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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层面的金融监管机构改革基本落定之后，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正在加速落地。
2024年开年以来，地方金融委、地方金融工委紧锣密鼓组建，地方金融管理局也纷纷挂牌成

立。随着自上而下的金融监管机构改革渐次落地，央地协同金融监管新格局正在加快形成。

多地金融委亮相

央地协同金融监管新格局加快形成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 商
务部新闻发言人26日表示，欧盟
不顾中方多次交涉和劝阻，一意
孤行，在第 13轮对俄制裁中将 4
家中国企业列入制裁名单，这是
没有国际法依据和联合国安理
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

辖”。这一行为有违中欧领导人
会晤共识精神，会对中欧经贸关
系造成消极影响。中方对此坚
决反对，敦促欧方从中欧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大局出发，无条件停
止列单中国企业。中方将坚决
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商务部回应欧盟第13轮
对俄制裁将中国企业列入制裁名单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 针
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近日发
布《2023年中国履行加入世贸组
织承诺报告》，商务部世贸司负
责人 2月 26日回应称，中方注意
到这份报告的不实指责。美方
无视中国在履行世贸组织承诺
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歪曲中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改革
开放的显著成就，否认中国对多
边贸易体制和世界经济发展作
出的重要贡献，以毫无依据的武
断标准指责中国经贸政策，妄称
中国正当贸易措施为“经济胁
迫”，颠倒黑白，对中方因美方封
锁打压而采取的应对举措扣上

“主动脱钩”的帽子，诬称中方造
成“产能过剩”，充分反映了美方
的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中方
对此坚决反对。

这位负责人表示，加入世贸
组织以来，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
中成员，始终坚定支持多边贸易
体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
实履行世贸组织承诺，立足国情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和法律体系，扩大高水平制度
型开放，全面深入参与世贸组织
改革，积极帮助其他发展中成
员，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融入多
边贸易体制。过去一年，中方成

为首个完成《渔业补贴协定》批
约的发展中大国，引领完成投资
便利化协定文本谈判，推动世贸
组织实质性结束部分全球数字
贸易规则谈判，所发挥的积极建
设性作用获得各方高度赞赏，对
世贸组织和全球经贸发展所做
贡献有目共睹。

近年来，美方以“美国优先”
为出发点，违背世贸组织规则，
实施单边贸易霸凌，制定歧视性
产业政策，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严重影响国际贸易秩序，损
害世贸组织成员共同利益，中方
及其他成员已多次表达关注。
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已裁
决美相关措施违反世贸规则的
情况下，美方不仅拒绝执行世贸
组织裁决，还使世贸组织上诉机
构陷入“瘫痪”，对多边贸易体制
造成严重破坏。美方不反思纠
正自身行为，反而以抹黑、“甩
锅”的方式掩饰开脱自身违规和
破坏行径，这是极不负责任的。
我们再次呼吁美方及时纠正错
误言行，切实遵守世贸组织规则
和自身承诺，与包括中国在内的
其他成员一道，共同维护以世贸
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
边贸易体制，切实为应对全球问
题和挑战发挥应有作用。

商务部回应美发布
《2023年中国履行加入
世贸组织承诺报告》

机构调整只是第一步。在
新的监管架构下，中央与地方
要共同构建科学高效的金融监
管体系，实现“1+1>2”的协同
监管效应，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情。

多位金融人士认为，随着
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迈出重
要步伐，后续在具体监管实践
中，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和地方
党政机关如何在日常监管、风
险处置、资源调配等方面进行
深度有效的分工协作、协调配
合，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磨合。

“加强中央和地方金融监
管协调机制建设已经在顶层设
计进行了总体布局，接下来还

应该在具体实践中进行优化。”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
长田轩表示，要进一步厘清中
央与地方金融监管事权边界，
完善金融监管权配置的法治供
给，同时以新兴业务监管作为
抓手，增强中央和地方对金融
监管的合力。

对地方来说，面临着金融
监管理念转变、职能转化的挑
战。“不挂牌子是否意味着不用
履行相关职责？地方金融发展
和相关金融服务责任由谁来承
担？”一名地方金融监管人士表
示。

还有一些问题待解。比
如，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等

方面，地方和中央金融监管部
门存在职责交叉，如何做好分
工协调仍是关键；又如，如何加
强一直相对薄弱的地方监管力
量，提升地方监管能力水平等。

专家认为，要完善制度健
全、支撑有力的配套保障机
制。强化地方金融监管法治保
障建设，尽快出台地方金融监
管条例；探索建立监管考评体
系，鼓励和保护地方政府监管
积极性；通过充实地方金融监
管力量等方式，提升金融监管
能力水平，以科学、有效、有力
的监管不断增强金融发展的安
全性。

