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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核心”与“金融安全”

中国金融伴随中国经济一路发展壮大，并为此提供了

有力支持。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对于金融的认识，或者说

金融发展思想，也更加全面和深刻。

1991年1月，邓小平在上海视察并听取工作汇报时，

针对浦东新区“金融先行”的做法，明确指出：“金融很

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

皆活。”这一关于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著名

论断，高屋建瓴，振聋发聩，开辟和引领了中国金融发展

的全新时代。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之后，中国经济

进入了新常态，中国经济下行探底与国际金融动荡并行，

特别是近两年来在国内股市、汇市的波动之下，各种金融

风险开始逐渐显现，金融风险的暴露不仅仅是看退潮之后

哪些金融机构在裸泳，更严重的是应警惕整个金融业风险

以及可能由此引发的国家社会经济的系统性风险。换句话

说，金融不仅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国民经济的命脉，

金融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2007年4月2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就维护国家金融安

全进行第四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切实

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维护金融安

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

本性的大事”。

“金融核心”与“金融安全”，中国金融发展的指导

思想不断得以丰富和深化，这需要中国金融业——尤其是

作为主体的中国银行业，全力践行。

“大块头”要有大担当

中国银行业是中国金融业中的“大块头”，从最新

的资产规模数据来看，2017年第一季度末，中国银行业

金融机构境内外本外币资产总额为238.5万亿元，同比

增长14.3%；截至2016年年末，129家证券公司总资产

为5.79万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279.94亿元；截至

2016年年末，保险业资产总量15.12万亿元，较年初增

长22.31%；截至2016年末，68家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

资产规模达到20.25万亿元，同比增长23.92%。简单地

说，中国银行业约占中国金融业资产规模的85%。从最新

的社会融资存量数据来看，2017年4月末，社会融资规

模存量为164.2万亿元，其中来自金融市场方式——直接

金融的三项：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余额占比2.8%，企

业债券余额占比10.9%，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占比

3.7%，合计为17.4%；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直接相关的贷

款占比接近83%。85%的资产占比和83%的融资占比，中

国银行业仍是中国金融的“大块头”。

从自然逻辑上说，“大块头当然要有大担当”。从历

史实践和当前发展上看，中国银行业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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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发展演化的过程，也是不断现代化的过程，既包括其产品业务的创

新，也包括其组织流程的变革，更包括对每个时代先进科技技术的吸纳

采用。就中国银行业来说，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客户是

银行的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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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发挥了与主体地位相符的支柱和引领

