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監管升級 全方位無死角
專家：提高監管有效性 多措並舉防範化解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海巖 北京報道）

近日閉幕的中央金融

工作會議為未來五年金融工作指明方向。會議提出「全面加強金融

監管，有效防範化解金融風險」，依法將所有金融活動全部納入監

管。專家表示，金融領域強監管嚴監管將進一步升級，後續金融領

域的監管將達到全方位、無死角，同時多措並舉來防範化解金融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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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本次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將防範化解
金融風險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對中小
銀行等金融機構風險處置化解及監管着
墨較多，提出「嚴格中小金融機構准入
標準和監管要求，立足當地開展特色化
經營」，限制了跨區展業的行為，並要
處置中小金融機構風險。
2017年召開的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
上，對於中小金融機構發展定調仍是要
「大力發展中小銀行和民營金融機構」，
「推動國有大銀行戰略轉型」；而此次會
議上，中央最新提出要「支持國有大型金
融機構做優做強，當好服務實體經濟的主
力軍和維護金融穩定的壓艙石」，對中小
金融機構則要嚴格准入標準和監管要求，

立足當地開展特色化經營。國有大行從
「戰略轉型」轉向「做優做強」，中小機
構從「大力發展」轉向「嚴格監管」，中
小金融機構未來發展面臨變局。

中小銀行整體呈「量多質弱」特點
經濟下行期，企業的生產經營和還貸能

力受挫，債務違約事件頻發，過量貸款損
失會導致大規模擠兌，加速銀行破產，引
發系統性金融風險。中小銀行由於市場份
額、風控能力等處於劣勢地位，比大型商
業銀行更易陷入財務危機或面臨經營失
敗。
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羅志恒指出，近
年個別城商行、部分地區的村鎮銀行陸續
爆發風險事件，其中，包商銀行等城商行

被民營資本「掏空」，河南等地的村鎮銀
行出現「取款難」，部分銀行存在地方政
府不當干涉業務，抬高隱性負債的情況。
總體看，中小銀行整體呈「量多質弱」的
特點，較國有大行和股份行而言，抗風險
能力較低，且高風險機構聚集。
羅志恒指出，下一步對中小金融機
構，一方面，鼓勵中小銀行明確定位，
走特色化、差異化發展之路。針對優質
中小銀行，在「嚴格中小金融機構准入
標準和監管要求」的同時，給予更多政
策鼓勵，對差異化、特色化經營的中小
銀行，在產品創新等方面予以優先考
慮，或在存款準備金率、再貸款申請等
方面予以差別對待，並可大力推動中小
機構合併重組。

中小金融機構從「大力發展」轉向「嚴格監管」

央行等表態落實監管要求 嚴打非法金融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嚴 北京報
道）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一結束，中國人
民銀行、外匯局、金融監管總局、證監
會等金融監管部門開會傳達落實會議精
神，落實強監管嚴監管要求成為各部門
會議的關鍵詞，打擊非法金融活動、及

早處置化解風險貫穿監管工
作主線。
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國家
外匯局黨組召開擴大會議強
調，把握好權和責、快和穩
等的關係，穩妥處置重點區
域和重點機構風險，打擊非
法金融活動。與此同時，完
善金融風險防範、預警和處
置機制，對風險早識別、早
預警、早暴露、早處置，健
全具有硬約束的金融風險早
期糾正機制。推動金融穩定
立法，加快金融穩定保障基
金建設，牢牢守住不發生系

統性風險的底線。

健全防假打假制度機制
國家金融監管總局則明確表態，堅決

落實強監管嚴監管要求。堅決懲治重大
違法違規行為，嚴厲打擊非法金融活

動，加大稽查檢查力度，切實增強監管
震懾力和權威性。
國家金融監管總局還提出，猛藥去痾
治已病，抓早抓小治未病，要牢牢守住
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發揮專
業優勢、加強指導協調、把握節奏策
略，及時處置高風險中小金融機構，有
效防範化解重大風險隱患。
「要加強監管協同，嚴厲打擊偽私
募、偽金交所等非法金融活動，依法將
各類證券活動全部納入監管，消除監管
空白和盲區。」中國證監會召開黨委
（擴大）會議提出，要堅守監管主責主
業，全面強化機構監管、行為監管、功
能監管、穿透式監管、持續監管，着力
提升監管有效性。還要加強資本市場法
治建設，健全防假打假制度機制，完善
行政、民事、刑事立體追責體系，對財
務造假、欺詐發行、操縱市場等違法行
為重拳打擊，對履職盡責不到位的中介
機構嚴厲懲戒。

◆在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方面，本次會議重點提及了地方債務、房地產、金融市場與外匯市場四個領域的風險。圖為7月14日，民眾
在山西太原一家房地產售樓部看房。 資料圖片

人行：擴大金融高水平雙向開放

此次會議部署未來五年金融工作呈現兩根主線，一是堅持金融要更好服
務實體經濟，二是全面加強金融監管和多措並舉來防範化解金融風

險。
2017 年召開的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強化金融監管」，要求「所
有金融業務都要納入監管」；今次會議則提出「全面加強金融監管」，切實
提高金融監管有效性，依法將所有金融活動全部納入監管，全面強化機構監
管、行為監管、功能監管、穿透式監管、持續監管，消除監管空白和盲區，
嚴厲打擊非法金融活動。從「強化金融監管」到「全面加強金融監管」，從
「所有金融業務」到「所有金融活動」全部納入監管，「意味着後續金融領
域的監管將達到360度無死角」。中泰證券分析師張德禮分析指出，今年國家
機構改革中，金融監管機構改革是重點，且中央和地方先後成立了金融委員
會和金融工作委員會。隨着金融監管體系完善，全面加強金融監管，後續重
點可能在完善法律法規和強化執行，覆蓋所有金融活動和全流程，提高金融
監管的有效性。

