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牢 牢 守 住 风 险 底 线
——代表委员建言如何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要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

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和处置，坚决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加强薄弱环节监管制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

健全地方税体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

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全国政协委员、雪松控股董
事局主席张劲表示，大力发展多
层次资本市场，加强新技术、新
业态、新产品为特征的“三新”
经济与资本市场深度融合，在减
少企业对借贷杠杆的依赖性的同
时加强监管防范，是降杠杆的一
个重要路径。

目前，我国银行贷款等间接
融资比重达到 80%以上，股票、
债券、商品期货等直接融资比重
不仅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也低
于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等
国。与此同时，新科技革命背景

下 的 数 字 化 、 智 能 化 、 定 制 化
等，让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
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资
本市场是“三新”经济融资的重
要渠道。

“三新”经济具有高度的资本
依赖特性，必须通过完善的资本市
场体系帮助企业获得研发及其他相
关资金。张劲委员建议国家进一步
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大对

“三新”经济与资本市场深度融合
的支持力度，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
体经济和科技创新的能力，从而有
效降杠杆。

前不久，上交所表示，2018年将
在继续从严监管并购重组的基础
上，重点支持新技术、新业态、新产
品通过并购重组进入上市公司，但
仍有不少“三新”市场主体没掌握政
策动向。张劲委员建议加大宣传引
导力度，及时提供咨询指导，确保好
政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同时，
应严把准入关，确保高质量“三
新”市场主体成为上市公司。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副
主席姜洋表示，资本市场监管的重
要内容之一是穿透式监管，穿透式
监管制度是我国资本市场向世界贡
献的“中国智慧”，也是防范金融风
险的重要举措之一。

姜洋委员介绍，所谓穿透式监
管，首先意味着账户编码可以看
穿。我国市场实施穿透式监管是基
于我国的国情市情的做法。由于散
户股东较多、市场制度还在健全中，
监管掌握单个客户的资金和交易运
行，可以对其形成威慑，使其不敢随

意操纵市场。保护投资者，就要把
市场“看穿”。真正的看穿，要看到
每个交易者的行为。穿透式监管要
求在交易所层面穿透到证券公司，
从而看到证券公司背后的客户，这
种制度能使交易所具备一个强大的
监测网络，对有意操纵市场的人起
到威慑作用，从而保护投资者利益。

姜洋委员说，在沪港通、深港通
运行的过程中，香港市场也认为穿
透式监管有必要。目前，港交所方
面跟沪深交易所已达成了协议，预
计将在今年推出穿透式监管。

姜洋委员还表示，穿透式监管
的另一个创新——期货保证金安全
存管监控制度，即以中国期货保证
金监控中心为基础，实行期货公司、
期货交易所、存管银行三方数据核
对为核心的信息监控制度，确保客
户保证金的安全。“这是中国资本市
场建设者、创业者、改革者共同的智
慧，是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智慧。”
姜洋委员说。

“中央提出打好三大攻坚战，其
中明确提出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
全国人大代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董事长朱建弟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作为一名注册会计师，他一直在考
虑专业人士如何为防控金融风险提
供专业服务、为维护国家的金融安
全作出贡献。

“要独立、客观、公正地做好专
业服务，遵循职业道德。”朱建弟代
表说，注册会计师是资本市场的“看
门人”，怎么做好“看门人”？

首先，要能够确保经济数据的

真实、准确，及时发现风险所在，要
确保企业信息披露的客观性，促进
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其次，要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朱建弟代表介绍，上市公司治
理目前存在不少问题。比如，一些
上市公司以业务转型为借口，以私
募基金、保险资金，甚至非法资金渠
道取得资金，用于跨界收购、并购与
自身主营业务无关的企业。此时，
注册会计师等专业人士可以向管理
层提出相关管理建议。

再次，注册会计师是金融服务
商，应提供防范风险的优质服务方
案。“通俗点说，金融风险就是杠杆
率不断爬升、债务加重、银行不良资
产不断增加，等等。作为专业人士，
首先应该提供降低杠杆、化解债务
风险的方案，其次是参与不良资产
处置、提供化解风险的服务方案。”
朱建弟代表说。

朱建弟代表还建议，注册会计
师作为专业人员，要在发现和化解
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做出应有贡献。