据新华社电

加强监管协同如何真正落地见效？

在新一轮金融监管机构改
革中，深化地方金融监管体制
改革备受关注。从近年来的金
融监管和风险处置实践看，加
强央地监管协同的必要性、紧
迫性日益上升。

地方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的重要战场。但由于历史原
因，地方金融监管力量比较薄
弱，在处理金融发展与加强监
管二者关系时也存在矛盾。董
希淼指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
接受中央金融管理部门监管，
但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党建、纪
检监察等职权均在地方党委政
府，中央金融管理部门派出机
构和地方政府在高管任免、风
险处置中难以协调的情况时有
发生。

当前，金融创新复杂多样，
防风险任务依旧艰巨，无论是
加强金融监管还是防范化解高
风险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
风险，都对加强央地监管协同、
提高地方金融监管效能提出了

更高要求。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提出，建立以中央金融管理部
门地方派出机构为主的地方金
融监管体制，统筹优化中央金
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设置
和力量配备。地方政府设立的
金融监管机构专司监管职责，
不再加挂金融工作局、金融办
公室等牌子。

“针对地方金融监管部门
存在的监管手段缺乏、专业人
才不足等问题，强化金融管理
中央事权，同时压实地方金融
监管主体责任，中央和地方的
金融监管职责分工更加明确，
监管效能将进一步提升。”国家
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
表示。

在曾刚看来，央地协同的
必要性体现在日常监管和风险
处置化解两个方面。“中央和地
方监管规则不统一，可能会出
现监管套利。只有央地同向发
力，动作才能统一，政策才能一

致，真正实现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的金融监管全覆盖。”

董希淼表示，调整和剥离
地方金融监管部门金融发展、
招商引资等职能，可以避免其
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从而能一门心思抓监管、防风
险。

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的
处置，也离不开地方政府。专
家表示，如果不动用地方政府
资源，容易出现没人牵头负责
或者风险处置效率比较低的情
况。通过设立地方金融委，可
压实地方党委政府的属地风险
处置责任，提高金融风险化解
的效率。

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
此前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
将在中央金融委员会的统筹领
导下，协同构建全覆盖的金融
监管体制机制，做到同责共担、
同题共答、同向发力，确保监管
无死角、无盲区、无例外。

大刀阔斧改革为哪般？

在 2023 年 11 月中央金融
委员会首次对外公开发声后，
近段时间以来，地方金融委、地
方金融工委陆续成立。

据统计，目前已有 20 多个
省份成立了地方金融委、地方
金融工委。与此同时，多地地
方金融管理局纷纷亮相，与地
方金融委办公室、地方金融工
委合署办公，人员配置与职能
设置也逐步明确。

记者观察到，多地原来的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官网已完
成更名，其中，大多数是地方金
融委办公室、地方金融工委、地
方金融管理局三块牌子并列。

另据记者了解，五个计划
单列市也在陆续成立对应级别
的金融委。

“这是落实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方案、深化地方金融监管
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复旦大
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董希淼表
示，组建地方金融委和金融工
委，将在地方层面加强党对金
融工作的领导，中央和地方金
融监管将联系更加紧密、体制
更完善，有利于加强央地协同，
提高地方金融监管效能。

根据 2023 年 3 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的《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方案》，中央层面的改革
任务力争在 2023 年年底前完
成，地方层面的改革任务力争
在2024年年底前完成。

随着中央金融委和中央金
融工委成立，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及各地派出机构陆续挂

牌，中央层面的金融监管机构
改革已基本完成。2024年开年
以来，筹备已久的地方金融监
管体制改革逐渐落地。

专家认为，中央部门之间
的协同、央地之间的协同，是中
央金融委、地方金融委及金融
工委的重要工作。在重大风险
的处置方面，地方金融委和金
融工委将发挥落实属地责任的
重要作用。

“我国各地金融监管部门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
署，落实金融机构改革方案，推
动加快形成新时代金融监管新
格局。”福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黄茂兴表示。

多地金融委密集组建

这是2月25日在阿联酋阿布扎比拍摄的世贸组织第十二届“中
国项目”圆桌会高层论坛现场。

世界贸易组织第十二届“中国项目”圆桌会高层论坛25日在阿
联酋阿布扎比举行。圆桌会围绕“从阿拉伯视角看加入世贸组织和
多边贸易体制”，通过分享阿拉伯国家加入世贸组织事例，探讨优化
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帮助更多地区国家尽快加入世贸组织并从中
受益。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