出了各种金融结构模式( 见表 1) 。

表 1 不同金融结构模式理论比较

金融结构模式理论 代表人物 主要观点

银行主导型

Diamond( 1984)

Allen，Gale( 2000)

王维安( 2000)

汪办兴( 2006)

Ergungor( 2008)

银行等金融中介易于获得企业的有关信息，信息搜集和管理成本低。
银行等金融中介通过管理代表性的、跨期的和流动性的风险促进投资

效率和经济增长。
银行等金融中介便于聚集资金，利用范围经济给需要阶段性融资的新

公司提供更为有效的外部融资。

市场主导型

Ｒajan( 1992)

Boot，Thakor( 2000)

Aggarwal ( 2009)

金融市场能提供丰富灵活的风险管理工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计不

同的金融风险产品，有利于公司改善治理结构。

政府主导型
彭昱、李鸣秋( 2005)

吴涧生( 2013)

国有银行受控于政府，证券市场主要服务于大型国企的脱困、转制，政

府与大部分企业的资金缺口形成对银行的刚性依赖。

金融功能型

Merton，Bodie( 1995)

Levine( 2000)

林毅夫( 2003)

金融体系所提供的功能是最重要的，金融体系能发挥评价潜在的投资

机会、施加公司控制、改善风险管理、增强流动性等功能，而金融中介

和金融市场在金融结构的构成上只是一个次要问题。

金融法权型

La Porta( 1997)

陈雷( 2011)

Daniel Hardy( 2009)

运行良好的法律体系有利于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功能的发挥，区分各

国在相关法律系统的效率方面的差异，比区分银行主导型与市场主导

型金融结构更有意义。

金融证券化型 巴曙松，吴博，刘睿( 2013)

金融证券化可增加有价证券和复杂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量，重构金融市

场的风险结构，便利直接融资的渠道，有利于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促进

国际资本流动。

( 三) 最优金融结构理论

学术界对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市场主导型金

融结构以及其他金融结构模式的优劣存在广泛争

议，最优金融结构的提出为这一争论提供了新的研

究视角。关于最优金融结构的问题尚处于初级探讨

阶段，近年来最优金融结构的存在性与经济发展的

适应性以及动态性等问题引发了学者关注。
林毅夫( 2009 ) 最早对最优金融结构进行了定

义，认为最优金融结构是与其所处的实体经济相适

应的，能在有效降低系统风险的同时，发挥资金配置

功能，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结构［9］。处于不同发展

阶段的经济体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和相应的最

优产业结构，因此，不存在适用于所有经济发展阶段

和所有经济体的最优金融结构，每个经济体在一定

发展阶段都有各自的最优金融结构［14］。学者们从

企业、行业、地区以及国家等不同层面对经济发展各

阶段的金融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了当前金融

结构与最优金融结构的偏离程度，验证了最优金融

结构与经济发展阶段的适应性和动态性［15］。
( 四) 小结

金融结构是由金融中介、金融市场、金融工具等

多要素构成，包含金融资产结构、金融产业结构、金
融制度结构等多层次结构的动态复杂系统。一方

面，各国会根据经济发展需求对金融结构做出不同

调整，金融结构随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具有纵向

的动态性; 另一方面，金融结构不同层次间相互关

联、相互影响，具有不同层次间的复杂交互性。现有

研究多是基于单一视角来比较不同金融结构模式或

分析当前金融结构与最优金融结构的偏离程度，缺

乏系统性和全面性。应以金融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动

态演变为前提，综合考虑金融结构系统中的各要素、
各层次结构，探索更加科学的方法对金融结构进行

研究。

二、金融结构的优化目标

作为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结构与经

济发展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即金融结构应以何目

标进行优化，从而支撑经济发展，一直是学术界研究

的热点问题。当前研究主要从经济增长速度、经济

结构、技术创新和金融风险 4 个方面对金融结构与

经济发展的关系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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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速度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速度具有相关性。各国学

