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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會主席劉士余

銀監會主席郭樹清

隨着互聯網的蓬勃發展，及金融創新的不斷推進，數字貨

幣、P2P平台等互聯網金融新業態不斷湧現，但其高速發展過程

中也蘊藏了各種風險。為提前阻隔並控制風險，監管部門推出了系

列監管措施。

以比特幣為例，市場數據顯示，今年2月6日下午，比特幣價格跌破6

千美元，翌日其價格反彈至8千美元上方，但與去年12月1萬8千674美元高位

相比，已跌去逾六成，風險可見一斑。交銀金研中心高級研究員何飛認為，目前

全球範圍對比特幣持嚴格監管態度，中國監管部門禁止比特幣交易的政策態度，有助

於提前隔離並控制風險。

蘇寧金研院高級研究員洪蜀寧說，中國對數字貨幣的監管政策態度雖已趨緊，但政

策對數字貨幣“一刀切”的概率不大。他分析，強監管的目的是維護金融系統的整體穩

定，未來對大規模數字貨幣交易仍會加緊清理。

網貸平台或現退出潮
較之數字貨幣，中國對網貸行業的監管也持續增強。內地網絡金融公司融

360提供的數據稱，2017年內地網貸平台累計成交量升穿2萬億元人民幣，而

同期，出現的“問題平台”合計703家，其中53.34%宣布“停業”，

12.09%為“跑路平台”，22.19%的“問題平台”出現提現困難。

為防範風險，依據銀監會“關於做好P2P網絡借貸風險專項整治

整改驗收工作的通知”，各地將在今年4月末前完成主要P2P機構的

備案登記工作，並在6月末前全部完成。目前，北京、上海、深

圳、廈門等地監管部門已相繼推出“網貸平台備案細則”，預

計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將有P2P平台獲得首批備案。

據悉，今年是網貸業備案制度元年，鑒於現時平台

整改並不樂觀，首批獲備案的平台數或不超400家，隨

着監管的不斷加碼，今年網貸平台或現退出潮。

今年2月舉行的

中國央行工作會議明確

了“2018年九大主要任

務”，前“三甲任務”依次

為“保持貨幣政策穩健中

性”、“切實防範化解金融風

險”和“穩妥推進重要領域和關

鍵環節金融改革”，防控風險任務

排名較去年提升一位。分析稱，歷年

央行工作會議，往往將貨幣政策任務

擺在首位，排名第二的任務通常是當

前工作的重點，這預示“防範化解金

融風險”已被提至更重要位置。

興業銀行兼華福證券首席經濟學

家魯政委指出，“防範化解重大風

險”在“三大攻堅戰”中列首，央行

工作會議進一步細化了防範化解金融

風險的工作內容。一方面，擴大了宏

觀審慎政策框架，另一方面，對金融

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內容予以具象化，

“防範化解重大金融風險，須建立在

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

的調控框架之下”。

對於“如何防範化解金融風險”，

央行指出，要加強金融風險研判及重點

領域風險防控，完善金融風險監測、評

估、預警和處置體系；進一步完善宏觀

審慎政策框架，加強影子銀行、房地產

金融等宏觀審慎管理。

至於貨幣政策，專家們認為，今

年央行將營造穩定的貨幣金融環境，

藉此為金融去槓桿護航。

交銀金研中心高級研究員陳冀指

出，“穩健”體現了中央為經濟穩增

長營造穩定貨幣金融環境的決心，今

年貨幣政策或更加靈活地運用多種工

具平抑市場波動，化解金融體系中可

能存在的潛在流動性風險。他預期，

為避免市場對貨幣政策產生放鬆或收

緊的預期，定向調整準備金率或在未

來一段時間，替代全面調整準備金

率。

受訪專家認為，從貨幣供給、銀行資產

負債表、宏觀槓桿率水平等角度看，金融監

管全面升級和趨嚴背景下，中國整體金融風

險已有所緩釋。

蘇寧金研院高級研究員趙卿觀察到，去

年以來金融監管部門從三個方向開展嚴格監

管。首先，是針對停業資金鏈中存在的“多

層嵌套”、“資金空轉”、“槓桿率過高”

等問題進行集中整治，目前銀行同業理財規

模已明顯減少，“去年上半年金融同業類理

財產品餘額，較去年初下降2萬億元（人民

幣），降幅約31%”。其次，監管部門加強

對“擾亂市場行為”的打擊力度，此舉對內

地股市的穩定起到積極作用。最後，對互聯

網金融業務的整治，及對消費貸款變相流入

房地產市場予以控制等，也促進了金融業更

好地服務實體經濟發展。

浦發銀行總行戰略發展部高級研究員

宋艷偉相信，得益於對金融市場過度加槓

桿行為的規範、清理，及MPA宏觀審慎監

管框架的正式實施，M2、新增信貸、社會

融資規模等多項指標增速均現放緩，這是

金融去槓桿效果初顯的重要標誌。他續

稱，在功能和行為監管模式日漸強化背景

中，銀行系統正加快轉變發展方式，進一

步回歸服務實體經濟的本源，隨着金融去

槓桿和監管專項整治階段性成果的出現，

未來“表外”回歸“表內”、“表內”回

歸信貸的趨勢還將延續。

“強監管”
擴至新金融領域

“防風險”
成央行首要任務 專家：中國金融風險已有所緩釋

金融嚴監管 防範化解重大風險
“一行三會”表態加強金融監管

2017年中國金融監管政策頻出，力度之大史無前例。中共十九大報告亦指出，要

“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而2017年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明確，未來三年

