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读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五个坚持勾勒改革方向 

专家解读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五个坚持”勾勒金融改革方向  

备受关注的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7 日在京闭幕。在全球仍处于二次危机阴霾、国内

外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的大背景下，这次会议传递出的金融改革信号格外引人瞩目。 

要求 

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质 

对于新时期的金融工作，这次会议明确提出了“五个坚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

质要求，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坚决抑制社会资

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坚

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进一步明确政府作用的领域和边界，做到该放的坚决放开、

该管的切实管好。坚持创新与监管相协调的发展理念。坚持把防范化解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生

命线。坚持自主渐进安全共赢的开放方针，在确保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基础上提高金融对外

开放水平。在“五个坚持”中，首位就是“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许多经济学家

表示，对此印象深刻。 

“当前国内一方面实体经济融资难，另一方面资本市场流动性却十分充沛，金融和实体

经济也有脱节现象，为此必须加强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

所副所长巴曙松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说，大量的小微企业，农村地区对资金需求

十分迫切，为此我们的金融结构也要转型，信贷扶持需要转向，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这既是我们从西方发达国家暴发金融危机中吸取的教训，也是出于对自身经济发展需

要的考虑。”中国建设银行高级研究员赵庆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金融服务实体”将成为未来中国金

融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原则“这是中央第一次在金融工作中提到‘坚持服务实体经济’，而且温

总理不仅提到了‘融资难’，还第一次提到了‘融资贵’。这就需要在一系列制度建设上有所突

破，诸如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诸如民间资本的准入。” 

“根据会议的描述，所谓虚拟经济，其典型表现是‘以钱炒钱’‘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所

以，股市和楼市是否属于‘虚拟经济’要视市场的具体状况而定：如果土地和楼市价格短期内

暴涨，只需要捂地捂楼就可以快速增值，由此导致投机氛围笼罩，就是‘虚拟经济’，如果房

地产是主要满足基本的居住需求和工商业生产经济活动需要，那么，其就是‘服务于实体经

济’。”鲁政委预计，未来的政策导向将会是努力减弱股市和楼市的投机氛围。自然，如果衍

生品有利于市场和实体经济发展，也在支持范围内。 

重点 

金融资源市场化改革有望提速 

“如何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金融业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是此次会议关注的

一大重点。”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方面，进一

步降低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门槛，包括放宽准入，鼓励、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进入金融

服务领域，参与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改制和增资扩股等；另一方面，要防止金融业

“剑走偏锋”，脱离实体经济，自谈自唱，出现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邹平座认为，从中国金融业来看，金融效率提高非常重

要，不但要坚持市场配置资源规律，关键还要提高市场配置效率。一是信贷市场，信贷垄断

现象没有改观。要克服信贷歧视，要打通实体经济到信贷通道，这个需要多方面解决，包括



可以学习政府担保系统支持、甚至是信贷保险的支持；二，资本市场要建立多层次化，要发

展中小企业的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要打通资本市场政策，使资本市场微观化。 

郭田勇认为，提高效率就需要进一步开放市场、增加中小金融机构、推动利率市场化改

革、鼓励金融创新、优化金融服务“利率市场化与放宽准入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如果利率

不市场化，却大幅放宽金融机构准入，就会形成金融黑洞，大量社会资本会争先恐后进入金

融业；同样，如果利率市场化而准入不放松，银行就有可能利用相对垄断地位反而导致贷款

利率上升。因此，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同时，金融机构准入门槛需大幅降低。”他说。 

“市场配置金融资源最大阻力是利率市场化。现在，价格信号和价格机制失灵，尤其是

资金价格，长期负利率。所以，对内，利率市场化，对外，汇率市场化，为下一步改革埋下

伏笔，但也是改革的两个硬骨头。相对而言，对内价格形成机制可能更重要，而且现在的时

机也比较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徐洪才说。 

“利率市场化最主要阻力，一是担心放开之后的混乱，监管没有信心。二是来自既有金

融机构的阻力，对这些机构的定价能力是一个考验。三是对资本流动问题的担心，因为中国

资本净流入，双顺差，这种情况下如果放开，存款利率肯定上行，这样国外资本流入更多，

这是一个担心和问题，国际收支失控会更严重。四是融资主体，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作为借

