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面
對經濟減速的新形勢，李克強政府的經濟新
政從金融改革破題。經濟學家表示，新一屆
政府將金融改革作為突破口，力圖以此改變
經濟發展模式，但改革前景壓力很大。能夠
解決經濟困境，需看具體落實，並配合更多
改革。

能否收效要看具體落實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員李健向本報表
示，目前內地廣義貨幣存量超百萬億，每年
新增貸款八、九萬億元，這麼大的信貸投放
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卻越來越低，實體經濟長
期不振，由此，傳統的金融模式難以支持經
濟轉型，需要調整金融政策。
李健認為，此次出台的十項指導意見，提

出了一些金融改革的突破點，如設立民營銀
行、擴大信貸資產證券化、放開創業板、推
動個人跨境投資等。不過這些改革都是呼聲
已久的改革，過去政府也曾表達改革意願，
但具體落實中卻遇到重重阻力。此次的十條
指導意見能夠收到實效，要看具體落實。

民營銀行料今年出現

海通證券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表
示，國務院指導意見中強調要支持企業發
展，支持企業融資，但企業融資最核心的一
條路IPO卻停了那麼長時間，「一個沒有融
資功能的市場怎麼會是一個正常的市場
呢？」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郭田勇則認

為，此次決策層對推進深化改革、支持實
體經濟的金融改革，下了決心。對於設立
民營銀行，郭田勇透露今年年內可能在福

建泉州破局，「據我所知，今年在政策層面至少會設立
一至兩家民營銀行。然後通過試點，權衡並檢驗民營銀
行的發展，為未來進一步
開放銀行業門檻提供政策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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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陳振聰偽造和使用虛假遺囑被判罪成，判

囚12年。陳振聰機關算盡，卻因人心不足而既遭

牢獄之災，又陷財困，一鋪清袋，成為「貪字得

個貧」的活生生教材。陳振聰謀財爭產的處心積

慮，充分暴露其貪婪、無恥、邪惡、殘忍的陰暗

面，完全違反人倫和最起碼的社會道德，受到法

律的制裁是天經地義，大快人心。法庭的裁決彰

顯了本港社會的公平正義，再次傳遞正面信息：

邪不能勝正，貪婪邪惡者絕不可逍遙法外，必定

會受到法律的懲處。

古希臘寓言家伊索說：「 有些人因為貪婪，想

得到更多的東西，卻把現在所有的也失掉了。」

陳振聰正是由於貪得無厭、慾壑難填，一步步墮

入錢財散盡、身陷囹圄的困境。陳振聰從龔如心

身上取得30億元，曾經過 擁有山頂豪宅、私人

飛機、遊艇的奢華生活。可是他仍不知足，還想

侵吞龔如心近千億的遺產，結果招致惡運連連，

不僅輸了爭產官司，要賠付、繳交數以億計的訟

費及稅項，即使不斷變買資產亦不足應付，資不

抵債隨時破產。如今陳振聰又因偽造和使用虛假

遺囑而被判入獄，更是其財迷心竅、利令智昏的

應得下場。

陳振聰爭產騙財的案件擾攘數年，鬧得街知巷

聞。陳振聰為證明其與龔如心有親密關係，龔如

心將生意王國悉數贈送給他是理所當然，不惜厚

顏無恥地在法庭上自揭最私隱、最見不得光的內

容，將肉麻當有趣，已到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

不僅毀壞龔如心的名聲及清譽，遠遠超越了社會

可以接受的倫常和道德底線，更讓人看到一個徹

頭徹尾的騙子、弄臣，為謀取巨額財富，如何工

於心計地利用別人的軟弱騙取好感和信任。陳振

聰的所言所行，完全暴露了人性最虛偽、最醜

陋、最噁心的一面，這樣的小人只會出現在影

視、小說的創作之中，何曾想到現實中竟然會有

人如此貪婪，漠視社會道德價值，用盡厚顏無

恥、貪婪陰險的貶義詞來形容也不為過，簡直是

人神共憤，因此引起輿論一邊倒的口誅筆伐。

詩人北島的代表作《回答》中有一名句：「卑

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如果「卑鄙者」憑借

「卑鄙」在世上橫行霸道，呼風喚雨，那是多麼可

怕可悲的事。可幸的是，本港是一個法治嚴明和

公平正義的社會，貪婪必受到法律的制裁，邪惡

壓不倒正氣，陳振聰作繭自縛，最終還是受到應

得的法律懲處。套用北島的詩句而反其意，對陳

振聰的制裁，說明「邪惡卻不是邪惡者的通行

證」。陳振聰的判刑具有良好的警醒作用：香港社

會堅守道德倫理，法律絕不會對邪惡者姑息養

奸。 (相關新聞刊A1、A2版)