者在实证研究中基于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数据得

出了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金融结构与经济

增长之间相关性较弱，但在发达经济体中的相关性

要略高于新兴经济体［16］。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金融

结构与经济增长具有相关性，认为金融中介的发展

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股票市场比例越高，经济就越

发达，因而金融中介、股票市场等金融结构与经济增

长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14］。李健( 2012) 等将金融

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交互作用关系表征为“需求追

随”和“供给领先”2 种模式，其中需求追随模式重在

经济增长引起对金融需求的变化，通过金融系统内

部演化促进金融结构改善; 供给领先模式则强调金

融对经济增长的引导作用，通过金融产品或服务的

供给来引导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17］。
( 二) 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

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复杂作用关系决定了金融结

构演化与经济结构调整之间也有着复杂的交互作用

机理。经济结构对金融结构的作用机制通过经济布

局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首先产业结构升级对

金融结构的影响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 Industri-
al structure rationalization) 和产业结构高度化( indus-
trial structure supererogation) 2 个过程发挥作用［18］。
其次，经济布局的调整也可以通过对经济部门、地区

经济结构等的影响，提升金融服务及产品创新水平，

促进金融产业结构、融资结构等优化发展［19］。金融

结构对经济结构的作用机制则是通过调整货币市场

为主的金融中介机构政策，发挥资本市场为主的金

融市场功能实现对经济结构的优化。一方面，通过

信用工具创新、资源配置倾斜等调整金融资源在经

济中的存量和增量［20］;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金融市

场中的资源重组、信息披露等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从

而实现经济结构优化［21-22］。
( 三) 金融结构与创新驱动经济发展

影响经济发展质量和可持续性的另一个关键要

素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问题。不同的金融结构模式

对创新驱动的影响不同。有关金融结构对经济创新

驱动影响方面的研究，最初集中于银行主导型金融

结构与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在资金配置、融资渠道

等方面的比较［23-24］。多数研究认为: 市场主导型金

融结构更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拓展融资渠道，引导

资金向创新型产业流动，解决创新产业发展中的资

金短缺问题，促进创新驱动经济发展［25］。但当前中

国的金融结构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创新驱动经济的发

展，应完善金融市场融资结构和金融生态结构，丰富

金融层次结构［26］。
( 四) 金融结构与金融风险

金融结构模式的不同决定了一国金融风险分散

和调控能力的不同。金融证券化结构下金融市场面

临的风险量级一定程度上大于传统金融市场［27］。
健全优化的金融结构可以促进金融发展，是金融稳

定的内在条件，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实现金融自由

化后容易遭受到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袭击［28］。
金融结构关系到金融体系风险管理功能的强弱，一

方面金融结构决定着金融风险在体系内的分布，资

本市场缺乏或不发达，金融风险就会集中在银行体

系内; 另一方面还决定了金融风险能否在体系内部

转移、分散，如某国的金融市场缺乏做空机制，风险

就难以得到对冲和转移［29］。因此，可以通过对金融

结构的调整来降低金融系统内部风险［30］。
( 五) 小结

金融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表现为对经

济发展速度的影响，还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与

升级、科技创新及劳动力要素的提高、要素生产率和

环境效果提升、金融风险降低等经济发展质量存在

相关性。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多目标 ( 经济增长、
经济结构升级、创新驱动以及防范金融风险) 之间

都存在着复杂的作用机理，现有的研究多是限于对

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中的 1 ～ 2 个目标要素作用关

系的研究，而现实中金融结构应与经济系统中多目

标要素相互融合、相互作用。

三、金融结构的优化方法

在最优金融结构下，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

相适应，能提供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经济的

最优增长，并且金融稳定性最强，即达到金融结构帕

累托最优状态［9，31］。
金融结构优化就是基于帕累托改进的视角，定

义金融结构的帕累托效率，分析金融结构的帕累托

优化空间，进而使当前金融结构趋近帕累托最优状

态［31］。在金融结构优化研究中，学者们主要采用理

论模型或实证分析等经济学方法研究金融结构的优

化途径，随着人工智能科学的发展，智能计算方法也

逐步应用到金融结构优化研究中。
( 一) 传统经济学范式下的研究

传统经济学范式下的金融结构优化方法包括理

论模型优化和实证分析优化 2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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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模型优化方法