款者，整体来看，利率市场化后贷款利率可能会下行，但这是对于优质主体，地方政府借款

未必下行，他们也不愿意看到利率市场化。”赵庆明说。 

改革 

金融对内开放 民间资本进入 

除了利率汇率等价格信号的改革，金融资源市场化改革中另一重点就在于金融业的放松

管制。 

“解决‘融资难’，是早有提出；解决‘融资贵’，则是首次见诸官方文件。如果是通过‘坚

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这就自然是指要通过利率市场化来加以解决。从先行国

家的经验来看，利率市场化的过程，必然是伴随着新的金融组织、新的金融产品和新的金融

服务模式出现的过程。在中国，当然也是民间资本进入的过程。”鲁政委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认为，目前国内金融体制改革，恐怕对内

改革和开放重要性或次序上要远远大于对外开放，因为这两年人民币国际化的话题炒得比较

热，但国内改革和开放远远不够，金融机构准入问题，利率市场化改革还非常滞后。他表示，

从市场准入来讲，虽然法律上没有障碍，但事实上在民间资本参与设立金融机构的时候，还

存在一些障碍，主要是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某些金融机构的时候，不能拥有比较独立的主导地

位，束缚了民间金融机构设立的自由度，也破坏了市场经济体系中权责自负的基本原则。作

为短期政策，它也具有一定的合理和现实性，但是毕竟难以长久。 

“‘股权多元化’是非常重要的新提法，因为如果单一股东占比过高就难以使董事会生效。

金融业本身也有转型的需要。原来过高的准入、管制使民间资金很难进入，如果没有社会资

金进入，只靠国有控股的大型金融机构难以完成支持小微企业、农村金融的任务，而要采取

小贷公司、村镇银行等新兴模式。鼓励、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等一系列改

革措施显示了我国金融业进一步深化改革、追求市场化的导向。”巴曙松说。 

预防 

防范化解风险 完善金融监管 

“此次会议召开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极其复杂，对于我

国而言，防范国际、国内的金融风险显得尤为重要。”赵庆明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全球金

融危机警示，金融衍生品非常复杂，风险管理要非常审慎。防范风险，对金融机构来说，要

从西方国家吸取教训，不能过度的不切实际的发展金融衍生品。从金融监管的角度讲，就是

要加强监管力度，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与过度放松监管是有关系的。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指出，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地位有了战

略性的上升。但与此同时，应该清醒地看到，系统性金融风险将是未来 5 至 10 年中国经济

所面临的最大风险。必须长期把严防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未来经济工作的底线。 

鲁政委则进一步表示，每一轮信贷宽松之后的信贷收缩过程中，银行的资产质量都会出

现一些不利的变化。未来一段时期我们要持续警惕银行资产质量的变化。而随着房地产调控

的继续进行，对于银行房地产贷款的风险也需要持续关注。他认为，会议指出，银行要建立

“全面审慎的风险监管体系”，实际上就是要将巴塞尔协议 II、巴塞尔协议 III 的精神本地化，

同时进一步推行逆周期审慎监管政策。 

郭田勇表示，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将更注重于现有体制的“完善”，特别是对监管机制和协

调机制的完善。为了防范系统性风险，就需要强调宏观审慎监管原则，就需要强化逆周期调

控。同时，金融监管的协调和配合也非常重要，因为金融创新都是跨行业跨部分，一定要通

过有效地金融监管协调，即为金融创新预留出空间，同时又要防止出现监管的真空。此外，

还要及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等。 

(2012 年 01 月 09 日 经济参考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