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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题研究：银行业保险业如何让高质量发展落地 

作者：尹振涛（中国社科院陆家嘴研究基地金融监管研究中心秘书长） 

冯心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研究生） 

2019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在新的一年应更加坚定地贯彻新发

展理念、坚决 打好三大攻坚战、继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实施积极的财政政

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并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紧接

着，中国银保监会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 达并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措施。会议指出要抓好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的贯彻落

实，扎实做好银行业和保险业改革与发展和监管的工作，主要从提 升服务

实体经济质效、深化改革推动银行业保险业高质量发展以及防范化解金融

风险三 个方面展开。 

服务实体经济是银行业保险业的天职 

民营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小微企业是我国经济必不

可少的组成部 分。当前融资难、成本高、期限短的问题依然制约着民营和

小微企业的发展。2018 年， 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进一步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 提出了建立分类监管考核的标

准体系以及强化金融业内部考核激励等方式，以期改善小 微企业等实体经

济的金融服务、推进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当前，继续改进和完善小 微

和民营企业服务，疏通货币信贷传导机制，促进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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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对于提 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助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圆满收官有重要

意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发展需要有长远的目光，要加强战略性、网

络型基础设施 建设。银保监会会议强调，发挥开发性、政策性和商业性金

融机构的作用，支持国家重 大战略和重点工程。这除了发挥宏观调控政策

的作用之外，也是对贯彻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以及发挥企业社会责任的强调。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另外一个重 点是推动传统制 造业优化升级，打造

有先进竞争力的国际制造业集群。优化信贷供给结构，增加制造业 中长期

贷款比重，是支持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的必要条件。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扶贫、养老和医疗是

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突出强调的民生重点领域，也是目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的薄弱环节和金融类企业社 会责任的体现，需要得到各类金融资源的支持。

在医疗、养老和扶贫方面，此前银保监 会已经采取了保险产品范围扩充与

创新以及贷款定向考核等措施，为医疗事故提供保障 并且助力养老福利和

脱贫攻坚。此外，居民消费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当下已经成为经济增长

的主要动力。 

深化改革促进银行业保险业高质量发展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整体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前我国金 融体系依然存在期限、权益的错配以及服务对象的偏颇等问题。

金融机构体系内要实现 商业性、开发性、政策性和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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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补充，还要构建“多层次、广覆 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在产品体

系方面，不仅要在整顿资管行业的同时坚持市场需 求为导向，开发个性、

差异、定制的金融产品，还要体现出对于小微企业、“三农”以及 符合国

家产业发展方向的民营企业的重点支持。 

在机构改革方面，首先，城商行和农信社改革至关重要。一方面，城

商行和农信社 要通过推进差异化、专业化发展，找到错位优势和自身比较

优势的业务发展空间，助力 普惠金融，深耕当地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

城商行和农信社普遍规模较小，公司治理 和风险管理水平不足，在经济增

速放缓和金融监管趋严的形势下过去积累的风险不断暴 露，这也是深化改

革的重点内容。其次，资管新规的发布标志着资管统一监管时代的到 来，

信托与理财行业也应当革故鼎新，优化资源配置，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最后，保 险业回归保障本源、保险姓保已经成为保险业重要共识，要继续

防止保险公司盲目扩张， 纠正保险产品变成投资品的偏误；资产管理公司

也要回归“安全网”和“保障器”的本源， 从而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推进。 

在管理改革方面，银行和保险机构的股权管理是公司治理的“牛鼻

子”，这主要涉及 股权结构的优化和股权关系的规范性、透明性两方面问

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背景下， 银行和保险机构股权关系的不规范和不

透明导致的关联交易成为重点整治对象。此外， 激励约束机制也是公司治

理的重要部分，一方面要约束银行保险随意扩大规模过度承担 风险，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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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也对小微信贷、普惠金融等方面的业务提供激励，用薪酬体系等经济

手 段引导合规发展与风险可控。 

在监管改革方面，当前科技驱动的金融创新蓬勃发展，其背后隐藏的

各类风险也层 出不穷，这就要求监管者也要加快科技赋能，加强监管科技

建设。在传统的金融监管之 外增加科技的维度，更加有利于适应当前去中

介、去中心化的金融交易现状，提高金融 监管的有效性。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要“稳字当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康，具备化解各类风险

的能力。但目前仍然面临一些挑战和不确定性，必须树立起风险防范意识，

在风险事件发生后要压实 各方责任，并且稳妥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针对

高风险金融机构，灵活采取多种处置方 式，既要及时处置风险和维持金融

体系的稳定，又要依法落实股东以及各方的责任，强 化风险意识。 

受宏观经济因素影响，银行不良资产出现一定程度的增长。2018 年，

商业银行累 计核销不良贷款 9880 亿元，较上年多核销 2590 亿元。不

良资产的核销有助于盘活存量， 优化资源配置，腾挪出更多的信贷资源支

持民营和小微企业，更好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的作用。此外，影子银行

也是近年来监管的重点对象，游离于正常表内监管之外的影 子银行暗含着

更高的违约风险和更强的风险传染力，也阻碍了正常的货币传导渠道。对 

影子银行业务进行一致性、穿透性、全覆盖的监管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

重要途径。但 同时，影子银行的监管也不能“一刀切”，在加强监管的基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25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