学者们通过构建金融结构优化理论模型，分析

金融结构的帕累托改进空间，进而提出优化途径。
例如，Mils( 2012) 等构建了包含个体、企业和银行结

构的理论模型，分析了考虑个体和企业需求的银行

结构帕累托最优状态，并研究了金融危机在银行结

构中的传导路径［32］。龚强等( 2014) 从企业融资的

角度，通过构建由企业、银行、金融市场组成，并考虑

产业风险和市场环境的金融结构优化理论模型，分

析了面向企业融资需求的金融结构优化途径［18］。
2. 实证分析法

发展阶段和经济环境的差异导致各地区或国家

的金融结构各不相同，学者们为了深入研究各地区、
国家的金融结构差异，探求金融结构的优化途径，多

采用基于面板数据的计量方法。在计量模型的选择

上，早期研究以随机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以及动

态面板 数 据 模 型 等 线 性 模 型 为 主。例 如，Naceur
( 2002) 通过随机效应模型分析了突尼斯证券交易

所股票价值创造过程，从而得出股票市场结构及其

主要影响因素［33］。Kim 等 ( 2008 ) 采用固定效应模

型分析了韩国股市股权结构，同时结合代理理论分

析了 Ｒ＆D 投资对股权结构的影响［34］。Winton 等

( 2008) 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创业型企业

的融资结构，以银行和风险投资家作为融资结构的

两大变量，采用动态面板数据分析了不同融资结构

的特点和融资风险及其对创业型企业的影响［35］。
在现实中，金融及经济环境复杂多变，长期反

转、动态效应、1 月效应等金融异象时常发生［36］。
传统的线性模型无法满足现实要求，基于非线性模

型的金融结构优化逐渐发展起来。例如，李健等

( 2012) 根据技术演进周期理论，建立了技术研究不

同阶段的金融结构状态空间模型，实证分析了技术

效率与宏观金融结构的关系，得出了技术演进的不

同阶段不同金融结构的优势以及相互合作对区域经

济发展的影响［17］。尹雷( 2014) 基于分类评定模型

研究了金融结构偏离度与金融不稳定的关系，其以

银行危机和金融危机为指标来衡量金融不稳定，实

证结果发现: 金融结构偏离度与金融不稳定存在显

著负相关关系［31］。张成思等( 2016) 采用动态均衡

分析方法建立了包含社会总产出、消费、金融监管力

度的动态均衡模型，分析了最优金融结构的存在性、
动态特征及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表明: 最优金融结构