國務院辦公廳昨日正式發佈十大指導意

見，包括統籌金融資源，支持經濟結構調整

和轉型升級，並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事實

上，內地流動資金仍然充裕，目前焦點在於

調配金融資源支持實體經濟。然而，近期有

海外輿論預言中國金融市場恐迎來「黑色七

月」，炒作內地「錢荒」，以造成港股大幅波

動，再次把港股作為提款機。小投資者須有

充分風險意識。

近期，內地資金短缺之說甚囂塵上，引發

金融市場波動，上月A股曾急瀉逾5%，滬指

失守2000關口，港股跟隨內地股市一度下

跌。然而，今年5月的內地M2貨幣供應量，

已超過今年全年的增長目標，顯示內地目前

總體流動資金充裕。國務院昨日發佈的意見

亦一再強調繼續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

貨幣信貸總量。央行近期已多次強調，金融

業的流動性總量並不少。今年以來，貨幣信

貸額度和社會融資總量都快速增長，金融機

構的備付金也綽綽有餘。

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國際評級機構近期開

始唱空內地經濟，指內地影子銀行系統已完

全失控，暗示「熱錢」正準備大規模撤離中

國以及新興市場。然而，中國外匯管理局最

近的數據顯示，近期發放的QFII速度加快，

總額度已達434.63億美元，境外資金短期大

舉逃離可能性不大。相反，自去年下半年以

來，境外資金對A股市場的介入程度明顯加

深，這說明投資內地股市的境外投資者並未

撤走，反而繼續下注。

事實上，內地資金流動性並不緊張，現

時內地面對的經濟難點在於金融資源錯

配，大量超額貨幣在金融體系內空轉，沒

有形成有效資本，助推實體經濟。國務院

提出「金融十條」，就是要優化金融資源配

置，用好增量、盤活存量，以恢復經濟結

構平衡，實現中國經濟升級版的目標。儘

管當前面對這些難題，但這些難題都可以

得到有效解決，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和金融

運行總體良好。「影子銀行」業務包括銀

行理財產品和信託產品亦受到嚴格管控。

應該看到，本港資金來去自由，部分對沖

基金故意放大各種利淡消息，加上內地企

業佔港股市值一半，炒作內地「錢荒」更

加劇市場波動，結果令到港股屢屢出現暴

跌情況，使小投資者淪為大鱷「點心」。小

投資者需提防大鱷趁消息舞高弄低，以免

招致損失。

邪不勝正 貪字得個貧 慎防「黑色七月」炒作

中央10招 統籌金融資源撐轉型
續採穩健貨幣政策 將推進信貸資產證券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上任逾百日

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由金融體系入手，祭出打造「經

濟升級版」第一招。國務院辦公廳昨日正式發佈十大

指導意見，統籌金融資源，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

升級。國務院表示，中國繼續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

「不因經濟增速放緩轉向寬鬆，也不因當前一時貨幣增

長較快而轉向緊縮」，顯示政府對於不再「放水」刺激

經濟的決策已深思熟慮。為盤活存量資金，國務院首

次提出「推進信貸資產證券化常規化發展」、放寬創業

板准入、鼓勵設立民營銀行、擴大銀行貸款的自主權

等十大措施。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助理、新聞發言人楊家才昨
日在記者會表示，此次出台的指導意見主題只有一個，即

統籌金融資源，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綜觀這十條指導
意見，核心是：中國將在繼續執行穩健貨幣政策前提下，盤活存
量，用好增量，從而實現「促進經濟穩中求進、穩中有為、穩中
提質」的目標，同時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盤活存量助小微企貸款

「用好增量，盤活存量」是李克強政府金融調控的重要目標。
指導意見第一條即強調，「盤活存量資金，用好增量資金，加快
資金周轉速度，提高資金使用效率」。楊家才表示，將採取十大
措施「盤活存量」，其中一些新舉措尤為引人關注。
楊家才提出，「逐步擴大資產證券化的常規化發展，允許將一

些收益率比較穩定、期限比較長的貸款證券化，把存量變為新的
增量」。中國人民銀行金融市場司司長謝多認為，信貸資產證券
化為商業銀行盤活存量創造了重要出口，可以騰挪出更多資金空
間，支持小微企業獲得更好貸款。
「只要符合條件，就可以做。」這是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八年

