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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融监管改革的总体思路与具体方案 

本次改革聚焦解决一行两会、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发改委三者之间多年交叉监管的问

题，清晰了不同主体的功能定位。明确央行聚焦于宏观政策，缩小其在金融机构监管和行为

监管的职责。明确证监会负责直接融资，金融监管总局负责间接融资，从融资功能区分的角

度看，两者单独存在具有合理性。 

具体改革方案的解读： 

国家监督管理总局：统一负责证券业之外的金融监管，强化了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

能监管、穿透式监管和持续监管。机构监管，即将各种的金融机构作为一个主体纳入到监管

中。一行两会之前被诟病，是因为它只有机构监管（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没有行为监管，

也缺乏功能监管，所以导致 P2P 盛行、场外的交易市场盛行。本次改革在机构上，将央行管

控的金控公司，明确认定的金融类公司统一划入总局。类金融机构（支付、征信等）保留在

央行，因为其与央行承担的支付清算等功能紧密相连。行为监管，从国际上来看更多是指消

费者权益保护。之前消费者保护是银保监会新成立的部门，做的工作非常有限，本次改革将

央行的消费者保护职责和证监会的投资者保护职责统一纳入总局，统一管理的同时强化行为

监管的理念，具有划时代意义，体现了和国际接轨的专业性。 

 

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未来地方银保监局会成为地方金融监管中最核心的力量，方案

特地提到要统筹优化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的设置与力量配备。未来将既要设立

总局下设的分局，也要保留各地政府之前设立的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历史上，最早 90年代末

上海成立了地方金融服务局，职能是发展金融业，在建立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帮助金融机构

提供属地化服务； 2007 年后各地分别成立金融办，挂在办公厅或者财政局下；直到 2010年，

意识到金融的风险后，才正式成立金融管理局。在发展金融的只能上，增加金融风险处置、

管理地方小牌照等职能。未来总局的地方派出机构和地方金融管理局怎么调整和兼容，还值

得进一步观察，目前可以确定，地方派出机构也会承担起金控的属地监管职能。 

 

证监会：变化有两点。（1）从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转成直属机构，由参公管理的模式改



成公务员模式。银保监会过渡后的金融监管总局也变为公务员模式，两会工作的人员会有降

薪压力，原来事业单位参公管理收入水平相对较高。（2）将发改委企业债券发行职能纳入到

了证监会。最早是发改委负责企业债券，之后是证监会负责公司债，二者流程和体系不同，

长期对企业来说较为头疼。温总理政府的金融官员希望二者统一，但职能的变化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不是简单的处室迁移可以解决，所以之前没有实现。总体来看本次改革实际加强了

证监会在整个证券行业的统一管理能力，也强化了其在直接融资领域大总管的地位。包括全

面注册制、设立北交所等，说明国家希望通过直接融资为企业提供更多样化的融资方式，证

监会发挥的作用非常重要。 

 

央行分支机构：从央行机构变革的历史来看，戴希望借鉴美联储模式，在全国建立几个

大区行（副部级），每个大区行分管三四个省，每个省再下设地方支行（局级）。但改革难度

较大，最后是失败的。此次改革，人民银行重回 31+5 的分行体制，外加地级市的中心支行，

不再保留县级支行，相关权限上收到地市级中心支行。未来如何服务县级及相隔得较远的边

境地区，需要进一步做个性化安排。 

 

国有金融资本：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按照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相关管理，将中

央金融管理部门管理的市场经营的机构剥离，相关国有金融资产划到划入国有金融资本受托

管理机构，尤其根据国务院授权，统一履行出资人的职责。从字面表述来看，就是要划入到

国有金融资本受托管理机构，但实际上是要将整个国有金融资本统一管理。目前各类金融机

构资产规模大、资产管理复杂，分属于财政部、中投汇金或金融监管部门直接监管。未来统

一划入到一个受托的管理机构中。未来机构的形式，可能是扩张现有的，或者在国资委内部

新设立。  

 

金融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未来央行、总局、证监会、外汇局及其分支机构和派出机构，

都用行政编制，纳入公务员管理，执行公务员待遇。之前三会都是事业单位，作为金融管理

部门与国际接轨，收入较高。这次改革明确统一执行公务员待遇标准，监管部门不再是事业

单位，要有权威性，履行公务员角色应有的职责。这与中纪委发文破除金融精英论一脉相承，

金融监管部门再控制风险方面也做的不好，会加大反腐力度。另外，要求精简中央机关人员

编制，统一按照 5%精简，收回的编制用于加强重点领域和工作，放在哪里值得进一步关注。 

 



金融科技、数字金融：本次改革成立国家数据局、重组科学技术部，虽然没提到跟金融

的关系，但未来要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到金融当中。数据局的成立可能对于未来 C 端金

融、云端金融、整个基础架构方面的金融都有较大的影响。目前我们在移动支付等方面已有

多项技术突破。另外，关于老年人金融问题也是近几年一个重要发展方向，金融在老龄方面

能不能有所作为，究竟怎么去作为，中间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去探讨。 

 

2. 互联网金融政策展望 

领导人在去年五一前特意提到要结束对互联网金融的整治，两会前易纲行长也提到这一

点。了解下来，之前对互联网金融的整治是分阶段的，每一领域分不同工作专班，涉及到支

付、宏观审慎、证券、消费者保护的专班定的结束时间较早，金控类专班需要更多时间。整

体来看互联网金融的整治时间超出了大家的预期和一行两会早期的时间规划，目前来看基本

已结束，还剩一些零星的散点，如平台贷款等。关于平台贷款，7号文和 14号文，都在厘清

助贷机构在贷款中的角色和功能，从 14 号文以及银保监会近期的沟通来看，在监管上基本

认可了助贷和联合贷模式，但在过程中数据传递等问题仍待进一步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