呈指数化动态演进趋势，并对经济增长率有决定作

用［37］。

( 二) 智能计算范式下的研究

传统经济学范式下的金融结构优化模型需要建

立在市场均匀信息结构、完全理性个体或无摩擦完

美市场等假设条件基础上，而且受数理建模工具和

可靠微观数据缺乏的限制，难以解释现实经济环境

中的复杂性现象。人工智能科学的发展使基于现实

数据挖掘的金融结构智能优化方法逐渐受到学术界

重视，神经网络、进化计算等计算智能( Computation-
al Intelligence) 方法已在金融结构优化中得到应用。

1. 人工神经网络

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金融结构优化方法的基本

思路是采用经验数据对所构建的神经网络模型进行

迭代收敛，得出各神经网络路径权重，然后输入待优

化的目标变量数据，反馈得出金融结构各变量的理

论最优值，理论最优值与当前值之差即为金融结构

的优化空间。学者们采用人工神经网络从行业发展

或经济增长的角度对不同行业或国家层面的金融结

构进行了优化研究［38-39］。该方法的优势在于其对

经验数据的强大学习能力，但由于其采用了梯度下

降的算法，容易陷入局部最优。为此，后续研究多将

遗传算法等具有较强全局搜索能力的算法应用于神

经网络的学习过程，并通过对比研究证明了该方法

较传统神经网络方法提高了全局优化效率［40］。
2. 进化计算

进化算法 ( Evolutionary algorithm) 是一类模拟

自然进化过程的随机搜索算法。基于进化算法的金

融结构优化以金融结构变量的一组随机生成值作为

初始进化种群，以金融结构优化目标为目标函数，对

初始种群进行迭代进化，使其趋近于金融结构的帕

累托最优解。遗传算法是目前使用较多的进化算

法，主要应用于金融市场结构研究中。Ehrentreich
( 2008) 利用遗传算法模拟投资者在金融市场的学

习行为，进而分析金融市场的最优状态［41］，该研究

将目标函数作为个体适应度函数，但是金融市场具

有显著的非线性波动特征，固定的适应度函数很难

适时地根据搜索过程特点进行调节。为此，学者们

采用自适应的适应度函数( Adoptive fitness function)

来表示金融市场中的个体适应性行为，提高了算法

对优化情景的刻画精度［42-43］。
3. 其他数据挖掘方法

除人工神经网络和进化计算外，数据包络分析

(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是金融结构优化领域应

用较多的数据挖掘方法。该方法是一个多投入、多
产出的多决策单元效率评价方法，学者们采用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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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分析金融结构与技术效率的关系，从提高技术效

率的角度研究金融结构的优化路径。例如，李健等

采用数据包络分析研究了粤鄂桂 3 省( 区) 金融结

构与技术效率的演变规律，分析了技术演进的不同

阶段不同金融结构的优势，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提出

了金融结构的优化策略［17］。Mugera ( 2014 ) 等从技

术效率角度研究了农业企业金融资产结构优化问

题，分析了处于不同技术层次企业的最优金融资产

结构［44］。
( 三) 小结

金融结 构 应 与 其 所 处 的 经 济 发 展 阶 段 相 适

应，能发挥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增强金融稳定性，

提升经济发展质量。金融结构的优化是一个多目

标的复杂决策过程。传统经济学范式下的优化方

法需要满足某些经济学假设，与现实环境存在偏

离，其优化路径也只是根据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

规律来提出政策性建议; 智能计算范式下的优化

方法能通过现实数据挖掘得出基于数据的金融结

构优化区间，但现有研究多是针对某一或某几个

目标的优化，不能满足金融结构的多目标优化需

求。实现金融结构系统与促进经济增长、调整经

济结构、提升创新驱动力、防范金融风险的协同与

协调，需要借助适用于多目标优化问题的研究方

法对其进行系统性、科学性的探究。

四、一个新的视角———基于进化

算法的金融结构多目标优化研究

金融结构服务于经济发展，对金融结构进行优

化就是要使其最大程度满足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升

级、创新驱动以及防范金融风险等经济发展目标。
然而，经济发展各目标可能相互排斥，例如经济增长

和经济结构升级往往不能同时实现［16］。金融结构

优化的难点就在于如何协调金融结构系统各要素、
各结构层次的规模和相互关系，以最大程度兼顾经

济发 展 各 目 标。多 目 标 进 化 算 法 ( Multi-objective
evolutionary algorithm) 是一类元启发式优化算法，它

以优化问题的一组随机生成解作为初始种群，对种

群执行选择、交叉和变异等进化操作，使种群中个体

的适应度不断提高，从而逐步逼近多目标问题的帕

累托最优解。该类算法具有较强的鲁棒性，适合处

理大规模、不可微的多目标优化问题，并得到了广泛

应用［45］。为此，提出基于多目标进化算法的金融结

构优化新视角，为金融结构优化研究提供一个可借

鉴的方向。

( 一) 金融结构多目标优化问题的数学表述

金融结构多目标优化问题可表述为:

min y = F( X) = f1 ( x) ，f2 ( x) ，…，fm ( x)

s． t． x∈S ( 1)

