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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支持必不可少
经济稳中求进，

文  |  黄益平

2021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面临的压力做出了需求收缩、

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判断，确定了“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同

时提出了宏观、微观、结构调整等一系列的重点政策。

2022 年，金融要在“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政策要求下发挥关键性作用，

将面临两方面挑战：一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在减弱，二是金融风险在

不断上升。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模式

开始转型，金融发展模式也亟待转变。

金融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经济发明之一，有了金融的支持，经济发展

的规模效应、劳动分工才成为可能，后来的工业革命才会出现，经济发展也

才可能加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22 年要实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的

政策目标，金融的支持必不可少。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 40 年建成了一个规模大、管制多、监管弱、银行

主导的金融体系。如果说过去的增长模式是要素投入型，今天就要变成创新

驱动型，这个转变对金融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

未来，金融发展总的方向还是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金融体系资源配

置更多的要靠市场，而不是靠政府干预。具体而言，需要着力做好以下两方

面工作。

第一，金融创新。一是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在金融中的

比例。二是银行需要进一步创新业务模式，适应经济创新的要求。三是推动

数字金融创新，包括移动支付、大科技信贷等数字技术，通过大数据分析来

支持信用风险评估，为企业融资提供支持。

金融创新的根本目的是支持经济创新，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支持创新型

中小微企业，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目前，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体的民营

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已经举足轻重，如果金融不能很好地服务中小微企

业，那么创新、就业和经济可持续增长将来都会遇到很大的挑战。

第二，金融监管。要逐步建成一套完整的金融监管框架。首先，政策目

标应该明晰保障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持金融稳定这三点。其次，

要给予监管部门足够的权力、足够的工具、足够的动力，去落实执行监管政策。

最后，需要有问责机制。相关政策落实到位与否，监管部门也要受到鼓励或

承担责任，从而促使监管政策得到更好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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