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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下稱《決

定》）提出，制定金融法。完善金融監管體系，依法將所有金融活動納入監管，
強化監管責任和問責制度，加強中央和地方監管協同。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張躍文在接受大公報專訪時指出，《決
定》中涉及金融改革最值得關注的是首次提出制定金融法這項改革任務。金融法
是金融領域的根本大法，有了金融法，各部門在監管具有共性特徵的金融活動和
處理共同關注的金融相關議題時，有了共同的上位法依據，減少了規則間的矛
盾，強化了監管部門間的統籌協調，提高了金融監管效率。

首提制定金融法 強化統籌提高效率
三中全會《決定》：深化金融體制改革 完善金融監管體系

機遇關鍵詞：

加快完善中央銀行制度
•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積極發展
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
養老金融、數字金融，加強對重大
戰略、重點領域、薄弱環節的優質
金融服務。完善金融機構定位和治
理，健全服務實體經濟的激勵約束
機制。發展多元股權融資，加快多
層次債券市場發展，提高直接融資
比重。優化國有金融資本管理體
制。

健全投資和融資相協調的
資本市場功能

•防風險、強監管，促進資本市場健
康穩定發展。支持長期資金入市。
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強化上市公司
監管和退市制度。建立增強資本市
場內在穩定性長效機制。完善大股
東、實際控制人行為規範約束機
制。完善上市公司分紅激勵約束機
制。健全投資者保護機制。推動區
域性股權市場規則對接、標準統
一。

制定金融法
•完善金融監管體系，依法將所有金
融活動納入監管，強化監管責任和
問責制度，加強中央和地方監管協
同。建設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礎設
施，統一金融市場登寄託管、結算
清算規則制度，建立風險早期糾正
硬約束制度，築牢有效防控系統性
風險的金融穩定保障體系。健全金
融消費者保護和打擊非法金融活動
機制，構建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
「防火牆」 。推動金融高水平開
放，穩慎扎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發展人民幣離岸市場。穩妥推進數
字人民幣研發和應用。加快建設上
海國際金融中心。

完善准入前國民待遇加
負面清單管理模式

•支持符合條件的外資機構參與金融
業務試點。穩慎拓展金融市場互聯
互通，優化合格境外投資者制度。
推進自主可控的跨境支付體系建
設，強化開放條件下金融安全機
制。建立統一的全口徑外債監管體
系。積極參與國際金融治理。

深化金融體制改革

專家

解讀

資本市場是
深化金融改革的
重要領域。中國
社會科學院金融

研究所研究員張躍文指出，
《決定》提出健全投資和融資
相協調的資本市場功能，其核
心要義是實體經濟向資本市場
投資者提供的投資回報應與市
場對實體經濟的支持相匹配。
前段時間新 「國九條」 和一系
列具體監管規則的發布實施，
其主要功能是築牢市場發展基
礎，規範市場運行秩序，及時
處置好已經出現和未來可能出
現的市場風險隱患，促進形成
良好市場生態。

「吸引長期資金入市和增
強市場內在穩定性，是促進資
本市場穩定發展的重要舉
措。」 張躍文指出，資本市場

需要嚴格有效地監管，同樣也
需要市場主體的參與積極性與
創新活力。下一步，在繼續鞏
固前期監管工作基礎的同時，
應更加注重激發市場主體活
力。

《決定》提出，完善准入
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模
式，支持符合條件的外資機構
參與金融業務試點。穩慎拓展
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優化合格
境外投資者制度。

張躍文強調，在金融改革
過程中，要處理好市場開放與
安全的關係，更好發揮境外投
資者作用。根據中國市場發展
需要，有選擇地引進境外資
金，或對其進行分類管理，盡
量消除境外游資的負面影響，
最大限度支持全球投資者共享
中國改革開放成果。

支持全球投資者
共享中國改革開放成果

《決定》中有關香
港的內容，再次確立了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中央金融委員會辦
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王江在三中全會
《輔導讀本》中撰文指出，穩慎扎實推進人
民幣國際化，發展人民幣離岸市場，強化香
港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功能。專家指出，香
港具備作為人民幣國際化試驗場的基本條
件，可以配合內地金融管理部門先行先試部
分人民幣國際化政策，為加快人民幣國際化
進程積累經驗。

對於下一步香港金融改革的重點，中國
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張躍文建議，
香港加強本地貨幣金融政策與國家層面同類
政策的協調配合；加強本地人民幣離岸市場
發展與國家層面人民幣國際化總體戰略的銜
接；從維護國家金融安全角度，穩健發展多
元化的資金流動、國際結算清算和外匯儲備
管理等金融業務和基礎設施；調整對證券發
行人和投資者的有關持續性監管及信息披露

規則，以更好適應內地資本市場穩定運行需
要。

在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方面，張躍文
認為，粵港澳三地要在地方金融政策制定方
面加強協調，建立金融管理部門協調議事機
制，在跨地區的資金流動、金融服務輸出、
企業掛牌上市等方面加強政策銜接和規則銜
接。

人民幣國際化 港可先行先試
協調配合

用改革的辦法解決發
展中的問題，《中共中央

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的決定》涉及的深化改革舉措達300多項，
其中 「金融」 一詞在《決定》全文中出現了
34次之多，彰顯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重視程
度。

「金融」 除了高頻出現在深化金融體制改
革部分，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穩步擴大制度型
開放、深化外貿體制改革、完善推進高質量共
建 「一帶一路」 機制、健全綠色低碳發展機制

和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地位部分亦有涉及金
融改革的內容，金融猶如一把 「金鑰匙」 ，打
開深化改革的 「千把鎖」 。