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金
融学院常务副院长范小云在接受
经济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依据
现行法律，货币政策并没有明确
的防范金融风险的职能，具体操
作上常以熨平经济周期波动为重
要目标。因此，货币政策的周期
性变化与系统性风险防范就可能
存在不一致性。如果在偏紧的货
币政策周期里发生了金融系统性
风险，面对流动性丧失和市场信
用的枯竭，央行则需权衡。由于
系统性风险短期危害更大，基于
社会综合利益的考虑，货币政策

应该按照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和救
助优先原则，针对金融体系修
复、信用体系恢复和流动性恢复
开展工作，这与促进经济增长、
维护币值稳定的法定目标具有内
在逻辑一致性。总之，在防范系
统性金融风险过程中，货币政策
应该相机抉择。

范小云委员认为，当前，中国
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
发展阶段， 正 处 在 转 变 发 展 方
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
力的攻关期，货币政策需要更好
平衡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
去杠杆和防风险之间的关系。围
绕实体经济全面提升金融服务效
率和水平，继续优化流动性的投
向和结构，强化信贷政策的导向作
用，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在服务实
体经济、支持创业创新和新动能培
育上发挥更大作用，把更多金融资
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
和薄弱环节，促进融资便利化，降
低实体经济成本。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武
汉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王玉玲认为，
总体看，我国金融风险可控，但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金融领域尚处
在风险易发高发期。她指出，当前的
金融风险隐患是实体经济结构性失
衡和逆周期调控能力、金融企业治理
和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不足，以及监
管体制机制缺陷的镜像反映。

王玉玲代表提出，科学防控金
融风险要把握好回归本源、优化结
构、强化监管、市场导向四个原则。
当前，尤其要把“健全金融监管体

系，加强监管统筹协调”作为工作抓
手，统筹协调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完
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组织
架构和工作机制，强化人民银行宏
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
责，切实落实部门监管职责；统筹系
统性风险防控与重要金融机构监
管，对综合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跨
市场跨业态跨区域金融产品，明确
监管主体，落实监管责任；统筹监管
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统筹金融业综
合统计，全面建立功能监管和行为
监管框架，强化综合监管；统筹政策
力度和节奏，防止叠加共振；统筹协
调中央和地方金融管理，中央金融
监管部门要进行统一监管指导，对
地方金融监管有效监督，纠偏问责；
同时监管权力和责任要统筹协调，
建立层层负责的业务监督和监管问
责制度，重点包括中央金融政策传
导执行、金融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
的制定、金融风险监测与处置、打击
非法金融行为，等等。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学管理
与经济学部副主任张水波在接受经
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很长
一段时间，地方发展经济主要是采
用投资拉动模式，这比较容易出政
绩，但是资金来源途径较多。比
如，很多地方政府打着PPP （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 模式的幌子，搞

“名股暗债”，最终还可能形成地方
政府的隐性债务。“隐性债务”应是
防范的重点。

目前，地方债务问题已经成为
引发金融风险的潜在因素之一。随

着我国进入新时代，社会尤其需要可
持续发展。张水波委员表示，严控地
方债务增量，有助于防止出现金融风
险，也有助于推动政府着力推进可持
续发展的项目，实现从高速度到高质
量的转变。

地方政府需要大量支出搞建
设、惠民生，钱从哪儿来？张水波
委员认为，根据2014年发布的《国
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
的意见》，经国务院批准，省、自治
区、直辖市政府可以适度举借债
务，市县级政府确需举借债务的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代为举
借。明确划清政府与企业界限，政
府债务只能通过政府及其部门举
借，不得通过企事业单位等举借。
张水波委员表示，这意味着地方政
府可以在限额内通过正规渠道发行
地方债。当然，发行债券有很多要
求，这就需要政府提高自己的履责
能力，获得社会民众的信心，获得
金融机构的认可。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姜洋：

穿透式监管很必要
本报记者 周 琳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行长王玉玲：

健全金融监管体系
本报记者 陈果静

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范小云：

强化信贷政策导向
本报记者 周 琳

全国政协委员、雪松控股董事局主席张劲：

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本报记者 顾 阳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朱建弟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朱建弟：：

防风险也需专业服务
本报记者 佘惠敏

3月4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在驻地举行小组会议，在北京会议中心，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房
地产领域的风险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方面，应该给予足够重视。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副主任张水波：

严防地方隐性债务
本报记者 刘 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