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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改路線圖漸趨清晰

銀監會：民營銀行將開閘 須訂「生前遺囑」
香港文匯報 •

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何凡）十八
屆三中全會提出
允許具備條件的
民間資本依法發
起設立中小型銀
行，市場紛紛認
為這是民營銀行
開閘的一聲「發
令槍」。 25日，十
一屆全國政協委
員、中國銀監會
副主席閻慶民出
席「2013年新浪
金麒麟論壇」時
透露，推進試點

將堅持「純民資發起、自願承擔風險、承諾股東接受
監管、實行有限牌照、訂立生前遺囑」五大原則。

試點方案已上報

對於年內是否推出民營銀行試點，閻慶民在會後向
本刊記者表示，已上報民營銀行試點的相關辦法，將
由國務院定奪後出台。「我們希望民營銀行發起人是
民營資本，而不是混合型的，找一個國有企業來做
的；民營銀行在區域內實行的是有限牌照；而訂立
『生前遺囑』，是在國際金融危機後，國際上加強監管
（防止冒險行為）的通行做法。」

實際上，「訂立生前遺囑」是歐美監管機構在應
對金融危機時採取的辦法，即要求銀行作出說明，
在沒有納稅人救助的情況下，如果銀行無力償債面
臨倒閉，將如何處理處置。去年在監管當局要求
下，美國九家最大銀行已簽「生前遺囑」。今年1

月，歐洲銀行管理局亦要求歐盟39家大銀行在年底
前務必立下「遺囑」。

允發展村鎮銀行

閻慶民指出，目前內地股份制銀行和城商行民間資
本佔比，已由2002年的11%和19%，提高到42%和
54%，農村中小金融機構已超過88%，還有46家非銀
機構由民間資本控股。為進一步回應社會呼聲，銀監
會將加強「兩個引導」：
一是引導民間資本助推銀行業改造。鼓勵民間資

本投資入股，參與金融機構重組改造；放寬民間資
本在處置城商行風險和高風險信用社中的持股比
例；允許發展成熟、經營穩健的村鎮銀行，適當調
整主發起行與其他股東資本比例。二是引導民間資
本探索設立自擔風險的民營銀行、金融租賃公司和
消費金融公司。
他並表示，金融領域發揮好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

作用，須配套建好金融安全網。否則，金融機構退出
市場的負外部性，將導致對優勝劣汰「投鼠忌器」，
使得金融機構不僅「大而不能倒」，「小也不能倒」。

增強政策頂層設計

關於提升銀行業對外開放水平，閻慶民指出，一方
面要增強實施「走出去」戰略的配套服務能力，另一
方面要增強銀行業對外開放政策的頂層設計。銀監會
支持銀行業利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等平台，為
全面深化銀行業改革和擴大開放探索新途徑、積累新
經驗。
截至今年9月末，20家中資銀行在海外50個國家和地

區已設立近1100家機構，總資產超過1.2萬億美元。同
時，51個國家和地區的銀行在華設立41家外資法人機
構、92家外國銀行分行、920家營業性機構，總資產約
為2.4萬億元人民幣。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何凡）

中國證監會副主席姚剛25日在「2013年新浪金
麒麟論壇」上表示，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是推
動金融領域改革的重要任務之一，要從豐富直
接融資的金融工具等三方面加以推進。他同時
指出，推進股票發行註冊制改革，其中最重要
的內容就是要落實以信息披露為中心的監管理
念，推動市場主體歸位盡責。

多管齊下 提高直接融資比重

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要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
體系，推進股票發行註冊制改革，多渠道推動
股權融資，發展並規範債券市場，提高直接融
資比重。「過去我們比較重視傳統意義上的股
票和債券融資，對其他形態的直接融資重視不
夠；比較重視公開發行的證券融資，對非公開
發行的證券融資重視不夠；比較重視證券投資
基金的發展，對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發展重視
不夠。」姚剛說。
他認為，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有助於平衡金融

體系結構，可以起到分散過度集中於銀行的金
融風險的作用，有利於金融和經濟的平衡運
行。
姚剛指出，在現實經濟運行中，直接融資一

般是通過資本市場實現的，市場是配置金融資
源的中心。而間接融資主要通過商業銀行實
現，銀行是配置金融資源的核心。因此，直接
融資和間接融資比例關係，既反應一國的金融
結構，也反應一國中兩種金融組織方式對實體
經濟的支持與貢獻程度。
按國際統計口徑，去年底，中國直接融資

包括股票市值加上債券餘額，相當於整個金
融資產總額的43%。如扣除商業銀行持有的
公司信用類債券並非嚴格意義的直接融資，
將降低6個百分點，遠低於70%這一發達國家
的平均水平。

保護投資者 建立賠償機制

關於推進直接融資措施，姚剛指出，一是發
展和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今後將繼續發展交
易所市場，做強主板市場，強化創業板服務創
新型、成長型企業的水平和能力。同時，要落
實好國務院關於將新三板擴大到全國的決策部
署，擴大資本市場對中小微企業服務範圍，把
區域性股權市場納入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規
範發展區域性股權市場，提升其服務小微企業
的能力。
二是豐富直接融資的金融新工具。今後要繼

續發展股票市場，規範和發展債券市場，積極
研究推出優先股等類新工具，積極推動資產證
券化發展，在繼續做好公開發行證券的基礎
上，推動私募產品和私募市場的規範發展。
三是落實以信息披露為中心的監管理念，保