在服務實體經濟方面，《決定》特別提出
金融要服務好科技創新，加強對國家重大科技
任務和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金融支持，完善長期
資本投早、投小、投長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
策。綠色低碳發展中亦強調實施支持綠色低碳
發展的財稅、金融、投資、價格政策和標準體
系。

在對外開放方面，金融改革更是擔當了重

要的角色。《決定》有關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
中強調，要在金融領域對接國際高標準貿易規
則，建立健全跨境金融服務體系，豐富金融產
品和服務供給，完善推進高質量共建 「一帶一
路」 機制，加強金融領域的多邊合作平台建
設。

展望未來，金融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
領域，需着重做好兩項工作：一是更好地服務
實體經濟，二是有效化解金融風險。通過金融
的高質量發展，為中國式現代化進程提供有力
支撐。

用金融鑰匙打開改革千把鎖

三中全會對深化財稅體
制改革作出全面部署。專家

分析指出，此輪財稅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解決地方
政府和基層財政困難，解決 「錢從哪裏來」 問
題。

方正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蘆哲指出，增加地方
自主財力有四個改革方向，一是消費稅徵收環節
後移並下劃地方；二是優化共享稅分享比例，增
加地方分成比例；三是合併建立地方附加稅；四
是非稅收入下沉，這也是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
首次大規模 「逆向」 改革央地收入關係。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范子
英預計，未來五年消費稅徵收環節後移並下劃地
方改革會有所推進，改革可能需要消費稅徵收範
圍擴圍、徵收環節後移、收入下劃地方這三個步
驟。同時，在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等共享稅方面
可能有相應的分享比例調整。

不過，蘆哲提醒， 「增加地方自主財力」 ，
並不意味着增加地方總財力。比如1.6萬億元人民
幣消費稅，從中央下劃地方後，中央可用於轉移
支付的財力就減少了1.6萬億。因此，增加地方自
主財力，關鍵在 「自主」 兩個字，以前更依賴於
轉移支付，現在可以自主支配，總財力可能沒
變，但地方激勵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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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評

資料來源：《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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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金融管理局5月17日舉行的記者會
上，工作人員展示中國建設銀行的數字人民幣
錢包。 中新社

▲8月3日，中鐵四局巢馬城際鐵路清溪河特大橋施工現
場。 新華社

張躍文指出，同以往中央和國務院已經
出台的相關金融文件比較，《決定》提出的
制定金融法這項改革任務，影響深遠，涉及
面較廣，對金融體制改革的推動會比較大。
內地目前仍然實行分業監管模式，銀行保險
和證券業分屬不同機構監管，金融市場內部
也存在分割現象，多個政府部門、自律組織
和交易所擁有不同層級的規則制定權。在缺
乏金融法的情況下，各規則制定單位可能會
依據不同的上位法制定本領域的監管規則，
從而引起規則間的衝突、重複和行業與市場
分割的加劇。

「把該建的防火牆盡快建起來」
當前內地並無以金融法命名的單獨法

律。現行法律體系中專門規定金融問題的相
關法律有10部，還有幾十部法律涉及金融方
面的內容。作為金融法律體系的頂層設計，
金融法立法迫在眉睫。 「金融法是金融領域
的根本大法，金融監管法律法規、部門規章
和具體監管規則，都應以金融法為根本遵
循。」 張躍文認為，金融法的立法重點應當
是對各金融子行業共同面對的金融交易、金
融監管、金融基礎設施、金融風險防控、金
融消費者保護、金融開放和金融安全等做出
原則性規定。同時，還可能對不同機構監管
下的同類型金融活動進行統一的歸類、定義
和明確監管原則，以對某些類證券發行活動

和類基金發行活動進行規範。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中央金融委員會辦

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王江在三中全會
《輔導讀本》中撰文指出，金融法作為金融
領域的基本法，與其他金融法律法規共同構
成比較完備的金融法律體系，將及時推進金
融重點領域和新興領域立法，建立定期修法
制度。加大金融執法力度，對各類違法違規
行為零容忍。健全維護國家金融安全的法律
工具箱。 「把該扎的籬笆扎牢、該建的防火
牆盡快建起來。」

健全預期管理 促進政策協同發力
改革牽一髮而動全身，如何打好深化改

革政策組合拳，《決定》強調，必須完善宏
觀調控制度體系，統籌推進財稅、金融等重
點領域改革，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國
家發改委主任鄭柵潔近日在接受新華社專訪
談到落實《決定》任務落實時，也特別強調
了要加強宏觀政策協調配合，將經濟政策和
非經濟性政策都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
估，健全預期管理機制，促進財政、貨幣、
產業、價格、就業等政策協同發力，避免
「合成謬誤」 和 「分解謬誤」 。

經濟政策上的合成謬誤是指，從各個政
策制定部門來看，政策出發點都是好的，但
當這些政策同時實施時，可能導致與預期相
反的結果，甚至對全局造成負面影響。所謂
分解謬誤簡單說就是以偏概全。

張躍文指出，做到財稅、金融乃至其他
領域改革的統籌協調，增強宏觀政策取向的
一致性，需要在國家層面建立起完善的宏觀
戰略規劃體系和政策統籌協調機制，用清晰
的戰略思路引領各個政府部門的改革政策制
定，用有效的體制和機制規範政府部門間的
協同行動，這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手
段。同時，需要建立宏觀政策評估制度和政
策評估機構，以防止不同政策效應發生衝
突。

▲7月31日， 「科技產業金融一體化」 專項路
演在廣州舉行，展出電動飛行器。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