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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15日在京召開「健全系統性金融風險防範體系」專題協商會。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在會上強調，防控金融風險事關國家安全、發展全局、

人民群眾財產安全，是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跨越的重大關口，是必須打好的攻堅戰。

委員們認為，打好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攻堅戰，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標本兼

治、精準施策，在保持經濟金融平穩運行的前提下逐步化解風險。着力加強制度建

設，加快健全金融基礎設施，完善社會信用體系，建立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健全地方

債務會計準則和信息披露制度，構建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同時，堅決整

治非法金融亂象，全面加強各類金融活動的監管，引導互聯網金融等金融新業態健康

發展。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任芳頡、凱雷 北京報道

汪洋：防控金融風險
是必須打好的攻堅戰

黨的十九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
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防範和化解金融風

險工作，並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有
關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金融風
險處置取得初步成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會議上指出，要
把服務實體經濟作為金融工作的出發點和
落腳點，實現穩健中性貨幣政策與嚴格監
管政策有效組合，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堅決治理金融亂象，補齊制度短板，完善
金融基礎設施，改革和優化金融體系，加
強幹部人才隊伍建設，建立風險防範化解
責任制，堅決懲治腐敗。

防風險宏觀微觀需兼顧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光大集團董事長李
曉鵬從宏觀和微觀兩方面談了防範系統性
金融風險的認識。他認為，從宏觀上看，
頂層設計要處理好四個關係：一是處理好
中央和地方金融事權的關係，建議黨中
央、國務院加強對金融業的統一管理，嚴
格限制地方金融事權；二是處理好混業經
營和分業監管的關係，重點彌補分業監管

導致的監管碎片化缺陷，以綜合監管適應
綜合經營，加強監管的統籌協調；三是處
理好產融結合的關係；四是處理好防範風
險和深化改革的關係。
「從微觀上看，金融機構需要築牢戰略、

體制、制度、信息四堵防火牆。」李曉鵬表
示，金融機構要始終以國家政策和市場價值為
導向，制定清晰的戰略目標；建立總部適度多
元、子公司專業化經營、事業部相對獨立的管
理體制；健全完善風險限額、客戶集中度、資
本充足率等管理制度，有效規避信用風險、市
場風險、流動性風險；加強關聯交易信息披露
管理，加強品牌信息的資源整合。

防控房地產金融風險
「中國房地產市場已從總量供不應求轉

向供求總體平衡、結構性區域性矛盾突出
的新階段，供需形勢和主要矛盾的新變
化，使潛在風險進一步積累。」全國政協
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
認為，要加快健全與長效機制對接的基礎
性制度，逐步調整退出與長效機制不適應
的政策和限制性調控措施，有效防範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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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改革住房公積金制度，設立國家住宅政
策性金融機構，為居民合理住房消費提供長
期穩定的低利率資金支持；完善住房金融制
度，堅持購房首付的底線，堅持差別化購房
信貸政策，採取首付比例和貸款利率反向調
整的辦法，有效防範房地產市場風險；完善
住房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嚴格限制資金流向
投資投機性購房。
全國政協常委尚福林也認為，要把防控

房地產金融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要
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
的定位，探索「慢撒氣」方式化解房地產
泡沫。進一步嚴格落實需求側管理政策，
為深化房地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時

間窗口」。進一步加快健全推動房屋長租
市場發展的配套政策機制，完善扭轉土地
財政依賴的制度辦法，暢通房地產多主體
供應渠道。

夯實證券市場健康發展基礎
2015年以來，中國證券市場經歷了大幅

波動，股市、債市、匯市「多殺共振」，對
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穩定造成了很大影
響。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大學民營經濟研究
所所長楊德才表示，防範化解證券市場重大
風險，夯實證券市場健康發展基礎，必須做
到有法必依，用具體措施強化「公開、公
正、公平」原則的底線。

「要對任何時期的虛假上市重組行為公開
追溯信息披露、追溯處罰，鼓勵有效融資；
修改懲罰條款，提高虛假陳述、造假者及相
關機構的違法成本；規範新三板市場實際上
運行的註冊制上市制度，提升其管理效率與
能力，避免淪為類似美國的粉單市場。」同
時，楊德才建議，加大擬上市公司和已上市
公司的信用建設及其監管力度，嚴肅信息披
露，嚴懲失信行為，盡快構建有針對性的足
額賠償機制和對失信者的信用懲戒機制。進
一步完善退市標準流程，嚴格依法執行退市
制度，公正公平地加快相關公司的退市速
度，逐步把中國上市公司數量維持在合理的
動態水平。