護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建立
投資者賠償機制。

利率市場化加速 倒逼銀行謀差異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何凡）多位

內地銀行業者向記者表示，商業銀行須全面認識利
率市場化帶來的機遇與挑戰，推動戰略轉型，進一
步增強應對利率市場化的能力。中國建設銀行董事
長王洪章認為，除應考慮經營範圍和綜合性多功能
的發展及綜合化服務外，銀行還需認真研究風險管
理。
王洪章在「2013年新浪金麒麟論壇」上指出，存

款利率放開以後，對商業銀行的挑戰是需要認真考
慮的問題。利率市場化考驗銀行的，不僅是市場化
定價能力與資金配套能力，且要求銀行實現綜合性
發展，開拓新的金融產品與金融服務方式，以規劃
化經營滿足多方面需求。同時，要加強全面風險管
理，使銀行內控水平、成本和資產負債管理等方面

更加匹配。
而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北京銀行董事長

閆冰竹近日向記者表示，利率市場化完全實現後，
普通人選擇銀行存錢的思維和行為將發生較大改
變。利率市場化促使銀行根據客戶的不同需求提供
差異化金融服務，客戶將根據自身需求選擇銀行服
務。
此外，中國工商銀行行長易會滿亦指出，利率市

場化進程加速，企業和居民金融服務需求升級，商
業銀行迫切需要推進綜合化經營，應充分利用自身
的規模、系統、人才、渠道等優勢，不斷推出商業
銀行非牌照類創新業務，創新開展基金、證券、租
賃、保險等牌照類新興業務，擴大經營範圍和市場
空間，建立多元化、可持續的盈利增長格局。

■中國銀監會副主席閻慶民。

記者何凡 攝

■全國政協委員、國研中心原副主任侯雲春（圖中左三）等討論。 記者何凡攝

■中國證監會副主席姚剛。 記者何凡攝

吳光正：人幣離岸發展 打造香港成「航母」

全國政協常委、九龍倉集團主席吳光正在京表示，本
港已具備進一步推行人民幣國際化措施試點的條件，建
議把港打造成全球人民幣離岸中心的「航空母艦」，加
強人民幣流通功能，並讓香港與上海自貿區在人民幣兌
換方面建立夥伴關係。

用自己「燃料」在國際貿易場周旋

「三中全會強調，要完善金融市場體系，推動資本
市場雙向開放，有序提高跨境資本和金融交易可兌換
的程度。當前，實現人民幣全面國際化可能還早，但
人民幣的『半國際化』已白熱化。而香港已有最大的
離岸人民幣資金池和人民幣融資市場，深具凝聚力與
條件，可發展成為全球最大、效率最高的人民幣離岸

結算中心。」吳光正出席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常委會
時說。
他認為，目前國企和數量眾多的民營企業已具備充足

的資金、人才和軟實力，完全有能力走向海外。而中國
企業要在國際貿易投資中與國外企業平等競爭，就需要
國際流通的人民幣為後盾，來降低風險和作出長期有效
的投放。同時，國外對人民幣也有 旺盛需求。
根據最近國際清算銀行的調查，人民幣已成為全球

第九大最活躍的交易貨幣。據統計，日本外貿的近
40%是以日圓結算，歐元在歐洲貿易結算中佔50%-
60%，美元在美國外貿結算中比例為80%-90%。吳光
正說：「用自己的『燃料』在國際貿易場周旋，不完
全依賴外幣是必走之路。」

資本流動性 最重視單一中心

吳光正建議，可考慮用三至五年時間，將人民幣結算
比例由現在的12%增至30%，再逐漸提高。中國已在倫
敦及新加坡等地開設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這些在「兩
國兩制」架構下運作的中心，還有很長的摸索過程。他
說，國際金融體系最關注的，是單一中心的「流動能量」
（LIQUIDITY），並非多點分散運作、每一小點卻有所
不足的LIQUIDITY。
吳光正表示，香港自2004年已開始發展離岸人民幣市

場。經過幾年發展實踐，截至今年8月，經過香港銀行
處理的人民幣貿易結算總額達22849億元人民幣。香港
的人民幣存款已接近9000億元，人民幣實時支付系統每
天平均處理結算量
達4000億元人民
幣。根據環球銀行

金融電信協會的統計，香港銀行的人民幣收付交易量，
佔全球進出內地和離岸市場交易總量的八成。

倡港滬建立人幣兌換夥伴關係

在他看來，回歸祖國16年後，香港與內地經濟進一步
融合，加上香港的監管制度嚴謹，透明度高，法制健
全，國家可放心讓香港把「蛋糕」做得更大，加強人民
幣流通功能，更加惠及內地經濟和內地企業。在香港打
造全球人民幣離岸中心的「航空母艦」，符合國家利益。
吳光正說，中央政府可放心加大力度，讓香港與上海

自貿區在人民幣兌換上建立夥伴關係，達至雙贏，並制
定政策把港打造成全球人民幣離岸中心的「航空母
艦」。「人民幣成為三大國際貨幣之一，是一個了不起
的中國夢，也是一個美好的
香港夢。」

主基調：對內對外雙向開放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後，中國金融改革路線

圖日趨清晰。在「擴大金融業對內對外開放」的

主基調下，「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資本市

場雙向開放」成為部署重點。專家認為，人民幣

資本項目可兌換、民營銀行破題與利率市場化

等的推進，將開創金融對內對外開放新局。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何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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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銀行總

行。 記者何凡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