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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

郑联盛

 在全球经济复苏疲软叠加疫情冲击背景下，我国经济

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给金融发展和安全保障统筹带来了压力。同样地，对

应金融功能完善的高质量发展任务，需要实现金融发

展与安全保障双赢。

 我国要以更快的步伐推进对内开放进程，注重公平市

场环境建设，培养内部竞争有效的市场体系和更加完

善的金融功能。以统筹内外两个市场和内外两个大局

为关键举措，通过深化金融对外开放和提升市场机制

弹性来缓释外部风险对国内经济金融体系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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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要认清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导趋势，以更加开放

包容的政策原则，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更快地推进

金融科技发展及其在金融体系中的应用，在创新促进

支撑功能的稳定发挥上，做好金融科技的规范发展。

在金融改革创新日益深化的过程中，在金融风险攻坚战

取得阶段性成果下，我国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和抵御风险的

能力大幅提升，金融科技创新发展活跃，金融市场双向开放

有序推进，金融市场的交易促进、资源配置、风险治理、内

外链接、创新支持等功能不断深化。在新发展阶段，在加快

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要统筹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以金融功

能完善为核心加快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

一、持续完善金融功能

在交易促进功能上，要以金融基础设施发展为重点，有

效保障金融交易平稳有序进行，着力保障内循环以及内外循

环互动。这需要着重进行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是建设现代

化支付清算系统，要能持续保障金融交易的可得性、可靠性

和持续性，能基本维系内循环以及内外链接。第二是大力发

展国债或高等级债券市场，使中国金融体系在资产定价或风

险定价中能找到无风险资产或天然抵押品，使金融资产价格

决定和交易能更多控制在内部之中。第三是着力提高软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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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技术自我供给能力，通过强化技术、硬件及标准能力建

设，进一步夯实金融体系中软件和硬件的内循环保障。

在资源配置功能完善上，要以金融要素价格市场化改

革、金融机构市场化主体建设、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机制完善

为“三支柱”，进一步发挥市场在储蓄投资转换以及资源要

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其中，金融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具

有基础性支撑功能，未来要以市场体系建设为抓手，不断健

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持续优化金融系统资源配置功能。

通过深化金融要素市场化定价改革，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

的体制机制障碍，继续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人民币汇率形

成机制以及国债收益率曲线建设，以更好地实现金融要素价

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有效提升金融

部门资源配置的功能，进一步强化金融部门服务实体经济的

能力和水平。

在风险管理功能提高上，要以监管改革为核心，持续提

升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重点把控分业监

管与混业经营、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中央监管与地方监管、

金融创新与旧有监管等的统筹水平，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创

新，以构建风险防控有效、金融运行平稳、监管动态有效的

现代化金融治理体系。基于金融部门综合经营或混业经营的

发展趋势，在整合银证保监管职能的基础上，借鉴以资产管

理领域为代表的统一化功能监管机制运行经验，不断强化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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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监管和穿透监管，提升金融监管有效性。着力理顺中央与

地方金融监管的职责关系，完善地方金融监管的配套改革，

落实地方监管的法律、制度、人员、资源等保障。有效统筹

金融监管机构的金融发展、金融监管和消费保护等职能，着

力强化对金融投资者或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着力构建一个以

市场平稳有效运行和消费者权益有效保护为核心的监管体

系，而将金融发展的职能更多交由市场来完成。

在内外市场链接上，要以金融开放为支撑，有效提高金

融内外统筹水平。一方面，我国要以更快的步伐推进对内开

放进程，注重公平市场环境建设，真正给予不同产权结构的

微观主体平等的经济金融参与权和资源配置权，以培养内部

竞争有效的市场体系和更加完善的金融功能。另一方面，积

极扩大对外开放，秉承同等国民待遇原则，以统筹内外两个

市场和内外两个大局为关键举措，通过深化金融对外开放和

提升市场机制弹性来缓释外部风险对国内经济金融体系的

冲击。特别是要坚持国民待遇原则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重

点推动金融机构、产品和服务体系的开放，有序推进重要金

融市场对外开放。统筹协调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资本项目

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等改革进程，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

