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
日召開會議，審議了《防

範化解金融風險問責規定（試行）》。（具體
內容：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 審議《新時
代推動中部地區加快崛起的若干政策措施》
《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問責規定（試行）》）會
議強調：進一步推動在金融領域落實全面從嚴
治黨要求，切實加強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集中
統一領導。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國式現

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張占斌分析認為，這裏強
調：要加強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
導，把黨的領導的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轉化為
金融治理效能。通過完善黨領導金融工作的體
制機制，進一步強化金融管理工作的系統性和
全局性。對金融領域的問責與監管罕見 「放狠
話」 ，釋放 「嚴字當頭」 的明確信號。在 「抓
好《規定》貫徹落實」 一段不足百個文字中，
出現了7個 「嚴」 字，且措辭犀利。

南開大學金融發展研究院院長田利輝分

析：必須嚴格執法、敢於亮劍，加大處罰力
度，以零容忍的態度重拳整治金融市場亂象，
大幅提高違法違規成本，切實增強監管震懾力
和有效性。 「堅持嚴字當頭，敢於較真碰硬，
敢管敢嚴、真管真嚴，釋放失責必問、問責必
嚴的強烈信號，推動金融監管真正做到 長牙
帶刺、有棱有角，將嚴的基調、嚴的措施、嚴
的氛圍在金融領域樹立起來並長期堅持下
去。」

進一步壓實各方責任。會議明確提出，

「壓實金融領域相關管理部門、金融機構、行
業主管部門和地方黨委政府的責任」 。

仲量聯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龐溟分
析，這裏明確：要強化中央統籌功能和現代金
融監管能力，落實地方監管職責以及屬地風險
處置和維穩責任，明晰央地權責劃分和協同監
管格局，實現對跨行業、跨市場、跨區域、跨
機構類型的各類金融業務、金融產品、金融行
為的事前事中事後的全過程監管，促進實現金
融監管高效度、全覆蓋。 國是直通車

專家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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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會議指出，推動中部
地區崛起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戰
略決策。要深刻領會黨中央戰略意圖，始終緊扣中部地
區作為我國重要糧食生產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現代
裝備製造及高技術產業基地和綜合交通運輸樞紐的戰略
定位，着力推進各項重點任務，推動中部地區崛起取得
新的重大突破。

細化實化各項任務 清單式推進落實
會議強調，要充分發揮科教資源集聚的優勢，堅持

創新驅動發展，加強原創性科技攻關。要因地制宜發展
新質生產力，加快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做大做強實體
經濟，統籌推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培育壯大新興產
業、謀劃布局未來產業。要發揮區位優勢，加強現代化
交通基礎設施體系建設，促進要素高效自由便捷流動，
更好融入服務新發展格局。要協同推進生態環境保護和
綠色低碳發展，加快建設美麗中部。要堅持城鄉融合發
展，扎實推進鄉村全面振興。要大力提升糧食能源資源
保障能力，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進。中
央區域協調發展領導小組要加強統籌協調，細化實化各
項任務，清單式推進落實。有關部門要加大支持力度，
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中部六省要切
實扛起主體責任，凝聚強大工作合力，奮力譜寫中部地
區崛起新篇章。

會議指出，防範化解金融風險，事關國家安全、發
展全局、人民財產安全，是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跨越的
重大關口。制定出台《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問責規定（試
行）》，就是要進一步推動在金融領域落實全面從嚴治
黨要求，切實加強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
進一步壓實金融領域相關管理部門、金融機構、行業主
管部門和地方黨委政府的責任，督促各級領導幹部樹立
正確的政績觀，落實好全面加強金融監管、防範化解金
融風險、促進金融高質量發展各項任務。

會議強調，要切實抓好《規定》的貫徹落實，堅持
嚴字當頭，敢於較真碰硬，敢管敢嚴、真管真嚴，釋放
失責必問、問責必嚴的強烈信號，推動金融監管真正做
到 「長牙帶刺」 、有棱有角，將嚴的基調、嚴的措施、
嚴的氛圍在金融領域樹立起來並長期堅持下去。

習近平主持政治局會議 推動中部地區加快崛起
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 加快建設美麗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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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王莉杭州報道：
27日，在浙江杭州舉行的 「布雷頓森林
體系：過去80年與未來展望」 國際會議
暨2024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史丹福
大學商學院Philip H. Knight教授及名譽
院長邁克爾．斯賓塞認為，對於未來5
年全球經濟增長維持在3%-3.5%的低
預測，還是比較精準的，但先進技術對
生產力的推動效應已經顯現，中國會再
次成為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來源。

他表示，未來一段時間內，非常看
好數字經濟、生物製藥、能源轉型等對
經濟增長的貢獻。 「目前我們有一些非
常先進的技術去扭轉生產力增長不足的
問題，在過去這十年的末期，我們看到

了這一效應。另外一點，中國經濟的一
些問題也會得到解決，所以中國會再次
成為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來源。」

全球經濟治理五十人論壇發起人、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副總裁、中國人民

銀行原副行長朱民也表示： 「我們知
道，信心比黃金更加重要。在過去80年
中，我們經歷了多次經濟危機。當今全
球再次面臨 『十字路口』 的挑戰，地緣
政治關係越來越緊張，民粹主義抬頭，
經濟增長放緩，全球化進程進一步放
緩，金融風險正在聚集。因此我們需要
一個新的 『布雷頓森林體系』 ，這個新
的體系要使所有國家受益，為全人類的
未來提供金融穩定並支持經濟增長，實
現全球的經濟繁榮。」 據了解，本次論
壇為期兩天，70餘位中外高級別政經領
袖、重磅專家學者聚焦全球熱點，立足
中國視野，圍繞全球宏觀經濟轉變、新
興市場恢復、氣候融資的未來之路、金
融賦能科技創新等12大主題。