建立防範化解地方債務風險長效機制
在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方面，本次會議重點提及了地方債務、房地產、金融

市場與外匯市場四個領域的風險。
在地方債務層面，會議提到要建立防範化解地方債務風險長效機制，建立

同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政府債務管理機制，優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結構。
「建立防範化解地方債務風險長效機制，這說明本輪地方政府債務化解不能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是要在建立長效機制的同時來化債，以避免形成大規
模道德風險，避免未來大規模地方政府債務重新抬頭的問題。」中國社科院
金融所副所長張明分析指出，此次地方債務風險處置從建立新的管理機制上
着手，意味着未來地方政府依賴大規模舉債來推動地方經濟增長的模式不會
持續，對於那些資金規模大、周轉慢、回報率低的公益性項目建設未來也會
有新模式，未來地方某些特定支出可能會採用中央政府舉債的方式來融資。

一視同仁滿足不同所有制房企融資需求
在房地產層面，本次會議提到要促進金融與房地產的良性循環，重點提出

三個監管重點，即健全房地產企業主體監管制度和資金監管、完善房地產金
融宏觀審慎管理、一視同仁滿足不同所有制房地產企業合理融資需求。
張明認為，「房地產金融宏觀審慎管理」這個新提法，意味着監管部門認

識到大型房地產企業事實上是一個類金融機構，未來可能會對具有系統重要
性的房地產企業採取差別化的監管措施。中央要求「一視同仁滿足不同所有
制房地產企業合理融資需求」，當前房地產市場上一些民營開發商的流動性
問題未來有望得到妥善解決。另外，將加快保障性住房工程、棚戶區改造工
程與農村危房改造工程三大工程建設，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未來在房地
產市場新增供給方面，商品房佔比可能顯著下降，各類保障型住房的佔比有
望顯著上升。

規範金融交易行為 維護市場穩健運行
在金融市場層面，會議提到要維護金融市場穩健運行，規範金融市場發行
和交易行為，防範風險跨區域、跨市場、跨境傳遞共振。張明指出，中央高
度重視金融風險的傳染與放大，由於銀行業在金融體系中扮演着格外重要的
角色，維持銀行業健康發展將至關重要。在防範化解金融風險部分還提到人
民幣匯率，表明中央高度重視匯率過度波動可能帶來的風險。「短期內人民
幣兌美元匯率持續大幅貶值的可能性很低，如果未來匯率出現超調風險，央
行無疑將會加大干預力度。」
「要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加快建設金融強國，就要解決好過去多年以來一
直存在的脫實入虛、金融空轉與系統性金融風險上升等問題。」張明認為，要
從根本上解決上述問題，在加強金融監管的同時，更重要的是要通過對內結構
性改革和對外高水平開放來提高實體經濟的投資回報率，在年底召開的中央經
濟工作會議、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上可能有更多部署，值得期待。

◆早前，民眾在重慶「金融知識便利店」參觀學習金融
知識。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 中國人民銀行
黨委和國家外匯局黨組2日召開會議，傳達學習中
央金融工作會議精神。會議表示，將始終保持貨
幣政策的穩健性，更加注重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
調節；充實貨幣政策工具箱，為穩定物價、促進
經濟增長、擴大就業、維護國際收支平衡營造良
好的貨幣金融環境。穩步擴大金融市場制度型開
放，拓展內地和香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支持和
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刊於人行網站的新聞稿稱，會議指出，堅持金

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宗旨，發揮好貨幣政策工具的
總量和結構功能，更好支持科技創新、民營小
微、先進製造、綠色發展等重大戰略、重點領域
和薄弱環節。
對於房地產市場，人行指出，要因城施策指導
城市政府精準實施差別化住房信貸政策，更好支
持剛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有效滿足房地產企業

合理融資需求。支持「平急兩用」公共基礎設
施、城中村改造和保障性住房建設「三大工
程」，加大住房租賃金融支持力度，促進房地產
市場健康平穩發展。

加快金融穩定保障基金建設
會議同時強調，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把握好

權和責、快和穩等的關係，穩妥處置重點區域和
重點機構風險，打擊非法金融活動。完善金融風
險防範、預警和處置機制，健全具有硬約束的金
融風險早期糾正機制。推動金融穩定立法，加快
金融穩定保障基金建設，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
風險的底線。做好金融支持地方債務風險化解工
作，推動建立防範化解風險長效機制。綜合施
策，穩定市場預期，堅定維護金融市場平穩運
行，及時糾偏外匯市場順周期、單邊行為，防範
人民幣匯率大起大落風險。

會議指出，要堅持深化金融改革。加快建設
現代中央銀行制度，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
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深化利率匯率市場
化改革，健全市場化利率形成、調控和傳導機
制，堅持市場供求在匯率形成中發揮決定性作
用。推動優化金融機構體系。強化債券市場制
度建設，加強金融基礎設施統籌，提高債券市
場市場化定價能力和市場韌性，進一步優化融
資結構，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完善金融產品體
系，大力發展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
融、養老金融、數字金融。完善廣泛覆蓋、高
效安全的現代支付體系。

穩慎扎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此外，擴大金融高水平雙向開放。穩慎扎實推

進人民幣國際化，深化外匯領域改革開放，促進
貿易和投融資便利化。穩步擴大金融市場制度型

開放，拓展內地和香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支持
和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積極參與國際金
融治理，提升我國在重大國際金融規則、標準制
定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人民銀行表示，將始終保持貨幣政策的穩健
性，更加注重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調節。

資料圖片

解讀中央金融工作會議

4 中 國 經 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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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周文超 2023年11月4日（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