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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治理影子银行成效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的《中国金

融稳定报告（2024）》显示，我国影子银

行规模总体稳定，信用中介功能、期限

转换功能规范有序，杠杆情况平稳可

控，较好发挥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

用，备受市场关注的高风险业务得到重

点清理，违法违规活动大幅下降。

何谓影子银行？简单来说，影子银

行是无银行之名却行银行之实的一类

业务活动。众所周知，由于涉及存款安

全、信用风险防控、经济金融稳定等重

大事项，银行需要保持稳健经营。因

此，国际社会普遍将银行列为特许经营

行业，必须持牌经营，其经营行为须严

格接受监管约束。影子银行意味着相

关业务没有受到严格的监管约束，很可

能滋生风险。

具体到我国，影子银行业务此前主

要集中在部分资产管理产品、银行表外

业务、非银行机构参与的信用中介活动，

以及地方金融组织、其他非持牌机构开

展的具备信用、期限和流动性转换特征

的业务。这些业务活动大体有两个特点，

一是具备间接融资功能，但其接受的资本

监管、信贷发放标准显著低于银行标准；

二是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跨市场、跨机构、

跨行业特征，存在期限错配程度高、业务

模式复杂、信息披露不完整等问题。

经过多年攻坚治理，目前我国影子

银行风险已持续收敛，治理成效显著。

一方面，监管协作和统计监测不断强

化，资产管理产品的形态、底层资产、杠

杆、关联性、交叉嵌套、期限结构等方面

已得到全面监测；另一方面，加通道、加

杠杆、层层嵌套的高风险业务得到重点

清理，违法违规活动大幅下降。接下

来，要持续巩固影子银行风险治理成

效，正面引导与强化监管并行，着力做

好防风险、促发展工作。

靠前发力，严防高风险业务死灰复

燃。治理影子银行风险，重点要抓住违

法违规活动，特别是那些加通道、加杠

杆、层层嵌套的高风险业务。一要有效

识别风险。可进一步借助现代科技手

段，清晰、有效识别金融产品的底层资

产与风险。二要化解潜在风险。做到

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为此，应持续

完善风险监测框架，从银行体系与影子

银行的关联性入手，高度关注银行表内

资金投资各种特定目的载体的情况，将

具有影子银行特征的有关产品和业务

纳入监测范畴。三要稳妥处置风险。

可进一步提升监管的全面性，依法将各

类金融活动纳入监管，不留死角和盲

区，切实防范打击高风险业务。

与此同时，也要辩证看待影子银行

业务，加强正面引导，发挥影子银行业

务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在有效监管

的前提下，影子银行业务可以在直接融

资、风险分担、新质生产力培育等方面

发挥作用。接下来，要落实功能监管要

求，进一步提高影子银行业务服务实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 金观平

备受瞩目的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

会 1 月 6 日至 8 日在北京召开，这是新时

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谋划推进自身建

设的又一次重要会议。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全

面从严治党就要跟进到什么阶段”。

今日之中国，正处于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的关键时期。百年大党，千秋伟业，

赶考远未结束。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正致力于中国

式现代化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新时

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也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

大潮滚滚，总会荡涤杂质。引领时

代，必须超越自我。

习近平总书记的宣示掷地有声：“我

们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赢得历史主动”

“我们党要搞好自身建设，真正成为世界

上最强大的一个政党”。

这是我们党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在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中探索出

的制胜之道，是我们党成功跳出历史周期

率、实现长期执政的必由之路。

（一）党的自我革命为何
永远在路上？

“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然
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

党，我们党既有独特优势，也面临特殊难

题。大党独有难题，归根到底要靠大党自

身力量来解决。

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

刚刚过去的 2024 年，中国共产党重

拳反腐的力度再次震撼世人。

据统计，2024 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网站公开发布的落马中管干部达 58 名。

