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經濟至今仍處於三期疊加，不僅增長速度換擋未完
成、結構調整的陣痛未結束，前期刺激政策遺留等風險

和後遺症亦未完全消化。在此背景下再次啟動寬鬆政策穩增
長，社會上出現不少質疑和擔憂的聲音，如何防範和化解刺
激政策可能引發的新風險，將是今年全國兩會代表委員熱議
的話題。
今年1月，中央召集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就「堅持底線思
維着力防範化解重大風險」進行專題研討，這是近年來首次
召開防風險的專題會議，習近平提出要「未雨綢繆，精準研
判、妥善應對經濟領域可能出現的重大風險」。

刺激風險兩難 在着力點發力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王建認為，今年防風險首先就是
防刺激政策的風險。早前的財政和金融擴張，導致地方債務
負擔難以為繼、投資效率低下、房地產市場和資本市場大幅
波動等等，中國隨後採取推進「三大攻堅戰」等一系列調整
政策，消化和化解刺激政策遺留的風險，至今這些風險還沒
有完全消化，反而暴露出更多風險。
因此這次應對經濟下行壓力，中央採取寬鬆政策的同時打
出防控風險的「先手牌」。從防控重點看，王建認為，習近
平在講話中點出當前經濟領域四大關鍵問題：房地產、金融
市場、民營企業及「殭屍企業」。這些領域都面臨刺激與風
險的兩難問題，既是刺激政策的發力點，也是風險防控的着
力點。
在王建看來，應對經濟下行壓力，平衡政策寬鬆與防範風
險方面，仍有很多要解決的難題。比如，房地產市場如何在
維穩的同時承擔經濟發展的重任？在貨幣寬鬆、金融政策頻
出的背景下，金融市場特別是資本市場如何維穩預期？在行
政手段助力支持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時，如何防範可能暗藏
的金融風險？「殭屍企業」加速推出的同時如何減少連鎖風
險？這些風險防控是否到位，關係着穩增長政策的成效，亦
事關中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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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政策加緊箍
力避寬鬆後遺症

為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為應對經濟下行壓力，，今年財政和貨幣政策一齊今年財政和貨幣政策一齊

發力發力，，中央則在新年伊始就專門開會研討中央則在新年伊始就專門開會研討「「防範和防範和

化解重大風險化解重大風險」，」，在刺激政策全面落地前首先唸上在刺激政策全面落地前首先唸上

防風險的防風險的「「緊箍咒緊箍咒」，」，將穩增長與防風險置於同等將穩增長與防風險置於同等

重要地位重要地位。。專家表示專家表示，，今年防風險首先着眼今年防風險首先着眼

短期短期「「精準拆彈精準拆彈」，」，提前化解寬鬆政策提前化解寬鬆政策

可能引發的風險後遺症可能引發的風險後遺症，，為長期為長期

發展掃除隱患發展掃除隱患。。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海巖海巖北京報道北京報道

今年中央給經濟發展戴上「防風險」的緊
箍，將風險防控作為重要政績指標，地方政府
則迅速行動，制定2019年風險防控行動計劃。
隨着中央將防風險任務上升到「政治職責」，
各地均將防範風險放在最重要位置。
據記者統計，1月下旬到兩會召開前，幾乎
所有省份都召開會議傳達中央防範化解重大風
險的精神，多省還召開全體幹部專題培訓班就
此擴大範圍研討，制定地方防控風險方案。

制定發展規劃 建立長效機制
各地穩增長發力均以嚴控債務風險、金融風
險等為前提。債務規模較高的江蘇，提出「建
立健全地方金融監管體系」、「防止經濟領域
矛盾向社會領域傳導擴散」等；債務率較高的

部分中西部省份，也提出加大不良貸款處置力
度、打擊「套路貸」、加強地方金融監管、防
控互聯網金融風險、防控債券市場違約風險等
具體舉措。
北京市提出，落實北京市防控金融風險三年
行動計劃，牢牢守住不發生區域性、系統性金
融風險的底線。
多省聚焦防控房地產市場風險。比如江西提

出，編制全省住房發展規劃，構建房地產市場健
康發展長效機制，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
河北省委書記王東峰則發表文章提出防範

「灰犀牛」事件。「河北現有尾礦庫2,000多
座，另有危險貨物運輸企業約800家，危險貨
物運輸車輛4萬餘輛，如果不加強監管，就有
可能成為安全生產方面的風險點。」

地方嚴防範 側重各不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

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俊偉指出，今
後一段時期，以房地產為核心的風險
因素將集中顯露，防範和化解財政、
金融風險的任務更加艱巨。

張俊偉認為，下一階段房地產熱的
退潮也使房地產領域成為風險高發地
區。「隨着房地產市場發展拐點來
臨，將導致土地出讓金收入減少，引
發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特別是隱性債務
風險集中暴露；地方債務風險的暴
露，會導致貸款人資產質量降級，銀
行資本充足率下降和資產負債表收
縮，進而給社會投資和財務狀況相對
薄弱的企業帶來壓力。不僅如此，為

房地產企業提供融資支持的銀行和機
構投資者將面臨經營風險，那些以發
展實業為名、挪用銀行資金參與房地
產投機的企業也將陷入危險境地。」

加強協作配合 避免「一哄而上」
對於防範和化解財政金融風險，張俊

偉建議，在防範和化解財政風險方面，
首先要減輕地方政府「穩增長」的責
任，消除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無序擴張的
外因；其次，抓緊完善政府間收入分配
體制，緩解基層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
賴，消除地方政府違規舉債的衝動；聚
焦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建立存量債務風
險分擔機制，調動地方政府和金融機構

