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磅 2023年11月07日星期二编辑：康源校对：王培娟美编：王祯磊

02

（上接第一版）
曾刚认为，这种调整有利于

对金融行业的整体改革进行总
体布局和推进，更有效地强化
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领导规划的
整体性和实施效率，这么做还
能进一步确保金融行业的发展
符合党中央的大政方针政策，
从而更好地满足国家经济发展
的需要。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金融发展之路

此次会议系统阐述了中国
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本质特征，
强调“八个坚持”，包括坚持党中
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
根本宗旨等。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
家温彬表示，党中央把马克思
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对金融本质规律
的认识不断提升到新高度，持
续推进金融事业实践创新、理
论创新、制度创新，走出了一条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八个坚持’明确了金融工
作怎么看、怎么干，既有世界
观，又有方法论，为我们下一步
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
南。”中国农业银行个人金融部
总经理孙宁称。

“党的十八大以来金融事业
取得的成绩，根本在于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科学指导，在于习近平总书记
的领航掌舵，在于党中央的坚
强领导。”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
策司司长邹澜说，会议用“来之
不易”总结金融领域取得的实
践成果、理论成果，令他感触颇
深。近年来，金融系统深刻把
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
确保金融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
进，为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健康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胸怀国之大者，首提
“金融强国”概念

会议强调，金融是国民经济
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快建设金
融强国，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完
善金融体制，优化金融服务，防
范化解风险，坚定不移走中国
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我国
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国
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吴晓求表示，
此次会议第一次提出了要把我
国建设成金融强国的目标。过
去中国是个金融大国，但还没有
成为金融强国。从现在开始，我
们要从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
这是一个更加宏伟的目标，也是
更加艰难的过程。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刘晓春认为，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中“金融强国”概念的提出，表明
金融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和地位愈发重要。这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在支持实
体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
要；二是金融安全成为国家安全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何为金融强国？吴晓求认
为，首先是现代金融，而不是传
统金融。这个金融功能一定是
多样的，不是单一的，金融功能
中包括资源配置、财富管理、支
付、所有权分割等等。其次，应
该有很好的风险识别和配置机
制，因为金融的核心是配置风
险。第三，是金融更具有影响
力，为此要推动国际化。

金融要为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

会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首要任务，金融要为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要着力
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切
实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
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
其中明确，做好科技金融、绿色
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
字金融五篇大文章。

“这次会议为新时代推动金
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
循。”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
究员刘典表示，会议提出加快
建设金融强国，并提供高质量
的金融服务，是对国家发展战
略的高度概括。这意味着，金
融领域需要在服务实体经济、
防范化解风险等方面做出创新
和改进，这一总体要求强调了
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功能。

刘晓春认为，这“五篇大文
章”所代表的关键词，实际上是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和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方向。做
好这“五篇大文章”，意味着对
金融的要求变得更高，“不再只
是以前简简单单的融资，而是
应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

量服务”。
曾刚表示，在经济结构调整

过程中，要重视重点战略领域发
展。未来的经济周期还需要发
展新的重点行业，需要通过现阶
段政策予以支持。“五篇大文章”
则进一步明确了未来金融业在
经济结构优化过程中的五个发
力点，这为未来货币政策和金融
机构的重点工作指明了方向。

会议指出，优化资金供给结
构，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
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
和中小微企业，大力支持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确保国家粮食和能
源安全等。

“金融要回归本源。”多年从
事科技金融工作的中国电子工
业科学技术交流中心执行主任
王大鹏认为，会议再次强调了金
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在需求
侧上，金融服务要匹配高质量发
展需求，明晰不同发展阶段、不
同市场主体、不同应用场景，提
供相关产品。在供给侧上，高质
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供给，高质
量供给可以引领实体经济发展。

点明“矛盾问题”，强
化使命担当

会议指出，金融领域各种矛
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
有的还很突出，经济金融风险
隐患仍然较多，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的质效不高，金融乱象和
腐败问题屡禁不止，金融监管
和治理能力薄弱。

九方智投首席经济学家肖
立晟认为，本次会议直接指明了
当前金融领域所存在的问题，表
明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改革仍是
金融行业发展的主线，且相较于
以往，改革力度可能会更大。

他认为，从会议表述的“金
融领域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
织、相互影响，有的还很突出，
经济金融风险隐患仍然较多，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
高，金融乱象和腐败问题屡禁
不止，金融监管和治理能力薄

弱”可以看出，当前我国金融领
域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金融
风险、服务实体以及金融监管
三大方面。而本次会议一针见
血地指出了这些问题，并提出
要“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这些
问题”，表明在未来一段时间
内，改革仍是金融行业发展的
主线，且相较于以往，改革力度
可能会更大。

全面加强监管，防范
化解风险

会议强调，要全面加强金融
监 管 ，有 效 防 范 化 解 金 融 风
险。切实提高金融监管有效
性，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
纳入监管，全面强化机构监管、
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
管、持续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
盲区，严格执法、敢于亮剑，严
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国泰君安证券首席宏观分
析师董琦认为，自 2017 年全国
金融工作会议之后，金融强监
管被定调，严控地方债务、资管
新规落地等均带来金融系统监
管升级。本次会议继续强调全
面加强金融监管，从机构、行
为、功能、穿透式、持续等多方
面提出监管要求。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
事长、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
连平认为，全面加强金融监管，
将有助于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
代金融体系，为我国经济的高
质量发展提供一个健康、稳定
的金融环境。

连平表示，未来几年，全面
加强金融监管将成为我国金融
工作的重中之重。具体来看，
就是要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
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
管、持续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
盲区，尤其是跨业、跨市场的金
融业务，不同类型机构间的交
叉业务，非法集资、欺诈销售、
操纵市场、信息泄露等违法违
规行为，多层嵌套的复杂运行
结构或金融产品，各类金融行
为的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监

管，以及对中小金融机构、地方
政府债务、房地产市场等重点
风险领域的监管。

建立防范化解地方
债务风险长效机制

对地方债问题，会议强调，
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
效机制，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
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优化中
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促进
金融与房地产良性循环，健全房
地产企业主体监管制度和资金
监管，完善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
管理，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
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因城
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更好支持
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加快保
障性住房等“三大工程”建设，构
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
创始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
所原所长贾康表示，会议强调从
机制层面强调防范化解地方债
务风险、政府债务管理等，实际
上也是强调制度建设，“要把配
套改革、政策优化、管理优化结
合好，带头的还是制度安排，要
在改革的轨道上‘动真格’。”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
王青表示，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
融工作会议主要强调遏制增量，
即“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树立
正确政绩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
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而
本次会议强调的“建立防范化解
地方债务长效机制”则既包括遏
制增量，也包括化解存量。

贾康认为，中央提出的“一
揽子化债方案”是一种积极有
为的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思
路，“并不是说防范债务风险，
现在就不敢动了，阳光化地发
债、长期的特别债、地方长达 30
年的专项债等，都是很好的机
制，在发展中间可以既扩大内
需，又优化结构，又有很长时间
的腾挪余地。”

（本报记者赵玲玲根据《人
民日报》、新华社、《上海证券
报》等公开报道整理）

明确目标任务 谋定发展路线，加快建设金融强国
专家解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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