不论“封疆大吏”，还是“部委掌门”，多名

身居高位的“一把手”任上被查，再次以铁

一般的事实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 10 多年

前斩钉截铁讲过的那句话——

“我们所说的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

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

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决不是一句空话”。

利剑始终高悬，永远吹冲锋号。

新 时 代 反 腐 败 斗 争 进 入 第 13 个 年

头，党中央对形势的判断是：“依然严峻复

杂”。面对持续高压反腐态势，缺少敬畏

者有之，处心积虑者有之，貌恭而神离者

亦有之。

绝非运动式整治、一阵风式反腐，中

国共产党自我净化的恒心百折不挠、自我

再塑的决心坚如磐石。

人们清晰记得，2024 年初的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警示全党：“反腐败绝对不能回头、不

能松懈、不能慈悲，必须永远吹冲锋号。”“新征程反腐败斗

争，必须在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上持续发力、纵

深推进。”

2024 年岁末，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再次响鼓重锤：“对反腐败斗争形

势要异常清醒、态度要异常坚决，决不能

松懈，决不能手软。”

坚决的意志，来自深沉的忧患意识。

腐败，作为社会毒瘤，自人类进入阶

级社会以来，便如影随形，古今中外，概

莫能外。共产党员并非生活在真空之

中，总有病毒病菌隐形变异、潜滋暗长。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

大党之“大”，绝不只是人数规模之大，而

是思想伟大、胸怀博大、肌体强大。

中国共产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

苦难与挫折中成长，在闯关夺隘中逐渐

壮大，常怀远虑、居安思危。

历史长河浩浩荡荡，从我国历史上

一个个封建王朝荣枯兴衰，到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东欧剧变、苏共垮台、

苏 联 解 体 ⋯⋯“ 其 兴 也 勃 焉 ，其 亡 也 忽

焉”的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反复上演。

世界上那些有过不凡历史和政绩的

老党大党之所以没有跳出历史周期率而

垮台，就是在掌控执政资源的光环下，忽

视自身问题，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

己命难”的怪圈。

百年风霜雪雨，百年大浪淘沙。

党的百年华诞过后几个月，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面对

党内“关键少数”，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

振聋发聩：

“ 在 建 党 百 年 之 际 ，我 们 要 居 安 思

危，时刻警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

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身。对党的历史

上走过的弯路、经历的曲折不能健忘失

忆，对中外政治史上那些安于现状、死于

安乐的深刻教训不能健忘失忆；对自身

存在的问题不能反应迟钝，处理动作慢

腾腾、软绵绵，最终人亡政息！”

这是一道世界性难题，也是一道攸

关生死的必答题。

1945年盛夏，在延安的窑洞里，面对民

主人士黄炎培，毛泽东同志给出了破解这道

难题的第一个答案：“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2021 年 11 月，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

将“坚持自我革命”列为党百年奋斗的十

条历史经验之一。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

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那就是

自我革命。

第二个答案，不是闭门造车，也绝非

空中楼阁。它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

伟大实践中孕育成长，不断发展、不断创

新、不断升华。

当时间开始新的书写，中国共产党引

领中华民族站在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节点。

打最硬的铁，须是铁打的人。时代之变、历史之责、实践

之问，要求我们党必须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伟大社会革命锻造成就了伟大的党，伟大自我革命保障

推动了伟大事业。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是

一个需要时时刻刻严审视、永不停息祛杂质、持续不断提品

质的过程。 （下转第二版）

﹃
真正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政党

﹄

—

写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召开之际

新华社记者

“ 三 农 ”基 础 不 断 夯 实

回 望 2024 年 ，“ 三

农”工作成为经济社会

发 展 突 出 亮 点 。 这 一

年，粮食生产迈上新台

阶，“菜篮子”产品供给充

裕；农业科技和设施装

备支撑持续强化，农业

现 代 化 水 平 进 一 步 提

升；涌现更多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农民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农业基础更稳固、农村地区更繁荣、农民生活

更红火的“三农”发展新答卷徐徐展开。

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农业强，首要是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