化解債務風險的積極性。在防範和化解
金融風險方面，要以地方政府債務、國
有企業債務、房地產業融資為重點，着
眼於強化法治保障和調動相關各方行動
的積極性，着眼於解決深層次矛盾而不
拘泥於槓桿率的短期波動；引導企業適
應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有效防範匯率
波動風險。

政府亦要從自身改革，政府應減少為
「穩增長」直接干預銀行和企業經營的
行為，也不能以「防風險」為由，進行
干預銀行和企業處理不良債權等活動；
在處置重大財政金融風險時，要加強部
門間協作與配合，避免「一哄而上」、
政策疊加進而引發危機。

——要穩妥實施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長效
機制方案。

——要加強市場心理分析，做好政策出台對金融
市場影響的評估，善於引導預期。要加強市場監
測，加強監管協調，及時消除隱患。

——要切實解決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加
大援企穩崗力度，落實好就業優先政策。

——要加大力度妥善處理「殭屍企業」處置中
啟動難、實施難、人員安置難等問題，加快

推動市場出清，釋放大量沉澱資源。

當前六大經濟風險
外部環境外部環境：：
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將中國列為
戰略競爭對手，在經貿、科技、外交
等領域發起攻擊。

供給側改革遇到問題供給側改革遇到問題：：
如去產能過程中的「一刀切」，去槓
桿過程中力度與節奏有所失當，降成
本過程中社會負擔有所增加等，對經
濟規律重視不夠、政策執行過程失
當、部門協調不足等，對經濟下行造
成疊加效應。

房地產市場房地產市場：：
居民財富七成集中在房地產市場，行
政性調控手段的負面作用越來越大。

金融市場金融市場：：
重大風險多始於金融市場，當前要特
別重視和加強金融市場的預期管理，
做好市場心理分析，做好政策出台可
能產生的影響評估。

民營經濟困難民營經濟困難：：
民間投資下滑，民間資本預期不穩，
有項目不敢投，經營成本高企。

「「殭屍企業殭屍企業」」處置處置：：
「殭屍企業」處置上啟動難、實施
難、人員安置難，推進比較緩慢，制
約經濟出清和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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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談
防控經濟風險：

：
宏
觀
槓
桿
趨
穩
緊
盯
金
融
風
險

銀保
監會

全國兩會召開前夕，中共中央政
治局以「完善金融服務、防範金融
風險」為主題舉行集體學習，習近
平總書記在這次會議上定調金融為
「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金
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
分」，並表示「防範化解金融風險
特別是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
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務。」
中國銀保監會副主席王兆星在25

日舉行的國新辦記者會上對此表
示，中國經濟的宏觀槓桿率已改變
過去年均增加10多個百分點的勢
頭，2018年以來趨於穩定，下一步
防風險將重點關注不良貸款、中小
金融機構流動性風險、影子銀行、
房地產、地方債務等六大問題。

打破危機預言 獲得階段進展
「國際上一些人預言說，影子銀
行的野蠻生長和房地產的金融過
熱，可能會引發中國系統性金融風
險和金融危機，我們打破了這樣的
預言。」王兆星說，過去兩年，層
層嵌套、透明度低、風險隱蔽的高
風險資產共縮減12萬億元（人民
幣），但這只是一個階段性的進
展，很多風險的隱患還沒有完全消
除，前期的化解金融風險措施和成

果也需要進行鞏固。
對於下一步防控金融風險，王兆
星提出，首先是加大力度處置銀行
機構的不良資產，同時要控制新的
不良貸款增長。
第二是防範中小銀行保險機構在

經濟下行和金融市場波動情況下的
流動性風險，以防引發區域性、系
統性金融風險。
第三，緊盯進行監管套利、加通
道、加槓桿的影子銀行活動，包括
同業投資、同業理財、委託貸款、
通道類信託貸款等業務。過去對這
些業務的監管薄弱，如果任其發展
也會形成系統性金融風險。
第四是緊盯房地產金融風險，要

對房地產開發貸款、個人按揭貸款
繼續實行審慎的貸款標準，特別是
要嚴格控制帶有投機性的開發和個
人貸款，要防止房地產金融風險出
現大的問題。
第五是做好地方政府債務的處置

工作，特別是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的
處置，促進高負債國有企業降槓
桿。
此外，銀保監會還將嚴厲整治規範
網絡借貸等銀行體系之外的金融活
動，特別是要繼續嚴厲打擊整治各種
非法金融活動、非法社會集資等。

■昨日，國新辦舉行堅決打好防範金融風險攻堅戰新聞發佈會。 網上圖片

■■中央新年伊始就舉行主題會議中央新年伊始就舉行主題會議，，為防範地方債務為防範地方債務
負擔負擔、、房地產市場等風險打好預防針房地產市場等風險打好預防針。。圖為廣東東圖為廣東東
莞市民在房地產售樓處看樓莞市民在房地產售樓處看樓。。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未雨綢繆防風險未雨綢繆防風險 中央先打預防針中央先打預防針

地產市場迎拐點 隱性債務風險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