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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對標國際高標準 擴金融高水平開放
不超發貨幣不透支未來 外匯局：人民幣資產吸引力增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人

民銀行（央行）副行長陳雨露23日在京出席中宣

部新聞發布會表示，過去十年，中國擴大金融業對外開

放，基本建立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境外

主體持有境內人民幣金融資產比十年前增加了2.4倍。展

望下一步，陳雨露表示，首先要始終堅持黨中央對金融工

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加快出台《地方金融監督管理條

例》，大力推進金融數據治理，並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

對標國際高標準，推動形成以負面清單為基礎的更高水平

開放，進一步提升境外投資者投資中國金融市場的便利

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
京報道）日前河南部分村鎮銀行
發生取款難事件，中小銀行風險
監管問題備受公眾關注。在23日
中宣部舉行的「黨的十八大以來
金融領域改革與發展情況」發布
會上，銀保監會副主席肖遠企表
示，監管部門非常重視中小銀行
特別是小銀行的健康發展，過去
五年累計處置中小銀行不良貸款
5.3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力
度很大。總體上看，中小銀行運
行平穩，發展健康，「儘管個別
機構風險比較高，有的還涉嫌違
法犯罪，但整體而言風險是完全
可控的，廣大金融消費者的合法
權益依法受到保護，金融監管部

門也會不遺餘力地做好相關工
作。」
肖遠企披露，中小銀行數量眾

多，目前共有中小銀行3,991家，
包括城商行147家，農村信用社
（含農商行、農村合作銀行、農信
社）2,196家，村鎮銀行1,651家；
中小銀行總資產為92萬億元，在
銀行業資產中佔比29%，主要服務
於小微企業和「三農」，相關貸款
在銀行業中佔比分別是 47%和
40%。

河南個別村鎮銀行事件正在偵辦
監管部門將通過多方面措施化

解中小銀行的不良資產和風險。
肖遠企提到，在完善公司治理方

面，主要是探索推進黨的領導和
公司治理進一步有機融合，構建
符合小法人實際、簡單實用的公
司治理安排。
「因為有些小銀行規模非常

小，資產、負債規模只有幾億、
幾十億元，在法人治理方面，要
根據這些機構的特點，包括規
模、業務複雜程度、風險防控要
求，構建簡單、管用的公司治理
安排。」
肖遠企同時強調，在股東行為和

股權管理方面，要進一步加大監管
力度，特別是要約束大股東的行
為，嚴防違規關聯交易，嚴厲打擊
違法犯罪。
對於河南個別村鎮銀行事件，肖

遠企重申，近期河南地方公安機關
還有地方金融監管部門已經就河
南個別村鎮銀行的問題向媒體進
行了通報，目前公安機關正在偵
辦，也抓獲了一批犯罪嫌疑人，
查封了一批涉案資產；銀保監會
將會配合地方黨委政府做好相關
工作，已經責成河南銀保監局履
行監管職責，依法保護廣大人民
群眾合法權益。
銀保監會發布數據稱，過去十
年，金融監管部門堅決防範化解
金融風險，金融資產盲目擴張得
到根本扭轉，高風險影子銀行較
歷史峰值壓降約25萬億元，不良
資產處置大步推進，過去十年累
計消化不良資產16萬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
京報道）中證監副主席李超23日
在發布會上表示，過去十年中國
全面深化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加
強基礎制度建設，資本市場正發
生深刻的結構性變化，市場體系
包容性大幅提升，投融資功能顯
著增強，良性市場生態逐步形
成。十年來，股票市場規模增長

238.9% ， 債券市場規模增長
444.3%，兩個市場均位居全球第
二，股票市場投資者超過2億。
與此同時，資本市場的國際吸引力

和影響力大幅增強，行業機構外資股
比全面放開，啟動滬深港通、滬倫
通，A股納入國際知名指數並不斷提
升比重，外資連續多年保持淨流入。
外匯局發布的國際收支數據顯

示，2021年末中國吸收外商直接
投資36,238億美元，較2012 年末
增長 75%；對外直接投資 25,819
億美元，增長 3.7倍。
外匯局數據還顯示，內地證券市

