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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整頓新重點 強化股權監管

內地金融監管整頓升級
打大鱷捉小妖 從資本市場保險業席捲銀行界

人工智能替代金融監管？

連日來，

從原保監會

主席項俊波

落馬，成為

首位在任上

被審查的「一行三會」一把手；到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點名批評「個別

監管人員監守自盜、與金融大鱷內

外勾結，必須嚴厲懲處、以儆效

尤」，再到銀監會啟動全行業整治

金 融 亂 象 、 加 碼 防 控 十 大 風

險……，這場始於去年底喊打金融

大鱷的資本市場整治已升級

為全國性金融整頓，也預示

着新監管時代即將到來。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近期金融整頓措施
■銀監會發佈《關於提升銀行業服務實體經濟質
效的指導意見》和《關於銀行業風險防控工作
的指導意見》，處置包括銀行理財和代銷、同
業業務、房地產等十大風險點。

■銀監會提出開展全行業自查自糾，整治「三套
利」、「四不當」行為。「三套利」即監管套
利、空轉套利、關聯套利；「四不當」為不當
展業、不當交易、不當激勵、不當收費。

■中證監主席劉士余提醒上市公司不要參與金融
亂象，痛批A股市場的高送轉，稱對長期無正
當理由不分紅的上市公司，證監會將會有相應
的硬措施。

■中證監於2017年證券基金行業監管視頻會
上，要求嚴防風險外溢和交叉傳染，守住風
險底線。

■財政部發佈新修訂的《企業會計準則》，新準
則要求將金融資產減值會計處理由「已發生損
失法」修改為「預期損失法」，考慮金融資產
未來預期信用損失情況，將金融風險納入企業
管理。

製表：記者海巖

內地官方媒體昨天報道，中共中央組織部有
關負責人證實，中國保監會主席、黨組書

記項俊波涉嫌嚴重違紀，中央已決定免去其領導
職務。
監管部門官員向本報表示，今年金融監管勢必
加碼並保持高於以往的政治姿態。銀行、保險、
證券市場都將開展全行業自查和整頓，以實現防
範金融風險和脫虛入實兩大目標。金融整治的中
心眼將從資本市場轉移到銀行業，糾正過度自由
化的金融政策，更多強硬政策陸續有來，以行政
化的高壓監管撲滅風險。

查處腐敗 強化監管 嚴打違規
近日披露的李克強總理於兩會後在國務院第五
次廉政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已對今年的金融反腐
和金融整頓「劃了重點」：一方面對金融領域腐
敗要堅決查處、嚴懲不貸；強化金融機構內部控
制，保持監管高壓態勢，堅決治理金融市場亂
象。另一方面，嚴厲打擊銀行違規授信、證券市
場內幕交易和利益輸送、保險公司套取費用等違
法違規行為。
此外，郭樹清履新銀監會主席不到一個月，就

掀起銀行業監管風暴，顯示金融整頓的暴風眼正
從資本市場轉向銀行業。

資金脫實入虛 風險源頭在銀行
中央財經大學教授郭田勇表示，此輪金融監管風

暴始於保險業和資本市場整頓，風險源頭卻在銀
行業。擾動資本市場秩序的險資大鱷，受益於保
險業大鬆綁，背後則是金融活動過度擴張超出經
濟運行本身所需的大背景，銀行資金脫實入虛。

郭樹清雷厲風行 整治金融亂象
實際上，近年監管層早有意扭轉金融空轉、脫

實向虛及金融高槓桿等問題。從2013年至今，監
管機構依次針對理財、影子銀行、同業及資管等
業務密集出台監管政策，但監管效果不佳，甚至
不斷加碼的監管本身就使得金融套利層出不窮，
愈演愈烈。
由此，郭樹清首先在銀行業掀起了一場金融整

頓「運動」，要求全行業自查自糾集中整治金融
亂象，對違法、違規、違章行為和監管套利、空
轉套利、關聯套利展開專項行動，對17家銀行機
構開出數十億罰單，並初步確定「資金來源於