其中，x = ( x1，x2，…，xn ) ∈XＲn 为 n 维决策向量，

X 为 n 维决策空间; y = ( y1，y2，…，yn ) ∈YＲm 为 m
维目标向量，Y 为 m 维目标空间; f( x) 为目标函数，

定义了由决策空间向目标空间的映射规则; S 为 x∈
X 需要满足的约束条件。解 x* ∈xf 被称为 Pareto
最优解，当且仅当:

x∈xf : xx* ( 2)

在金融结构多目标优化问题的可行解集中，没

有比 Pareto 最优解更好的解。由 Pareto 最优解构成

的集合称为 Pareto 最优解集，Pareto 最优解集中的

任何一个解都是可能的最优解。
( 二) 基于进化算法的金融结构多目标优化模型

对金融结构系统进行优化，首先要根据优化目

标，建立正确的多目标优化模型，包括建立优化数学

模型，选择适当的优化算法，设计最优的算法参数，

采用算法对模型进行优化，从而完成优化任务。金

融结构系统多目标优化模型见图 1，其中，模型模块

建立金融结构系统优化数学模型，包括构造决策空

间、目标函数及约束条件; 策略模块完成多目标进化

算法与金融结构系统优化模型的最优配对; 智能模

块尝试对算法参数进行优化设计，以实现智能优化;

算法模块采用所设计的算法对金融结构系统优化模

型进行优化。各模块结合，共同完成优化任务。

图 1 金融结构系统多目标优化模型

建立金融结构系统多目标优化模型后，给出优

化流程( 见图 2) 。首先根据模型模块建立金融结构

系统优化的数学模型，其中，金融结构系统各变量构

成决策空间，金融结构系统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各目

标作为各目标函数的因变量，与各目标函数因变量

具有相关性的金融结构系统变量构成各目标函数的

自变量，并根据现实情况设计约束条件; 然后根据策

略模块选择或设计与金融结构系统多目标优化相适

应的优化算法; 接着通过智能策略设计最佳的算法

参数; 最后通过算法模块进行优化搜索的循环迭代，

直到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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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金融结构系统多目标优化流程

( 三) 金融结构多目标优化的关键问题

金融结构系统多目标优化是在建立优化数学

模型的基础上，采用适当的多目标进化算法，设计

合理的算法参数，利用算法对模型进行优化搜索，

从而得出满足经济发展多目标的 Pareto 最优金融

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建立的优化模型能否全面

反映金融结构系统的优化内容，选择的优化算法

能否给出科学、满意的优化结果是金融结构系统

优化的关键问题。
1. 优化模型的建立

优化模型的建立包括构造决策空间、目标函数

和约束条件 3 个部分。在金融结构系统优化中，决

策空间由金融结构系统的所有变量构成，因此，对金

融结构系统进行合理界定，建立能全面反映一国金

融结构状况和特点的指标体系是构造决策空间，进

而建立正确优化模型的关键。学者们根据研究角度

和数据可得性的不同设计了多种金融结构指标体

系，详细介绍参见文献［16］。
金融结构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是金融结

构系统优化的目标。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

角度、不同层面( 行业、地区、国家等) 的金融结构具

有不同的优化目标。构建符合当前经济发展需求的

优化目标函数是确保金融结构系统优化效果的关

键。对我国来讲，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金融结构尤

其要注重发挥对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升级、创新驱

动发展以及防范金融风险的支持和推动作用。因

此，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升级、创新驱动和金融稳定

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宏观金融结构优化的四大目

标，此外，金融结构优化还要受资源与环境等因素的

约束( 见表 2) 。
表 2 金融结构系统优化目标和约束条件

金融结构系统优化目标 金融结构系统优化目标的影响因素 约束条件

经济增长 投资强度、出口强度、居民消费强度等

经济结构升级 服务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企业新产品与技术改造等

创新驱动
研发和教育投入强度、人员素质集中度、主要创新投入强度、
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相关度等