制定科學監管規則
引導金融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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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中國槓
桿率水平顯著上升，特別是非
金融企業部門槓桿率水平，在
全國政協常委、中國進出口銀
行董事長胡曉煉看來，無論從
槓桿率的當前水平還是歷史變
化看，中國非金融企業部門的
貢獻均在一半以上。對於如何
穩步降槓桿，胡曉煉認為，要
對非金融企業槓桿率的分子端
和分母端同時採取有效措施，
遵循穩中求進原則，積極穩妥
推動企業去槓桿。
「分子端要做減法，在清除

佔用大量貸款資源的『殭屍企
業』的同時，防止過剩產能一
面清、一面出的循環往復；重
視企業境內負債、境外投資運
營的問題，尤其要注意控制海
外投資質量；發展多層次資本
市場，提高企業直接融資比
重。」胡曉煉說，「同時，分
母端要做加法，監管方面要控
制實體企業參與金融業加槓桿
的活動，限制企業通過高負債
玩金融、賺快錢，同時要提高
新增負債對應的資產質量。」
截止到今年2月末，中國國有

企業負債總額已經超過106萬億
元。過高的負債率會導致財務
費用快速上升、企業信用評級
下降、融資困難甚至資金鏈斷
裂，可能成為金融風險的導火
索。全國政協委員盧春房建議
企業和政府雙管齊下，綜合施
策，化風險於未發。

避免國有企業過度負債
「對企業而言要提高效益。

加快國企改革，建立健全現代
企業制度和法人治理結構，重
大投資、經營決策按程序辦
理；大力實施管理創新，實施
全面預算管理，完善以收入、
盈虧為核心的預算目標管理制
度，提升預算編制水平，推進
財務預算和業務預算有效融
合。」盧春房續指，對政府而
言最重要的是保資金不斷鏈。
政府出台新的政策時，要評估
對一些行業或企業的影響。同
時，對企業分類施策。對於
「殭屍企業」和負債率很高且
發展前景不好的企業採取其他
企業收購或兼併重組措施，對
發展前景好的企業可採取債轉
股、發行企業債券、上市直接
融資等方法減輕債務負擔。

■■曾經是曾經是「「殭屍企業殭屍企業」」的寧夏某傳統造紙公司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寧夏某傳統造紙公司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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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鶴在專題會上談到：「要建立良好的
行為制約、心理引導和全覆蓋的監管機
制，使全社會都懂得，做生意是要有本錢
的，借錢是要還的，投資是要承擔風險
的，做壞事是要付出代價的。」這通俗易
懂的「平常話」引起會場內外的熱議，贏
得各界的認同。
近年來，互聯網金融交易平台多種風險

並存，產品銷售風險多樣且隱蔽，服務的
群體龐大且容易遭受誤導、欺詐和不公正
待遇，社會外部性影響很大，進一步加強
金融監管能力建設迫在眉睫。中央財經大
學教授、金融法研究所所長、中國互聯網
金融創新研究院院長黃震指出，回歸常
識，回歸初心，回歸法治，這便是防範系
統性金融風險的法寶。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保監會原副主席周

延禮建議，把市場行為監管放在突出的位
置，嚴厲查處違法違規行為，重罰損害消
費者的行為，關停金融詐騙機構並繩之以
法；加大對互聯網金融市場監管力度，重
點解決監管部門的數據、算法和計算能力
不足的問題。同時，發揮監管科技作用，

提高監管人員的技術和能力水平，嫻熟運
用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
技術改進監管方式。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人民

銀行副行長陳雨露提到了在統籌監管金融
基礎設施中來自網絡安全的威脅。他認
為，中國部分金融基礎設施過度依賴國外
產品，缺乏統一技術標準，網絡安全防護
水平不一，防護力量缺乏整合，容易出現
安全短板。對於如何完善分層分類的監管
安排，陳雨露表示，當前的重點工作是強
化互聯網屬性金融基礎設施的監管。「互
聯網屬性金融基礎設施往往集交易信息中
介、支付清算結算、信用分析評估等功能
於一身，且滲透性較強，要根據互聯網金
融整治及長效機制建設的分工，適時進行
監管並調整優化。」
全國政協農業和農村委員會副主任王冬

