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天琦：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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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孙天琦（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是中国金融业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十年。遵照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金融管理部门统筹发展与安全，有效应对复杂

严峻的国际形势和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考验，守住了不发生系

统性风险的底线，维护了金融稳定安全发展大局，经济金融形势稳中向好。 

 

砥砺十年，稳中求进 

推进金融监管改革，筑牢金融安全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

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

度。”2012 年以来，我国通过不断强化微观审慎监管、宏观审慎管理、行

为监管、存款保险制度、最后贷款人制度五大支柱，构建更加强健有效的

金融安全网。此后十年间，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明显提速，经济金融行稳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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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的制度基础不断完善。 

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完善金融监管顶层设计。2017年第

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了金融改革发展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大政方针和

顶层架构，宣布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

金融委成立以来，有效发挥了“前线指挥部”作用，加强监管协调和政策

统筹，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2018年“两会”

后金融监管体制也做了进一步调整。在新的架构下，金融监管协调切实加

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监管政策、产业政策之间的统筹协调更加有效。 

全面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宏

观审慎管理理念和框架逐步建立，出台金融控股公司、系统重要性金融机

构监管等制度性文件，统筹金融基础设施监管。加强微观审慎监管，严监

管氛围基本形成，制定和修改法律规章 70 余部，依法监管能力明显提高。

强化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监督检查和市场约束等要求。推动中小银行深化

改革和资本补充工作，不良资产处置大步推进，过去十年累计消化不良资

产 16万亿元，一大批突出的风险隐患得到消除。规范清理问题股东，向社

会公开五批 124个违法违规股东，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加强地方金融监管，

将地方金融办升格为地方金融监管局，主要承担“7+4”类机构监管职能。

明确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同志负责的财政金融风险处置机制，中央地方监管

协作不断加强。 

金融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取得显著进展，韧性不断增强。大力健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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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市场体系，推出新三板、科创板，设立北交所，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

的适配性大幅增强。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方针，深入推进

新股发行注册制改革，抓紧制定全市场注册制改革方案。完善退市机制，

对融资融券、股票质押融资等杠杆业务加强管控。资本市场韧性加强，妥

善应对了 2015年股票市场异常波动、2018年以来中美经贸摩擦、美国金

融制裁和长臂管辖等冲击，2020年初疫情冲击下，A股市场于春节后正常

开市，有力地推动了风险缓释和投资者信心回升。债券市场有序打破刚性

兑付，持续优化违约处置机制，较好化解了企业集团债券违约风险。 

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更加稳健，人民币汇率

弹性增强，更好地发挥了调节国际收支的自动稳定器作用。深入推进“放

管服”改革，严厉打击外汇领域违法违规行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监

管有效的外汇市场不断健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的外汇市场

管理框架更加完善。外汇储备资产实现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外汇储备

规模保持在 3万亿美元以上，连续 17年稳居世界第一。外汇市场成功应对

多轮次、高强度外部冲击，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有力维护了外汇市场稳定

和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加强立法工作，筑牢金融稳定的法治基础。十年间，我国金融立法工

作稳步推进，启动《中国人民银行法》（2020 年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商业银行法》（2015年修正，2020年修改建议稿已公开征求意见）修法

工作，2015年修正《保险法》，2019年修订《证券法》。以上述金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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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为统领，以金融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重要内容、地方

性法规为补充的多层次金融法律体系不断完善。为切实解决我国金融稳定

法律体系缺乏整体设计的问题，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征求

意见稿已于 2022年 4月向社会发布。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设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2015年 5月 1日，《存

款保险条例》正式施行，保障存款人权益更加有法可依。在包商银行等风

险处置中，存款保险发挥了重要作用。2022 年，根据中央有关工作部署，

建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定位于由中央掌握的应对重大金融风险的后备资

金，与存款保险基金和相关行业保障基金双层运行、协同配合，是我国金

融安全网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共同维护我国金融稳定与安全。目前，金

融稳定保障基金基础框架初步建立，首批 646亿元资金已经筹集到位。 

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深度参与金融稳定理

事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央行行长会议组织、央

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等国际组织工作，并于 2016 年成功举办二十

国集团杭州峰会。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放宽市场准入，基本建立准入前

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比十年

前增加了 2.4 倍。人民币成功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成为第

三大篮子货币，权重从 10.92%提升至 12.28%。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 

2018年，党的十九大发出了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号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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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金融委靠前指挥，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

和地方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

本宗旨，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按照党中央确定的“稳

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基本方针，打好防范化解重

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重点领域的风险得到稳妥

处置，金融风险整体收敛、总体可控。 

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

来，坚决管好货币总闸门，十年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年均增速 10.8%，

与名义 GDP年均增速基本匹配，遏制了宏观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势头，为抗

击疫情、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创造了政策空间。疫情防控局势稳定后，前

期应对疫情的支持政策进一步优化，宏观杠杆率回到基本稳定轨道，2021

年末为 272.5%。 

果断处置高风险企业集团和高风险金融机构。金融管理部门按照市场

化、法治化的原则，对“明天系”“安邦系”“华信系”、海航集团等风

险程度高、资产负债规模大的高风险集团进行了“精准拆弹”。果断接管

了包括包商银行在内的 10家“明天系”金融机构，稳妥处置锦州银行、恒

丰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风险，辽沈银行、山西银行、四川银行顺利开业，

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的数量持续大幅下降。出险的中小金融机构在金融业

总资产中占比很小，但其中几家社会影响、舆论影响极其恶劣。 

全面清理整顿金融秩序。互联网金融风险的专项整治工作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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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000家 P2P网贷机构已经全部停业。有效遏制境内虚拟货币交易炒作

风气，中国境内比特币交易量全球占比从 90%以上迅速下降至 10%。严厉

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过去五年累计立案查处非法集资案件 2.5 万起。

深入实施金融领域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推动平台企业金融业务规范健

康发展。 

有效压降影子银行风险。按照“防风险、治乱象、补短板”的要求，

出台资管新规及配套实施细则，重点拆解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和交叉性金

融产品，影子银行规模较历史峰值下降约 25万亿元，风险显著收敛，金融

资产脱实向虚势头得到扭转。资管产品净值化比例显著提升，截至 2021

年末，净值型产品募集余额占全部资管产品募集余额的 84.4%，较 2018

年末提高 37.9个百分点。 

金融反腐治乱力度显著加大。加强党在风险处置中的领导作用，着力

解决风险机构党的建设弱化和缺失问题。坚决惩治金融风险背后的腐败问

题、监管失守及违法犯罪行为，最大限度追赃挽损。坚守“监管姓监”的

职能定位，强化监管执法力度，坚决遏制金融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净化行

业生态。一批不法金融“大鳄”和靠金融吃金融的“硕鼠”“蛀虫”相继

被严肃查处，形成强大震慑。 

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等诸多挑战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再次将世界经济带入深度衰退。

我国坚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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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35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