誰，誰就要承擔責任」的協調監管原則。

銀行料加快去槓桿 收縮資產端
華創證券分析師周冠南預計，隨着監管政策落

地並直接行政化從嚴監管，未來槓桿操作、同業
擴張、監管套利等行為將受到約束。監管的嚴格
執行將使得銀行加快去槓桿，未來會有更多銀行
出於監管壓力收縮同業鏈條，資產端也將同步收
縮。
監管部門淨化資本市場的治理行動亦將繼續。

針對深港通的順豐控股、美圖公司股價大幅波
動，兩地聯手監管，顯示內地監管部門威懾游資
炒作的監管決心。

淨化資本市場治理行動將繼續
有監管部門官員透露，今年證監會將在繼續嚴

打場外配資、徹查違規槓桿資金、打擊虛假陳
述、內幕交易和操縱市場等傳統違法違規行為同
時，還將全面篩查可能產生系統性風險、影響市
場穩定、干擾改革發展的各類違法案件，通過現
場檢查、專項核查、市場監察、輿情監測、投訴
舉報……為各種違法者佈下「天羅地網」。

曾擔任央行研究局局長、中央
匯金公司總經理的謝平更提出，
所有的金融監管可以由人工智能
進行，人工智能完全可以勝任
「一行三會」所有領導的工作。

可自動停止違規業務
在謝平看來，無論是數據獲得還

是工作效率，人工智能都優於人工
監管，當所有金融機構的工作都通
過互聯網進行，人工智能可以24
小時持續監視整個金融系統，當檢
測到異動，人工智能可以自動停止
違規金融機構或業務。
未來「一行三會」也可能失
業？或許在眼下「一行三會」醞
釀監管體制改革的當口，謝平所
要說的是無須再討論該不該合
併，只要有發達的監管技術，監

管體制已不重要。

穿透式監管知易行難
此外，穿透式監管是此輪應對

金融風險時監管部門最早提出的
新思路。近年金融科技快速發
展，加劇了金融混業經營的特
徵，有的金融機構提供的創新服
務或產品，分段來看符合監管要
求，但綜合起來看其業務本質卻
發現問題，因此，央行、銀監會
等部門在最新政策中均強調由原
來的部門監管轉向穿透式監管，
追根溯源。
但在當下分業監管為主的機構

設置下，如何在金融業務鏈條上
嵌入「監管探針」實現穿透式監
管，對業務流、信息流、資金流
統一監管，卻是知易行難。

這一輪金融風險升級的挑
戰，肇始於互聯網大潮下金融

科技發展，因此當下內地金融監管改革首要解決
的問題就是，如何處理金融安全與金融創新之間
的關係。監管沙箱、人工智能、穿透式監
管……，近期內地官員和智囊提出了不少金融監
管新模式，透露出未來監管方式探索的新方向。
中國在全球金融科技發展中可謂「跑得最快」，

也最早遇到更多問題。一方面，金融科技令金融風
險跨行業、跨市場加速滲透、傳導，而一些金融

科技創新產品過度包裝，使得風險被表面掩蓋，令
傳統風控措施難以奏效；另一方面，金融大數據和
金融網絡安全的風險也不斷加劇。由此，當下監管
層緊要任務就是探索和創新監管模式。

可藉沙箱發現隱患 採有效措施
中國央行科技司司長李偉近日首次提出，可借

鑒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FCA）提出的監管沙箱
模式，通過提供縮小版的真實市場，允許企業對
創新產品和服務模式做大膽嘗試，及時發現產品

缺陷和風險隱患；監管者則可以通過測試掌握創
新本質，有效評估風險，決策開放範圍，判斷對
現有監管規則的影響，從而實現在風險可控的前
提下促進金融創新。
金融科技在監管中的運用也被前所未有的重

視。李偉提出，監管部門運用大數據、雲計算、
人工智能等技術來感知金融風險態勢，把規章制
度、監管政策和合規要求「翻譯成」數字協議，
以自動化的方式減少人工干預，以標準化方式減
少理解的歧義。 ■記者 海巖

2016年下半年，愈演愈烈的險資舉牌依賴源源
不斷的萬能險作為資金池橫掃A股二級市場，擾
亂金融秩序，就此引發此輪金融整頓。有監管層
官員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決策層將風險源頭之
一歸結為「金融機構放進了不合格的股東」，因
此，此輪金融整頓一個不同以往的重點是加強股
權監管，監管當局把關引入合格股東，推動公司
治理的改善，防止家族化控制金融機構。