以來，官方首次表態全面推進，尤其是美國金融危機與信貸資產
證券化相關，導致這項工作爭議頗多。楊家才說，未來商業銀行
的管控風險能力和產品設計，是監管部門的重點。

擴大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業

楊家才還表示，要擴大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業，「讓沉睡在民間
的資本煥發青春」，鼓勵民間資本投資入股金融機構和參與金融
機構重組改造；擴大銀行貸款的自主權，包括支持銀行開展不良
貸款轉讓，擴大銀行不良貸款自主核銷權；同時還要引導銀行理
財產品對接實體經濟項目，讓銀行理財成為直接融資工具等。
此外，盤活存量資金的舉措還包括，放寬創業板對創新型、成

長型企業的財務准入標準，探索發行企業優先股；定向開展重組
企業的併購貸款，發展併購投資基金，拓寬保險資金運用；對中
小金融機構繼續實施較低的存款準備金率；逐步開展個人境外直
接投資試點，創新外匯儲備運用等。

增量資金將投向八大重點

對於增量資金，楊家才則表示，要將「好鋼用在刀刃上」，增
量資金投向將有八大重點：支柱產業；過剩行業中有競爭力、有
市場、有效益的產品；小微企業；「三農」、特別是農村新型金
融主體；促進消費；支持企業「走出去」；重點建設項目，包括
在建續建項目；重大基礎設施。

■國新辦發佈會現場。 本報記者海巖 攝

國務院撐經濟十大措施
一，繼續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統籌兼顧穩增長、調結

構、控通脹、防風險，合理保持貨幣總量；

二，引導、推動重點領域與行業轉型和調整，積極支持鐵

路等重大基礎設施、城市基礎設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民

生工程建設等；

三，整合金融資源支持小微企業發展，加強對科技型、創

新型、創業型小微企業的金融支持力度等；

四，加大對「三農」領域的信貸支持力度，力爭全年「三

農」貸款增速不低於當年各項貸款平均增速等；

五，進一步發展消費金融促進消費升級，滿足居民家庭首

套自住購房、大宗耐用消費品、新型消費品以及教育、旅

遊等服務消費領域的合理信貸需求等；

六，支持企業「走出去」，拓展外匯儲備委託貸款平台和商

業銀行轉貸款渠道等；

七，加快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適當放寬創業板對創新

型、成長型企業的財務准入標準等；

八，進一步發揮保險的保障作用，擴大農業保險覆蓋範圍

等；

九，擴大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業，鼓勵民間資本投資入股金

融機構和參與金融機構重組改造等；

十，嚴防金融風險，防止民間融資、非法集資、國際資本

流動等風險向金融系統傳染滲透等。

■本報記者海巖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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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官員：錢荒僅為小小「心慌」
近期「錢荒」引發金融

市場波動，有海外輿論預

言中國金融市場恐迎來「黑色七月」，而影

子銀行擴張等風險仍在發酵，引發市場擔

憂。國務院也在十條指導意見中，單獨闢出

一節部署「嚴密防範金融風險」，不過昨日

多位金融官員的表態，卻表現出監管部門對

金融風險防控的信心十足。

對於「錢荒」引發的市場波動，中國人民

銀行金融市場司司長謝多昨日則以人體來比

喻，指這次市場波動不過是小小的「心慌」

而已，「市場與人一樣，血壓正常並不排除

心跳。」

這位負責維護金融市場穩定的央行官員比

喻，現在市場「血壓正常」，金融市場包括

債券市場、貨幣市場、外匯市場都在穩健地

運行，經濟與金融運行總體是良好的。

謝多還笑言，並未聽說過「黑色七月」之

說，要回去補補課，直言中國在加強金融風

險防控，「黑色七月」只是童話中的故事。

銀監會有信心防控風險

而對於外界憂慮的影子銀行風險，中國銀

監會主席助理楊家才更有信心，「即使他們

是『孫悟空』，也逃不過監管機構的『緊箍

咒』」。

如今，內地理財產品和信託資金規模，各

自約8萬億元人民幣左右。楊家才說，總規

模將近16萬億的兩類資金，都由被嚴格監管

的持牌機構發行。現有68家信託公司是由過

去200多家整合重組、經強身健體後的機

構，而銀行理財產品主要存在期限錯配、槓

桿率過大及信用轉換等三大風險，監管機構

已建立三道防線，對風險「兜底」。

■國務院辦公廳昨日發佈十大指導意見，加大金融力量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圖為內地一家銀行

營業員在清點人民幣。 資料圖片

■內地前一輪的「錢荒」曾引發股票市場波

動。 網上圖片

本報記者 海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