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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因素对金融生态负作用及治理(吴学义等；8月1日)

文章作者：吴学义 陈平 范传新

    在市场调节机制尚不健全的状态下，政府主导金融运行的角色表现明显，政府行为与金融生态有着密切的作用关系，如果执政理念和

执政方式失当，势必对金融生态产生负面影响，造成政府与金融之间的不和谐，如何正确运用行政手段化解政府主导存在的一些弊端，因势

利导，让行政因素在金融生态中发挥积极作用，是各级金融机构领导在现阶段要认真思考和正确引导的大事。 

  当前在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将财政增收列为经济增长的首选目标，把经济发展定位于增加税收，鼓励企业争当“纳税英雄”，促使企业不

惜用流动资金充缴税款，最终使银行信贷资金转化成财政税源；为自己的政绩而作秀，政府在产业布局中，喜欢打造“看点”、“亮点”等形象

产业，“功名”经济唱主角，忽略了经济后劲稳固和经济质量提高，使产业基础外强内虚；在发展思路上“唱新调”，经济的发展思路经常是一

年一变或一届一变，由于经济思路调换过快，使金融支持无所适从，不利于金融政策持续执行。这就造成了政银之间难合拍，时常发生地方

产业政策与国家金融政策不合拍，致使金融宏观调控措施难以充分落实；在一些地方政府眼中，金融服务就是贷款服务，贷款增量是衡量金

融支持力度的惟一标准，不断诱导银行增加信贷投入，使金融服务变得很被动；经济指标“注水”过多，金融部门获取的官方数据失真，影响

了对经济运行的正确判断，对把握金融风险增加了不确定性；政府强行将金融单位纳入属地考核，比照政府其他部门，安排一些市政建设、

驻村扶贫、招商引资等工作任务，实行同任务、同评比、同奖罚，牵扯了金融部门不少的工作精力。另外执法环境也不理想。表现在依法收

贷上，因司法执行不力，银行债权得不到应有维护，使企业赖债行为屡禁不止，削弱了银行信贷能力。在企业改制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转制

改革，是以牺牲金融债权为代价的，给银行增加了不良资产。 

  针对行政因素对金融生态的一些影响，业内人士认为：治理金融生态环境，是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推进金融体制改

革的前提基础。行政因素引发的金融生态恶化矛盾不容回避，尤其是在经济落后地区，问题相对突出，如不尽早治理，将弱化金融服务功

能，影响金融对地方经济的支持力度。 

  首先，建立科学的金融生态监测体系。区域性金融生态状况如何，应有明确的评判依据及定性标准，目前金融生态建设刚刚升温，对存

在的矛盾还认识不全，分析不透，把握不准，加上行政因素问题普遍，根源复杂，不便操控，治理无从下手。中央银行应协同相关部门，尽

快建立和完善金融生态监测体系，设定科学的监测指标，以便准确、全面反映辖区金融生态状况，及时暴露存在问题，为有效治理生态环境

提供决策依据。 

  其次，搭建稳固的金融生态优化平台。一是政府支持平台，金融生态建设离不开政府部门的重视与支持，区域性金融生态越好，融资环

境就越优，对经济发展就越有利，政府既是金融生态建设的责任人，也是受益人。近年来，有些地方政府为便于联络金融工作，纷纷成立了

金融办公室，但职责缺位、错位现象时有发生。就此而言，还不如将金融办公室改为金融稳定办公室，重点关注辖内金融生态状况。二是公

正执法平台，部门利益冲突是金融生态关系扭曲的根源，在各种利益纷争中，金融行业常常处于被动和劣势地位，缺乏起码的尊重与保护，

付出的代价总比别人多。所以，营造公正执法环境是优化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要一环，尽可能排除行政执法对金融运行的冲击，保持金融履职

环境的宽松。三是信用建设平台，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关键要优化社会信用环境，扎实推进信用体系建设，打造“诚信政府”，进而带动全民

守信意识的普及。 

  第三，构筑长效的金融生态防护网络。除了金融行业本身应加紧强身健体，增强在复杂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外，构筑可靠的金融生态防护

网络，才是着眼长远的战略考虑。我国的金融业是在经营体制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条件下发展而来的，积累了大量的政策性、经营性

风险，导致目前金融体系脆弱性偏多，坚韧性不足，风险危机难以消除。必须依托政策环境、司法环境、市场环境、信用环境，为金融稳健

运行开辟一条“绿色”通道，优先考虑对金融业的政策扶持、司法保障、市场激励、安全稳定作用，维护金融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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