重點工作排序列首內容就是“防範化解風險”，今年銀監部門又圍繞商業銀行系統發布了一系列

監管新政，足見中央防範金融風險的決心。有專家表示，

金融去槓桿、防風險料成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的焦點，金融

去槓桿仍是未來數年宏觀經濟領域的主要任務之一，遵循

“穩中求進”原則的金融秩序整頓或貫穿全年。

去年全國兩會發布的政府工作

報告提出“守住金融安全的底線”，

此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更多次強調，

“要高度重視防控金融風險”。交通銀

行金研中心首席金融分析師鄂永健指出，

中央已將“防範化解風險”列為“三大攻堅

戰”之首，並明確“重點是防控金融風

險”，中央對金融風險的重視度可見一斑。

中央對金融風險的重視其來有自，中誠信

國際宏觀首席分析師袁海霞坦言，從“兩融”

（融資融券）到“傘形信託”，再到“場外配

資”，快速加槓桿觸發了2015年的股市劇震，

從國際經驗看，金融風險乃至金融危機的引發，

基本上都是由創新帶來的槓桿作用而起。

將繼續嚴控槓桿率
新年伊始，金融監管政策繼續加碼，內容涵

蓋銀行委託貸款、股權管理、大額風險暴露管

理、同業存單備案等多個方向。蘇寧金研院高級

研究員趙卿直言，年初發布的監管政策延續了

去年的基調，並針對去年相關監管文件，推出

具體細則，其目的仍是“金融去槓桿”。

展望今年，瑞穗證券亞洲公司董事總經理

兼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認為，金融風險最主要

來源是“債權槓桿率高”，要防控金融風險

就須降槓桿、降產能。十九大後政策層面出

現明顯的新跡象，即繼續進行金融開放，去

除金融隱患，預計未來金融去槓桿力度或

比想像得還要大。趙卿預計，今年金融監

管方向基本將與去年保持一致，其重點

包括防控資產泡沫、去化金融領域槓

桿、防範系統性風險。

鄂永健相信，未來一個時期金

融“去槓桿”將續深化推進，強

監管力度亦會持續加碼。鑒於

中央希望“金融體系內部

良性循環”，預計監管層將繼續要求金融機構嚴

控槓桿率，並在禁止過渡期限錯配的同時，嚴禁

監管套利，今年銀行表外業務、互聯網金融、

“殭屍企業”處置，及金融控股公司等將被重點

監管。

建立跨行業監管機制
今年初，雲南省級投資平台出現“債務難以

還本付息，信託延期償付”的情況。沈建光表

示，加槓桿推升的繁榮之下，金融市場看似風平

浪靜，但一旦面臨政策轉向與強監管，問題便難

掩蓋。

對此，浦發銀行總行戰略發展部高級研究員

宋艷偉建議，未來應進一步完善監管思路，從

“事前審批”向“事中、事後監管，從嚴處罰”

轉變，提高並改進金融監管能力；此外，應不斷

完善功能監管和金融監管體系，強化監管部門的

信息共享與協調，建立無縫對接的跨行業宏觀監

管機制。

對於金融監管的目標，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

公室主任劉鶴上個月在達沃斯論壇上表示，中國

將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針對影子銀行、地

方政府隱性債務等突出問題，爭取用3年左右時

間，使宏觀槓桿率得到有效控制，金融結構適應

性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增強，系統性風

險得到有效防範，經濟體系良性循環水平上升。

大公報記者 倪巍晨

2018兩會前瞻
金融篇

▲山西太原，銀行職員在清點鈔票 資料圖片

▲2017年的北京國際金融博覽會上，工作人
員向參觀者介紹涉及網上理財的信息產品

資料圖片
▲河北農行員工（右）與客戶交流網銀使

用狀況 資料圖片

監管部門
人民銀行 ●努力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和機制；微觀層面加強風險監測和防範，積極穩妥去槓桿；加強

監管協調，履行好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辦公室職責

銀監會 ●加強內部控制；推動實體去槓桿、去產能；推進銀行業改革開放

證監會 ●加強薄弱環節監管制度建設；加快推進發行和併購重組制度改革；深化新三板
改革；加大對高新技術和新經濟新產業的支持；推進資本市場雙向開放；

推進科技監管；做好《證券法》修訂工作

保監會 ●全面強化保險監管；堅決打擊違法違規保險活動；持續優化保
險市場結構和產品結構；擴大保險市場對外開

放；鼓勵金融保險科技創新

具體部署

加強監管防風險部署 （記者倪巍晨製表）

人民銀行

●防止惡性通脹風險和資產價格劇烈調整
風險，經濟轉軌期防止金融機構大面
積不健康的風險，避免順周期因素過
多和繁榮期過於樂觀，防止明斯基
時刻出現

銀監會

●將加大不良貸款處置力度，注
意中小銀行流動性風險、防
範房地產泡沫、地方政府債
務風險、跨領域跨市場風
險，抵禦外部衝擊風險

證監會

●未來幾年打好防範重大風險
的攻堅戰，包括防範金融風險
和地方債務風險，補齊資本市
場短板，不能制約資本市場補
短板進程，要對市場的優化結
構做貢獻

保監會

●堅持“保險業姓保”、“監管姓
監”，切實保護保險消費者利益，
全面落實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風險、
深化改革三項重點任務

（記者倪巍晨製表）

人行行長周小川

《關於認真學習貫徹
十九大精神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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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槓桿持續深化 穩中求進基調不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