場對外開放穩步推進，2021 年
末，境外投資者投資中國證券
21,554億美元，較2012年末增長
30倍。截至2022年5月末，境外

投資者持有境內上市股票32,529
億元人民幣，較2014年末增長3.9
倍；佔A股流通總市值的5.0%，
較2014年末增長了2.9個百分點。
同期，境外投資者持有境內債券
37,831億元人民幣，較2014年末
增長4.6倍；佔中國債券市場總量
的2.8%，較 2014 年末增長0.9個
百分點。

證監會：中國股市債市規模均居全球第二

銀保監會：中小銀行總體運行平穩

◆過去十年，境外主體持有境內人民幣金融資產比十年前增加了2.4倍。展望下一步，對標國際高標準，推動形成以負面清單為基礎的更高水平金融市
場開放。圖為5月17日，在上證數據服務有限責任公司，運營團隊保障交易平穩運行。 資料圖片

中宣部23日舉行「黨的十八大以來金融領域改革與發展情況」發
布會，陳雨露在發布會上指出，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的金融改

革開放成果顯著，金融體系整體穩健，有力支持了國民經濟高質量發
展和現代化進程。面向未來，中國金融系統將會堅定地走中國特色金
融發展之路，以金融業長治久安為目標，矢志不渝地堅持「改革不停
頓，開放不止步」。

加快推進《金融穩定法》出台
在深化金融改革方面，陳雨露提到，首先是始終堅持黨中央對金融

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完善金融管理體系，堅守「監管姓監」的定
位，壓實監管責任和風險處置責任，對失職瀆職行為嚴肅問責。加快
出台《地方金融監督管理條例》，明確地方金融管理的職責和權限，
實現與中央金融管理的高度協同。
陳雨露表示，中國將大力推進金融數據治理，提升金融科技水平，

對金融運行和風險狀況實施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動態監測。同時，
把好金融機構准入關，強化對金融機構股東的穿透監管，加強對非法
金融活動的認定和打擊；促進中小金融機構改革重組，杜絕違規跨區
域、超範圍經營。
另外，完善金融法治，補齊制度短板，將所有金融活動納入法治軌

道，加快推進《金融穩定法》的出台。

提升境外投資中國金融市場便利性
在擴大金融高水平開放方面，「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對標國際高

標準，推動形成以負面清單為基礎的更高水平開放，實現系統性、制
度性開放。」陳雨露表示，將進一步完善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
的管理模式，落實好《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對
標高水平國際金融規則，做好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
定》（CPTPP）和《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DEPA）的準備工
作。
與此同時，進一步提升境外投資者投資中國金融市場的便利性，豐

富可投資的資產種類，完善配套制度規則，持續改善營商環境。監管
方面，要構建與金融高水平開放要求相適應的監管體系，提高金融監
管的專業性和有效性，建好各類「防火牆」，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
金融風險的底線。
在貨幣政策方面，陳雨露說，過去十年，中國穩健實施以我為主的貨

幣政策，堅持管住貨幣總閘門，不搞大水漫灌，守護好老百姓的錢袋子。
2012年以來，廣義貨幣供應量（M2）年均增速10.8%，與名義GDP年
均增速基本匹配，有力推動了國民經濟穩健發展。尤其新冠疫情以來，
中國以相對較少的新增債務支持了經濟的較快恢復，宏觀槓桿率的增幅
明顯低於其他主要經濟體，體現出中國不搞「大水漫灌」、不超發貨幣、
不透支未來的宏觀政策取向。

跨境證券投資實現多渠道雙向開放
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王春英在發布會上提到過

去十年外匯領域改革開放時表示，中國的資本項目開放穩步推進，已
實現較高可兌換水平，直接投資已實現基本可兌換，跨境融資由市場
主體在宏觀審慎管理框架下自主開展，跨境證券投資實現多渠道、多
層次的雙向開放，境內居民配置境外資產的渠道進一步拓寬，人民幣
資產吸引力顯著增強，境外投資者投資中國的證券超過了2萬億美
元，人民幣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中的權重進一步
提高。跨境貿易和投融資更加便利，真實合規的經常項目交易得到充
分保障，跨境投融資等資本項目手續不斷簡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早前獲擴
權逐步取代會計師公會部分職能的香港財匯
局，料將於10月起實施會計專業新規管制
度，屆時將更名為「會財局（AFRC）」，
成為會計界別的監管機構。香港財匯局主
席黃天祐23日表示，局方現時與會計師公
會交接暢順，又透露目前正密鑼緊鼓與國
家財政部監督評價局展開研究，能否針對
存放於內地的工作底稿，行使權力進行查
察。