諾獎得主：中國再成可持續發展來源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5月27日，
外交部就習近平主席出席中阿合作論壇第十
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舉行中外媒體吹風會。
外交部副部長鄧勵介紹有關情況並答問。

鄧勵表示，本次會議將重點就落實領導
人共識、拓展中阿各領域合作、加快推進中
阿命運共同體建設進行深入探討，研究具體
舉措。會議計劃通過多份成果文件，將進一
步凝聚中阿共識，規劃下階段合作，並就巴
勒斯坦問題發出中阿共同聲音。5月30日，
習近平主席將同來華進行國事訪問的巴林國
王哈馬德、埃及總統塞西、突尼斯總統賽義
德、阿聯酋總統穆罕默德四位阿拉伯國家元
首共同出席開幕式並發表主旨講話。這充分
體現了中阿雙方團結合作、推動中阿關係不
斷邁上新台階的共同願望。

鄧勵指出，中阿合作論壇成立二十年來
成績斐然，在雙方領導人關心關懷下取得多
方面重要成果，中國同許多阿拉伯國家關係
從「夥伴關係」發展為「戰略合作關係」，進而
躍升為「戰略夥伴關係」，實現跨越式發展。
習近平主席兩次出席論壇部長會開幕式，四
次面向阿拉伯世界進行重要政策宣示，為中
阿互信合作作出戰略擘畫。在2022年舉行的
首屆中阿峰會上，中阿雙方一致同意全力構
建面向新時代的中阿命運共同體，中阿關係
邁進全面深化發展的新時代。習近平主席出
席峰會並發表主旨講話，提煉了 「守望相
助、平等互利、包容互鑒」 的中阿友好精
神，規劃了構建中阿命運共同體的路徑方
向。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中阿戰略互信不斷
深化，務實合作切實惠及雙方人民，人文交

流進一步豐富，中阿命運共同體建設取得積
極進展。

鄧勵強調，中國和阿拉伯國家都是發展
中國家重要成員，同為國際社會重要力量，
肩負着實現民族振興、加快國家建設的共同
歷史使命。中阿關係發展造福雙方人民，也
有利於促進中東地區的和平發展，為變亂交
織的世界增添穩定性。中國將繼續同阿拉伯
國家以構建中阿命運共同體建設為目標，秉
持中阿友好精神，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
大關切問題上相互堅定支持，在共建 「一帶
一路」 框架下推進各領域合作，在文明交流
互鑒中共創輝煌，攜手努力推動國際秩序朝
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打造發展中國
家團結合作、自立自強的集體合作樣板。

鄧勵還就中阿關係和巴以衝突等答問。

習近平周四出席中阿合作論壇第十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
外交部：加快推進中阿命運共同體建設

中央多舉措加快中部地區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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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鄂州市拍攝的新港高速公路雙柳
長江大橋南主塔施工現場。 新華社

【大公報訊】記者王莉杭州報
道：論壇期間，國家外匯管理局外匯
研究中心主任丁志傑發布了《2024中
國金融政策報告》（以下簡稱：報
告）。報告指出，人民幣國際地位不
斷提升，外國投資者持有境內的人民
幣資產在10萬億元左右。同時，中國
金融改革開放成效頗豐，香港、上
海、北京、深圳穩居全球前20大金融
中心，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逐漸提升。

丁志傑表示，人民幣在全球的跨
境結算，在各國外匯儲備中佔比呈上
升趨勢。 「人民幣作為第三方貨幣開
始被使用，特別在俄烏衝突中，俄羅
斯與印度一些石油的貿易，其中一些
使用的是人民幣。」

「作為中國金融開放一個重要的
部分， 『債券通』 中的人民幣國債、
政策性金融債券已經納入香港金管局
人民幣流動資金安排合格抵押品名
單，人民幣資產可以作為獲得融資的
擔保品。同時還進一步優化了支付服
務，特別提高了跨境外國人來華支付
的便利化。」 丁志傑介紹，在全球29
家系統重要性銀行中，中國有5家銀行
入選，而且這5家銀行得分逐年上升。

「目前來看，中國包括香港、上
海、北京、深圳在內的四個城市，穩
居全球前20大金融中心之列。」 他表
示，總體來看，這顯現了中國金融對
全球的影響力，同時也表明中國國際
金融中心地位逐漸提升。

中央政治局會議釋放嚴字當頭信號

港滬京深穩居全球前20大金融中心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日召開
會議，審議《新時代推動

中部地區加快崛起的若干政策措
施》《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問責規
定（試行）》。中共中央總書記
習近平主持會議。會議指出，要
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加快
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做大做強
實體經濟，統籌推進傳統產業轉
型升級、培育壯大新興產業、謀
劃布局未來產業。要協同推進生
態環境保護和綠色低碳發展，加
快建設美麗中部。

▲外籍來華人員的支付便利度正在不斷提升，圖為外
國遊客在中國使用支付寶付款。 新華社

▶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強調，推動中
部地區崛起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圖為4月1日，在位於
湖北武漢市經開區的嵐圖汽車電動化焊裝車間，機器
人在流水線上作業。 新華社

▲5月27日， 「布雷頓森林體系：過去80
年與未來展望」 國際會議暨2024清華五
道口全球金融論壇在杭州開幕。

新華社

防範金融風險 推動監管長牙帶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