保障能力强。2024 年，我国粮食产量 14130

亿斤，比上年增加 222 亿斤，首次突破 14000

亿斤，创历史新高。

突破来之不易。过去一年，各地各部门

压实责任稳面积、综合施策提单产，克服华

南“龙舟水”、超强台风，长江中下游“暴力

梅”、持续高温，黄淮海干旱、旱涝急转，东北

阶段低温、极端暴雨等灾害影响，实现了抗

灾夺丰收。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市场研究中心

主任韩一军说，为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种粮

积极性，国家构建了价格、补贴、保险“三位

一体”的政策体系。价格支持方面，2024 年

早籼稻、中晚籼稻及粳稻的最低收购价均较

2019 年有所提升，上调了小麦最低收购价；

种粮补贴方面，继续加大力度，实施包括耕

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大

豆玉米生产者补贴、稻谷补贴以及耕地轮作

休耕补贴等惠农政策；农业保险方面，在全

国范围内实施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

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让种粮农户更安心。

2024 年，全国粮食亩产 394.7 公斤，比上

年提高 5.1公斤，单产提升对粮食增产贡献超

八成。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负责人介绍，

各地各部门加快良田、良种、良机、良法、良制

集成，环环紧扣挖掘单产潜力，推动大面积均

衡增产。以“创高产”为着眼点，重点推广玉米

精准调控、大豆大垄密植、小麦精细整地播种、

油菜直播密植等高产技术模式。以“高性能”