一直關注核數師辭任情況
中美就中概股審計監管談判仍膠着，令

在美上市的中概股面臨退市的風險，問及
香港審計質素提升會否有助雙方談判，黃
天祐回應指，財匯局早於2019年與內地達
成共識，可向內地監管機構就調查用途提
出獲取審計底稿的請求，並在2020年成功
取得77份存於內地的工作底稿作調查之
用，現時正與國家財政部監督評價局展開
研究工作，冀在查察職能達成共識，允許
可以赴內地進行查察工作。
被問及美國有關的監管部門，有否向財

匯局要求取得回港上市中概股的審計文
件。黃天祐指，香港作為國際性監管機
構，一直與香港本地及海外監管者有定期
溝通，不限於美國監管機構，亦包括來自
內地、英國及新加坡等監管機構，如果境
外監管機構需要赴港行使職能展開查察，
相信是沒有障礙，如有合作需要，財匯局
屆時會扮演恰如其分的角色。他又指，對
於美國及香港兩地上市的企業，如果雙方
有共同目標要進行審計工作，合作是普遍
國際慣例。

上年度整體審計質素改善
對於有大型會計師行相繼辭任內房企業

的核數師，黃天祐指財匯局非常關注有關
情況，尤其是臨近業績期前才辭任情況。
財匯局查察部署理主管劉建汝補充，局方
一直關注核數師辭任的數字，而過去一年
內房企業相關的個案數字及佔比都有所提
升，局方將進一步關注辭任原因，以及接
任的會計行之勝任能力，並對其進行訪談
及調查。
另外，財匯局23日公布上年度查察報

告，財匯局在上年度完成了50個項目查
察、17間上市實體會計師事務所的質素監
控制度查察，以及4個針對性查察，而整
體審計質素較2020年的查察結果有按年改
善。局方同時發表有關就紀律處分程序及
處分方針進行的諮詢總結，並指收到20份
來自廣泛界別回應者的意見書，大部分回
應者均整體支持局方擬議的規管原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美國
大幅加息繼續影響香港的資金流向，港
匯23日持續觸及7.85弱方兌換保證，
為捍衛聯繫匯率，香港金管局再度入市
買港元，於23日凌晨在市場承接約
85.8億港元沽盤。
至此，金管局在美國本輪加息周期，

自今年5月 13日凌晨起，已14度接
錢，累接1,042.8億港元。

1個月拆息13連升 破0.82厘
另一方面，銀行體系結餘不斷縮減，

導致港元拆息上揚。
根據財資市場公會網頁顯示，其中與

樓按相關的1個月港元拆息連續第13日
上升，23 日升穿 0.82 厘水平，報
0.82399厘，較上一個交易日高0.11774
厘，見逾兩年新高。
港元隔夜拆息23日報0.23315厘，較

上一個交易日低0.00477厘；1星期拆
息升至0.42601厘；兩星期拆息上揚至

0.69744 厘； 3 個月拆息則走高至
1.61036厘。
長息方面，半年期拆息上揚至

2.31988 厘；1年期拆息升至 3.28732
厘。

聯儲局放鷹 衰退憂慮升溫
面對美國加息，華僑永亨銀行 23

日發表報告指，美國聯儲局主席鮑
威爾一如預期，發表控制通脹的鷹派
言論，但他承認加息可能導致經濟
下行，令市場對經濟衰退的憂慮升
溫。
不過，鮑威爾認為持續加息是適當

做法，未來的加息速度將繼續取決於
即將公布的數據，以及不斷變化的經
濟前景，當局將逐次會議作出決定。
華僑永亨銀行預計，在未來一段時

間，美元指數仍將保持堅挺，除非美
國聯儲局放慢加息步伐，或美國通脹
率出現持續下跌的跡象。

再接錢85.8億
港累計走資逾1042億

港財匯局與內地研究 冀允北上查察

◆ 黃天祐（中）稱，財匯局與會計師公會
交接暢順。左為劉建汝。 馬翠媚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