要素生产率、环境效果

等资源与环境约束指标

金融稳定 银行体系稳定、货币市场稳定、资本市场稳定等

2. 优化算法的选择

① 优化问题根据优化函数是否连续分为函数优化问题与组合优化问题两大类。

优化算法需要根据待优化问题的特点进行选

择。不同优化问题具有不同特点，例如实数或整

数、离散或连续、线性或非线性等。一般来讲，金

融结构系统优化是对金融结构系统变量在一定时

间区间内的连续变量的优化，属于非线性函数优

化问 题①。经 典 的 基 于 遗 传 算 法 ( Genetic Algo-
rithm) 、进化策略( Evolutionary Strategies) 和进化规

划( Evolutionary Programming) 的多目标进化算法，

如 NSGA-Ⅱ［46］、SPEA2［47］、PESA2［48］等，已在非线

性函数优化问题，如金融时间序列分析 ( Financial
Time Series Analysis) 、金融破产预测( Financial Dis-

tress Prediction) 上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取得了较好

的应用效果［49］。
随着粒子群、蚁群等新型范例在多目标优化

领域的引入，利用新型进化范例对传统多目标进

化算法进行改进或不同进化算法互相混合，能取

长补短、提升算法性能，从而提高优化效果。对于

新型算法或混合算法的应用，需要采用理论分析

或仿真实验等手段，深入分析其特点与优劣，对优

化算法做出合理选择。Giagkozis 等( 2015 ) 详细分

析了各种新型进化范例在各类多目标优化问题中

的性能表现，为新型多目标进化算法的选择提供

了有力依据［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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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算法参数的设置，包括初始种群规模、变
异、交叉、选择等操作算子以及算法终止条件的设

置，对算法优化效果也有着重要影响。算法参数设

置需根据具体的优化问题作具体考虑。算法参数设

置有 3 种方法: ( 1 ) 根据相关研究的经验性结论设

置算法参数。( 2) 采用正交设计或均匀设计等方法

进行算法参数设计［51］。( 3) 设计算法参数的自适应

调整策略［52-54］。
( 四) 后续研究方向

1. 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多目标交互作用研究

现有研究多是限于对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中的

1 个或 2 个目标作用关系的研究，而现实中金融结

构与经济发展多目标相互融合、相互作用。应系统

地研究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多目标的复杂作用机

理，为金融结构多目标优化提供理论基础。
2. 金融结构多目标优化理论研究

虽然学术界已提出很多金融结构优化方法，但

仍未有基于多目标优化角度的研究，也没有统一的

理论作指导。应开展金融结构多目标优化理论研

究，从优化决策空间建立、优化目标选取、目标函数

构造等方面系统研究适用于金融结构多目标优化情

景的理论方法，为金融结构多目标优化提供理论

支撑。
3. 金融结构多目标优化算法研究

不同层面( 行业、地区、国家等) 的金融结构优

化任务不同，需要研究优化算法的自动选择策略，以

满足优化要求; 在某些优化情景下，需要根据决策变

量和目标函数特点，选择多种具有不同性能的优化

算法相互协作，共同完成优化任务。此外，还需要实

现算法参数的最佳设计，使算法发挥最优性能。算

法自动选择策略、多算法混合优化、算法参数设计策

略是后续金融结构多目标优化算法研究的重点。

五、结束语

文章对金融结构优化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梳

理，研究认为: 金融结构是一个具有多要素、多层次

结构的复杂系统，其以满足经济发展需求为目标，随

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呈动态演变趋势。金融结构的

适宜与否对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优

化金融结构，使其符合经济发展的各项目标，具有重

要的理论与政策含义。为此，提出基于进化算法的

金融结构多目标优化研究视角，指出其中关键问题

并做出研究展望，为金融结构优化研究提供了一个

可借鉴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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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Methodology and Theory

LIU Chao，ZHAO Qi，MA Yu-jie，GAO Yang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Beijing 100124，China)

Abstract: Financ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 FSO) is a powerful approach of achieving optimal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then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Firstly，the development process，optimization goal
and optimization methods of financial structure are overviewed and analyzed． Literature analysis shows
that recognizing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between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alizing the multi-objective FSO ( MOFSO ) are the key problems of FSO． Then，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its key questions of MOFSO are proposed． Finally，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financial struc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evolutionary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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