勝則建議加強跨部門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建
設，提升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的層級。王
冬勝還建議在委員會下設立若干跨部門工
作小組，為委員會對金融業的全面監管提
供有力支持。

防範化解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
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務是指沒有納入地方財
政預算，但又需要由地方政府承擔最終償還責
任的債務。「這部分債務形式多樣，透明度差，
債務風險高。」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證監會原主
席肖鋼認為，要盡快制定防範化解地方政府隱
性債務的行動計劃，對新增項目要有保有壓、
及時調整，對歷史存量資產要研究如何變成產
權、成為資本。「研究發行長期債券，加快地方
政府融資平台轉型，從項目融資建設主體轉變
為資產和資本運作市場主體，充分發揮其資源
綜合開發與配置功能。」
「化解隱性債務風險，好比『拆彈』，要
求『拆彈專家』精準且有耐心的審慎操
作。」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
院長劉尚希表示，隱性債務風險炸彈點多面
廣，且相互關聯、相互嵌套。化解風險從短
期看，要控制增量，保持好債務規模與償還
能力之間的平衡；從中長期看，關鍵是用好
債務資金。

劉尚希建議，「拆彈排雷」要耐心審慎，
債務控制不能搞「急剎車」，避免為了全力
還債強行中止工程、撕毀合同，導致工程款
沒着落、拖欠工資等現象，加大社會風險，
損害政府公信力，惡化營商環境。「要盤點
資產負債，分類分層編制可變現資產負債
表，評估地方政府的或有債務代償率以及政
府或有支出事項，把顯性債務、隱性債務納
入統一的債務管理框架，把地方政府性債務
管理的重點放到或有債務上來，形成精算式
的債務管理模式。」
「過去一段時間，地方債務規模擴大，很大程
度上是為了支撐比較高的GDP增長速度。」全
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
心原副主任劉世錦認為，化解隱性債務風險的
關鍵在於按照高質量發展要求調整政績觀，不
再搞GDP掛帥，「必須形成與高質量發展相適
應的政績觀、目標體系和政策體系，從源頭上
控制地方債務風險產生。」

引導資金流向核心高科技產業

「隨着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攻堅戰的
推進，政府強力推動資金從炒作房地產
等虛擬投資退出。這些資金如果不加以
妥善引導，可能會衝擊金融市場，帶來
其他資產價格的暴漲暴跌，形成新的系
統風險。」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光

華管理學院副院長金李尤為
關注資金流向問題。
應該把資金引向哪裡？助

力實體經濟是題中應有之
義。日前發生的中興通訊事
件觸動了很多委員，在金李
看來，核心高科技領域受制
於人已經成為中國實現經濟
高質量發展的瓶頸，也可能
給實體經濟和金融領域帶來
未來新的系統性風險，如果
能將龐大的資金引導到對核

心高科技的長期投資，則可以同時兼顧
化解金融和實體風險。
「可發行支持高科技的長期特別債

券，補充國家投入，其中一部分債券可
通過可轉換優先股形式，允許投資者在
一定條件下轉換成對成功投資項目的股

權。」此外，金李建議，政府可投資於
市場化運作的引導基金，由他們轉投於
核心高科技企業，建立合理的風險補償
機制，一旦某項研發取得成功，政府以
較低受益平價退出，提升社會資金的投
資意願。
從企業角度，因為高科技產業需要長

期持續投入，委員們認為適度產融結合
是有利於實體企業發展的。在銀行間接
融資風險不斷聚集背景下，全國政協委
員、香港交易及結算所集團行政總裁李
小加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國
際經驗顯示，直接融資體系具有風險共
擔、利益共享、定價市場化的特性，推
動更多金融資源直接通過資本市場進行
配置，既是全球金融體系發展的趨勢，
更是經濟轉型、推動創新經濟或高科技
產業的必然要求。」

■■武漢東湖示範區內某醫藥集團科研人員在實驗室武漢東湖示範區內某醫藥集團科研人員在實驗室
進行研究進行研究。。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