防家族化控制 不正當輸送利益
在項俊波擔任保監會主席期間，民營資本大舉

進入保險業，保險公司單一股東持股比例上限一
度可達51%。而事實上，某些民營保險公司實際
控制人的股權，通過各種違約手法達到80-90%
或更高，形成了保險公司被家族控制、將保險公
司當作「融資平台」，利用信託計劃等各種方式
作為通道為相關企業融資、進行不正當利益輸送
的現象。項俊波也曾表示，「保險公司淪為大股
東的提款機」。
在銀行方面，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徐忠也提
出，變相挪用銀行資金用於股權控制的做法、輝
山乳業涉事金融機構麻木不仁的風險控制、山東
連環債務風險背後互保聯保模式暴露出的內控和

監管形式化，不僅反映了出資人缺位導致侵犯出
資人權益、內部人控制和內部制衡缺失等嚴重的
公司治理缺陷，也透露了內地金融機構監管存在
信息披露不足、監管缺失等外部監管問題，更深
層次地反映了帶有封建地盤色彩的行業或地方主
管模式、並以行政管理代替公司治理的痼疾，與
習近平總書記倡導的建立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方向
背道而馳。

對持股動機資金來源加強監管
由此，剛上任一個多月的銀監會主席郭樹清提

出，強化金融機構的股權治理，從新設機構的股
東、股權開始，對股東持股動機、資金來源等加
強監管，金融機構資本金必須是實繳制，不能是
認繳制，要是自己錢而不是借來的。嚴禁控股股
東不當干預銀行業金融機構正常經營管理，杜絕
違法違規代持銀行股份、違規開展關聯交易、利
益輸送等現象，抑制產融無序結合。

上市公司三方面完善治理機制
中證監主席劉士余的最新表態，也突出強調上

市公司未來須在三個方面着重完善公司治理機
制：一是要突出董事會、監事會、管理層的權、

利、責，「不能搞壞了一個公司，再換一個公司
繼續做董(事)監(事)高(管)」；二是強調加強上市公
司黨的建設；三是提高股權關係透明度，「上市
公司股權層級不能太複雜，決策鏈條不能太長，
否則就會為內幕交易、利益輸送、抽逃資本提供
可乘之機」。

��
�
&

應對金融創新與風險 監管須創新

監管層近期開出的整治罰單
■銀監會一季度對違規機構罰沒金額1.9億元人民幣，佔去年

全年的70%，僅3月29日一天就做出25件行政處罰，招商
銀行、信達資產等17家機構總計被罰4,000多萬元人民幣。

■A股慧球科技和多倫股份實際控制人鮮言，因操縱股價獲A
股有史以來最大罰單，總計被罰34億元人民幣，並終身禁入
證券市場。

■A股「超級牛散」唐漢博，因跨境操縱「滬港通」標的，總
計被罰12億元人民幣。

■內地著名的資本市場中介機構瑞華會計師事務所，因在審計
中未勤勉盡責，四個月內六次被監管層點名，拿到4張行政
處罰單，合計罰沒897萬元人民幣。

■西南證券因在從事上市公司併購重組財務顧問業務中涉嫌違
反證券法規法律，一年內兩度被立案調查。

■前海人壽前董事長姚振華和恒大人壽相關責任人，分別收到
禁止進入保險業10年和5年的行政處罰。

■徐翔因涉嫌內幕交易、操縱股價被判有期徒刑 5年半，罰金
據稱逾百億元人民幣。

製表：記者海巖

■郭樹清掀起銀行業監管風
暴，整治「三套利」、「四不
當」行為。 資料圖片

■銀監會一季度對違規機構罰沒金額1.9億元人民幣，佔去年全年的
70%。

■■此輪金融監管風暴正從此輪金融監管風暴正從
資本市場資本市場、、保險業保險業，，轉向轉向
銀行業銀行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證監加強公司治理機制，防止為內幕交易、
利益輸送、抽逃資本提供可乘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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