资本项目可兑换。

在金融创新促进上，要以金融科技为突破口，着力提升

金融业国际竞争力。我国以开放、包容、稳健的态度支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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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科技发展，出台了“互联网+”等战略，在电子商务、二

维码、移动支付、平台经济等领域取得了重大的发展成就。

未来，要认清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导趋势，以更加开放包容的

政策原则，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更快地推进金融科技发展

及其在金融体系中的应用，以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的普及

性、可及性和成本收益性，进一步提高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

展成效，逐步实现中国金融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变道超车”。

二、实现金融发展与安全保障双赢

近期，在全球经济复苏疲软叠加疫情冲击背景下，我国

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给

金融发展和安全保障统筹带来了压力。同样地，对应金融功能

完善的高质量发展任务，需要实现金融发展与安全保障双赢。

在交易促进功能的安全保障上，要警惕金融基础设施安

全威胁。金融基础设施安全就是确保为各类金融活动提供基

础性公共服务的系统及制度安排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

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安全状态的能

力。金融制裁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手段，其中之一就是切断

“选定机构”与 SWIFT 系统关联，将此类机构与国际支付结

算体系隔离，使得跨境交易无法完成。我国未来在进一步建

设完善跨境人民币支付清算系统的同时，还要借鉴欧盟等经

济体新建跨境支付结算系统的发展经验，综合运用包括现

金、数字货币、第三方支付系统在内的多种支付结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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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特殊情况下跨境支付清算能够有序进行。

在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稳定保障中，要防范化解重大因

素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将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作为金融

工作永恒的主题，着重强化重点领域的防控应对和安全保

障。第一，高度关注过高宏观杠杆率，继续完善结构性去杠

杆，审慎保障流动性相对稳定。第二，以系统和全局视角深

化房地产市场的风险管控和制度改革，以供求关系作为房地

产调控的基本准则，注重消化房地产金融化和泡沫化风险。

第三，要稳步推进债务化解，着重防范地方政府债务、地方

政府隐性债务和国有企业的债务风险。

在风险管理功能的稳定发挥上，要提升金融监管政策和

金融治理制度的适宜性。要着力解决信用风险定价严重依靠

抵押品和政府信用、长期资金市场化定价缺乏基准以及不同

信用类金融产品缺乏统一定价机理等问题，有效补齐金融体

系价格信号引导功能较差、资源调度能力较弱、市场决定效

应不足等短板。在发挥金融体系经济调节以及金融风险管理

功能的同时需要注重政策的规范性和审慎性，避免衍生负面

效应。

在内外市场链接功能的安全保障上，要注重提高外资机

构在华利益和海外资产安全保障水平。大力放开外资金融机

构的业务牌照或准入标准，以业务拓展作为核心支撑，着力

放开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准入，提升外资金融机构在境内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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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对象范围，扩大相关领域的业务品种，使得外资金融机

构可将更多的网点、业务、人才、研发、信息等配置于中国

境内，将境外金融资源更多用于国内大循环，同时提高外资

金融机构在国内的商业存在。着力保障我国在外资产安全，

护好海外资产“盘子”，重点构建海外资产安全保障体系，

着重优化我国海外资产安全的顶层设计，重在强化海外资产

投资环境建设、海外投资资产布局、海外投资具体项目实施、

海外资产风险管理等的体制机制建设。

在创新促进支撑功能的稳定发挥上，要做好金融科技的

规范发展。开放包容数字服务与数字市场创新发展，强化互

联网科技、移动金融、金融科技等金融科技创新战略规划及

实施，加强在移动支付、大型平台、区块链、数字货币及其

相关基础设施等领域创新发展，实质提升中国金融科技或数

字金融竞争力。鉴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以及新兴金融科技

平台在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在未来要把系统重要性金融

机构和大型互联网平台的有序扩张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

重关注金融科技机构或大型平台关于潜在垄断、市场支配地

位滥用、消费者保护以及数据安全等问题的应对和处置，全

面深化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安全保障的内在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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