作用。当前，中国银行业正在经历阶段性的逆境期，最直

接的表现就是营业收入增速显著放缓。

从作为中国银行业代表的37家上市银行2016年年报

看，2016年，37家上市银行营业收入合计达4.12万亿

元人民币，较上年增长547.79亿元。但营业收入的增速

却大幅下降，仅为1.35%，远低于2015年10.02%的增

速。作为对比，同期的另一个数据——37家上市银行净利

润总和达到了1.45万亿元，同比增速为3.65%，高于上

年2.85%的增速。在净利润增速上升的背景下，营业收入

增速大幅放缓，这值得我们思考。

从技术上分析，利息净收入（占营业收入70%以上）

增速大幅下降是主要原因。2015年利息净收入增速是

7.62%，2016年利息净收入增速是-4.55%，而非息净

收入特别是其中的其他非息净收入快速增长，是净利润

增速上升的重要原因：2016年其他非息净收入同比增长

57.43%，占营业收入8.18%，占比较上年大幅提高2.9

个百分点。如果说作为长期因素的利率市场化是导致银行

利息净收入下降的主要挑战，而且无法避免，那么，从传

统存贷业务转向多元化业务经营则是银行正在加快实施的

经营盈利模式转型，这是增加净利润贡献的主动行为。

但是，问题来了，近年来表内资产监管趋严，商业

银行在加大表外理财业务，通过期限错配、加杠杆、委

外等方式获取额外收益的同时，也隐藏着系统性风险，

在转型发展的同时，如何保障金融安全？中国银行业该

如何担当对中国金融和经济的责任？从当前看，迫切需

要从两个方面展开行动——整合监管政策和建立现代 

银行。

加强监管政策整合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银行业监管改革相继展开,

中国银行业监管改革也及时跟进，一些方面甚至处于领先

水平。当然，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顶层设计和整体方案还

没有正式推出，因而中国银行业监管改革的系统性框架短

时间内难以出台。尽管如此，从中国银行业现实运行和发

展趋势出发，系统整合银行监管相关政策，提高政策措施

的可操作性和执行力，对于防范银行业以及金融业风险具

有十分迫切的重要意义。实际上，近几个月来，中国银监

会出台的系列政策正是着眼于此。

3月初，在国新办“银行业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

关情况”的主题新闻发布会上，银监会郭树清主席履新后

首次正式亮相。郭主席全面介绍了银行业改革、发展和监

管工作的情况，防控金融风险，也成为发布会的重要内

容。以此为序幕，《关于提升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

指导意见》《关于集中开展银行业市场乱象整治工作的通

知》《关于银行业风险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关于

切实弥补监管短板提升监管效能的通知》（分别简称为4

号文、5号文、6号文和7号文），以及《关于开展银行业

“违法、违规、违章”行为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关于

开展银行业“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套利”专项治理

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开展银行业“不当创新、不当交

易、不当激励、不当收费”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分别

简称为45号文、46号文和53号文，即业界通称的“三违

反”“三套利”和“四不当”）连续密集发布，一时让业

界感到监管手段不断加码。其实，这7个政策文件的要义

体现在不同层次上。

首先，7号文需要给予高度重视，它是中国银监会服

从和服务中国经济金融工作大局的一项重要政策和行动。

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银行业也要做

好自身的供给侧改革，其中就包括弥补监管短板和提升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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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效能，这是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位置的具体表

现。郭主席3月初国新办发布会一开场就强调纪律和银行

业队伍建设——“打铁还要自身硬”，银行业是经营风险

的行业，银监会是监管经营风险的部门，必须增强同风险

赛跑的意识，并且要跑在风险的前面。7号文要求制定和

修订26个管理办法和条例，涉及《交叉金融产品风险管理

办法》《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委托贷款管理办法》

《信托公司条例》《资产证券化资本计量规则》等，正是

银监会全面加强监管工作法规制度建设的路线图。

其次，4号文、5号文和6号文可以看作是更具指导纲

领性政策，因为服务实体经济、整治市场乱象和防控行业

风险是金融业一直遵循的发展和监管原则，而近一段时期

来更加被强调和重视。4号文旨在强化重点领域监管，督

促银行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5号文列举了十方面的

乱象，主要是在业务上审查银行内部控制体系的完备性。

6号文强调了十种具体风险的管控治理，最大用意在于防

止行业性风险扩散演化为金融系统整体性风险。

最后，“三违反”“三套利”和“四不当”，由银

监会办公厅出台、相关部门和处室负责，虽然是落地执行

的监管措施（给出了检查进程表），但由于没有相配套的

处罚细则，因而可以理解为“窗口指导”。“三违反”主

要目标是解决制度漏洞和“牛栏关猫”的现象，以及有章

不循和违规操作的问题，“三违反”专项治理行动提出了

打造“铁的信用、铁的制度、铁的纪律”，是银行业“三

铁”传统（铁账本、铁算盘、铁规章）的重提。“三套

利”专项治理工作要点非常完备，但最关键的还是银行业

机构中同业、理财（资管）等通道类业务。“四不当”专

项治理检查要点同样详尽完备，但本质上强调的是金融创

新要按照“有利于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有利于降低

金融风险、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原则进行，并具

体指向了规范银行同业业务和理财业务。

政策的密集出台难免使人有点紧张，但不必过分紧

张。因为，这7个文件不是掀起监管风暴的新政。“这些

制度、规定、要求过去都有，散落在不同的办法、文件

里，这次系统地归类、系统地重申。”我们完全有理由相

信和期待——正是这种政策的系统整合，尤其是对操作执

行的强调，能够有效补齐监管短板、杜绝“牛栏关猫”！

建立现代银行

建立中国的现代银行需要坚持什么原则?回答这个问

题，恐怕要回归到银行的本质属性——服务业上。银行

算得上是最古老的行业了，其原始形式是服务于商品贸易

的金钱保管和兑换，而后不断壮大和分化衍生，乃至形成

了几乎整个现代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和社会是其天然本

质。一旦跑偏，则可能带来大问题，例如国际金融危机。

同时，银行发展演化的过程，也是不断现代化的过程，

既包括其产品业务的创新，也包括其组织流程的变革，更

包括对每个时代先进科技技术的吸纳采用。例如，当下的

“大云平移”以及区块链技术也已经在银行业展现了广阔

应用前景。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银行业，如何体现其“现代

性”和“服务性”？从历史和当下看，“科技+普惠”才是

银行业长期发展并持续更新的立身根本。《银行3.0》一

书中有一句话——关键是银行服务，不是银行（Always 

Banking，never at a bank），就中国银行业来说，服

务国家战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客户是银行的天职。

建立现代银行具体该怎么做？这是个大题目，

是中国银行业乃至金融业中长期发展的核心内容和任

务。就业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来看，可能包括三个方

面。第一，充分发挥银行配置金融资源的功能，提高

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当前，银行要主动适应中

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提供全面支持和服务。

第二，深化和加快银行业自身的改革，确立以客户为

中心的服务宗旨，吸收新技术，改造组织架构和业务 

流程。第三，把防范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常抓不

懈。既要严密监测、全面控制各种业务可能带来的表内表

外风险，还要防止银行单体风险演化为行业风险，为防范

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担当更多责任。

（责任编辑：时磊）

	何海峰：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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