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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无论是大合并，还是小合并，都会面临不少

的问题。

问题之一是各方面阻力较大。在合并的过程

中，各级领导的总量会减少，竞争会更加激烈，

容易出现利益受损的情况。即便合并过程比较顺

利，组织架构和人员安排的调整也需要较长时间，

在此期间的监管工作难免会受到影响。

本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

稳定发展委员会。这是金融改革特别是金融监管

体制改革的重要进展，也是符合当前情况的最优

选择。

在此之前，关于一行三会大合并、小合并的

猜测一度非常流行。《英大金融》2016 年第 1 期

封面文章曾对此做了分析，提出机构分合需谨慎、

高层协调是关键的观点，后续发展与上述观点一

金稳委开启监管协调新时代
设立金稳委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重要进展，也是符合当前实际情况的最优选
择。未来还需要为金稳委配置合适的人手，平衡好金融稳定与金融发展的关系，
使其充分发挥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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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小合并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人事机构待定
尽管人民银行没有兼并银监会、证监会、保

监会中的任何一个，但金稳委的设立还是使人民

银行成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赢家。在本次金融

工作会议的通稿中，设立金稳委的决定后面，紧

随的是“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

险防范职责”。这半句话解释了设立金稳委的目

的。人民银行网站发布的新闻稿《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提到：“履行好国务院金融稳定

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职责”。金稳委的办公室设在

人民银行，进一步印证了人民银行对于金稳委的

主导权。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金稳委的负责人将由国

务院领导担任，可能是总理，也可能是主管金融

的副总理。如果这种预期得到落实，相比以前的

部际联席会议是一重大的进步。联席会议开始于

2013 年，由人民银行牵头，成员单位包括银监会、

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必要时可邀请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参加，各成员单位主要

问题之政是会降低金融监管的行政等级，削

弱金融监管能力。如果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

会变为类似于外管局的机构，其行政级别就从正

部级降为副部级。在中国，不仅监管机构有行政

等级，被监管机构也有行政等级，四大行等被监

管机构的行政等级还比较高。如果监管机构的行

政等级不高于被监管机构，就很难做好监管。

问题之三是影响监管的专业性。货币、证券

和保险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亲疏”之别，因为

证券和保险都不涉及货币创造，证券和保险之间

更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当初银监会从央行分离，

就是为了防止“同步震荡”，即银根与监管同步

缩放引起过度调节，让银行监管摆脱经济周期和

宏观调控的干扰，变得更加专业有效。

在不进行监管机构合并的情况下，是否仍能

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混业经营带来的问题呢？答

案是肯定的，金稳委的成立为监管协调建立了新

机制。

金稳委在保持“一行三会”不变的基础上，

在更高一级加强统筹协调。这种思路对于现行体

系改变最少、阻力最小。它能够对需要协调的问

题进行协调，同时又把不需要协调的问题让一行

三会独自处理，保证专业性。此外，设立金稳委

还有利于保持金融监管的行政等级和监管能力，

让金融监管机构的行政等级高于被监管机构。

与金稳委相配合的还有两个机制：一是推进

金融业综合统计和监管信息共享，对此，本次全

国金融工作会议已有部署，其中综合统计是基础，

会带来统计数据的标准化；监管信息共享是根

本，有利于进行监管协调。政是对于混业经营现

象最突出的资产管理领域，由人民银行牵头制定

统一的监管规则。这两个机制可谓是“微合并”，

既能解决问题，又把成本和冲击降到了最小。

需要注意的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

究所前所长张承惠认为，金稳委的设立是中国金

融监管架构改革的开端，而不是结束。这意味着，

以后还会有新的金融监管架构改革的举措，大合

金稳委在保持“一
行三会”不变的
基础上，在更高
一级加强统筹协
调。这种思路对
于现行体系改变
最少、阻力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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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稳定也会导致金融政务集中在高收入群体、金

融机构数量较少以及对于金融创新的强抑制，影

响金融发展。因此，既要促进金融稳定，也要促

进金融发展，政者缺一不可。

金融监管机构的天职是防范金融风险、促进

金融稳定，很容易就忽视金融发展。在政府机构

中，有一个部门是专门促进金融发展的，那就是

各个地方政府的金融办。但金融办的问题是，在

国务院层面缺乏对应的机构，导致其整体话语权

较小。

2016 年 1 月，国务院办公厅将其经济局六处

独立，设立金融事务局，即秘书四局。这有些类

似于中央政府层面的金融办，对于地方政府的金

融办可发挥领导、协调的作用。但是，金融事务

局只是正厅级部门，在行政等级上远低于金融监

管机构的正部级，对于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有限。

金稳委的成立有利于更大力度的促进金融发展。

如何能够促进金融发展？

在笔者看来，最重要的是放宽金融机构的准

入。新的金融机构会带来新的经营理念、商业模

式，会增加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有助于提高金

融政务的覆盖面和效率。如果没有源源不断的活

水，金融体系就容易暮气沉沉。

但在促进金融发展的同时也要加强金融监

管、维护金融稳定。对于有问题的金融机构，要

有及时退出的制度安排并得到充分落实。如此方

能实现金融发展与金融稳定的平衡。既不能只注

重引入新金融机构，而忽视淘汰现有金融机构；

也不能重视淘汰现有金融机构，而忽视引入新金

融机构。

总之，本次金融工作会议既延续了过去一段

时间的提法，着重倡导政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

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又有新的举措，设立金稳

委就是最突出的体现。未来还需要为金稳委配置

合适的人手，平衡好金融稳定与金融发展的关系，

使其充分发挥好作用。

（作者系本刊编委）

负责同志为组成人员。这种模式的主要缺陷是没

有国务院领导的参与，各部委负责人彼此级别平

等，很容易形成“议而不决”的场面。

与以前的金融工委相比，金稳委的成员单位

范围覆盖面估计会相对较窄，与部际联席会议类

似。金融工委成立于 1998 年，撤销于 2003 年，

它的负责人是国务院领导，但是组成人员不限于

监管机构，还包括各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

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等，在范围上似有

过广之嫌。

除了负责人和成员单位，金稳委是否有专家

委员同样值得关注。“委员会”与“部”相比，

前者在人员组成上具有非常大的灵活性。比如，

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主要是各财经部委负责

人组成，但也有三位专家委员。这些专家委员对

于丰富委员会的视角、促进委员会决策的科学性

具有重要作用。金稳委有可能采取类似的机制。

由于金稳委的级别比货币政策委员会更高，金稳

委的专家委员将会更加炙手可热。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大数字

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早在 2015 年就提倡设

立国家金融稳定委员会，并建议这个委员会拥有

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研究团队。这个研究团队

可以就需要协调的问题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供

决策者参考。在没有研究支撑的情况下，监管协

调容易演变为拍脑袋，难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

金稳委是否会有相对独立、完整的研究团队，还

需要拭目以待。

稳定与发展并举
金稳委的全名不是金融稳定委员会、金融监

管协调委员会，而是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这里

面有两个关键词：稳定和发展，其中金融稳定无

疑是焦点，但发展也同等重要。 

金融稳定与金融发展之间是什么关系？一方

面，金融稳定有利于促进金融发展，金融危机则

会带来金融发展的倒退；另一方面，过于强调金

国务院金融稳定
发展委员会有两
个关键词：稳定
和发展，其中金
融稳定无疑是焦
点，但发展也同
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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