为突破点，加快高性能精量播种机普及推广，

辅助加装北斗导航、无人驾驶等智能装备。

粮食总量不断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同时，

粮食生产结构也在持续优化。优质水稻、专

用小麦供给增加，玉米产需缺口收窄，大豆产

量连续 3 年保持在 2000 万吨以上、自给率有

所提升。同时，“菜篮子”产品供给充裕，2024

年肉蛋奶、蔬菜、水产品产量再创新高，市场

供应充足。食用菌产业发展迅速，总产量超

4200 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 85%以上。森林

草原食物开发潜力不断释放，预计森林食物

资源达2亿吨左右，人工饲草产量超1亿吨。

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

农业领域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农业插

上科技翅膀，增强农业生产的韧性和稳定性。

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取得新突破。“没有种

质资源做基础，再先进的育种技术和保障条

件，也不可能凭空育出新的优良品种。”中国工

程院院士、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专

家组组长刘旭说，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顺利

完成，基本摸清了我国农业种质资源种类数

量、区域分布、特征特性等家底，抢救收集保

护了一批优异种质资源，为加快种业振兴提供

了重要支撑。新收集农作物资源13.9万份、采

集制作畜禽遗传材料 107万份，对 746个濒危

作物资源、61 个濒危畜禽地方品种进行抢救

性保护，育种创新的资源基础更加坚实。

农机装备研制应用取得积极进展。农业

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司长冀名峰介绍，

设施种植方面，蔬菜起垄播种、工厂化育苗、

有机肥精量撒施、水肥一体化等技术装备加

快普及，精准对靶、静电喷雾等施药技术广泛

应用。畜牧养殖方面，700 马力青饲料收获

机、大方草捆打捆机等装备实现小批量试制，

成功研发出雏鸡断喙机器人、设施巡检机器

人等装备，智能饲喂、设施环控、养殖巡检等

装备正加快应用于规模化养殖场。水产养殖

方面，移动式太阳能增氧机、轨道式投饲机、

智能投饵船、水草收割机等机具加速推广。

智慧农业发展开启“加速度”。农业农

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功说，为推广

应用智慧农业相关技术，我国支持建设了一

批国家智慧农业创新应用项目，开展国产化

智慧农业技术的中试熟化、推广应用，2024

年新增建设项目 19 个，累计支持建设项目

达 116 个。 （下转第三版）

□ 本报记者 乔金亮

海上风电项目管理有了新规范
本报北京 1 月 5 日讯（记者纪文慧）

自然资源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

海上风电项目用海管理的通知》，从强化

规划管控、厉行节约集约、优化用海审

批、坚持生态用海 4方面提出 12项措施，

进一步优化海上风电项目用海管理。

近年来，我国海上风电产业稳步增

长。2024 年前三季度，我国海上风电新

增并网容量 247 万千瓦，累计并网容量

达 3910 万千瓦，占全球总容量 50%，已

成为全球最大海上风电市场。

自然资源部海域海岛管理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发展海上风电对于推动能源

绿色低碳转型、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海上风电项目用海

规模不断扩大，近岸海域可开发利用资

源趋于饱和，相关用海问题不断显现，此

前政策已难以满足实际用海管理需求。

《通知》结合当前产业发展和用海

管理需要，旨在进一步规范海上风电项

目用海管理，提高海域资源利用效率，

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促进海上风电

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在规划选址上，《通知》强化规划管

控并对空间布局进行统筹安排，强调海

上风电项目用海必须符合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和海岸带专项规划，海上风电场

应在可再生能源用海区或兼容风电用

海的功能区选址；严格限制在渤海中部

等开发强度高、船舶交通流密集的海域

规划建设；严禁在生态保护红线等重要

敏感和脆弱生态区域布局。

对于海上风电逐步从近海、浅海走

向远海、深海的发展趋势，《通知》推进

深水远岸布局，细化海上风电场离岸距

离和水深等要求，明确新增海上风电项

目应在离岸 30 千米以外或水深大于 30

米的海域布局。

为进一步提升海域资源利用效率，

《通知》鼓励海域空间立体复合利用，支

持在已确权的海洋油气开发区、深远海

养殖区等已开发利用海域建设海上风

电；鼓励采用“风电+”综合开发利用模

式实现“一海多用”，通过统一设计、统一

论证，建设一定比例的网箱养殖、海上光

伏、波浪能发电、制氢、储能等设施。

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副研究员

曾聪认为，“一海多用”既能够最大化提

升海上风电项目的经济效益，又避免资

源重复开发和过度开采，为海洋生态保

护提供支撑。《通知》强调统一设计和统

一论证，在确保各项设施合理布局、提

高海洋资源利用率的同时，也在探索更

多更可持续的海洋经济发展模式。

1 月 5 日，由西安北站开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首趟高铁列车驶入河南省洛阳龙门站。西安至香港直达高铁自 1 月 5 日起实现

每日双向对开，将有力推动两地人文交流和经贸往来。 张怡熙摄（中经视觉）

本报兰州 1 月 5 日讯（记者陈发
明）近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甘肃枢

纽节点庆阳数据中心集群智算规模达

到 5.1 万 P（PetaFLOPS，即千万亿次浮

点运算每秒），成为国内人工智能重要

算力保障基地。同时，庆阳集群在全

国率先做到算力 100%消纳，建成国内

首个国产万卡算力集群。

近年来，庆阳数据中心集群以多

产业、多场景驱动算力建设，以大算力

集聚人工智能生态，以大生态拓展“人

工智能+”新产业、新场景，走出一条

闭环互促、全链共进发展模式。

庆阳抢抓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爆发

窗口期和算力国产化黄金期，1.7 万亩

“东数西算”产业园区建设全面铺开，

开工建设十大数据中心、折合标准机

架超 30 万个，建成机架 3.1 万个。同

时，围绕算力协同调度，庆阳率先启动

城市算力网建设，与广州、苏州、郑州、

贵阳、西安等 13 个东、中、西部城市“结

对子”，并与江西赣州共同推动“赣数

庆算”，打通了甘肃枢纽节点算力经赣

州向粤港澳大湾区输出的大通道。

庆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周继军表

示，将加快建设全国人工智能算力高

地，提速建设多个万卡集群，扩大算力

规模，加快建设算力调度平台和数据要素流通交易标准体系，2025

年算力规模将达到10万P，建成全国最大的绿色算力生态基地、绿

色算力租赁中心和全国领先、规模最大的智算数据中心集群。

协同调度

扩大规模

甘肃庆阳建设全国算力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