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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解读今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易宪容；2月14日)

文章作者：

    一年一度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２月１２日已经结束。一般来说，全国金融工作会是日常工作会议，除了对上年工作总结、部署当年的

工作外，并不会出台多少有影响的东西或政策，人们对它关注也不太多。但今年情况则不同。何也？根本在于去年金融改革力度大，这些改

革一定会对今年的金融业产生较大的影响。 

    ２００３年国内金融改革不仅范围广，而且力度很大，银行业更是如此。先有国有银行考核标准的变化（增加对国有银行利润的考

核），使得上半年的银行信贷超高速增长；后有银监会的成立、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启动、股份制银行的筹建、央行５号令及１２１文件的出

台、利率市场化的深化。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上升成国际上的政治问题，更是显示出国内金融改革的重要性。 

    ２００３年金融改革，将会对国内金融业的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如５号令、１２１文件的出台、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既意味着中

国经济从“财政主导时代”逐渐步入“央行主导时代”、意味着央行及银监会专业化水平的提升、意味着利益主体的崛起，也暴露出一些部门之

间利益缺乏协调而产生出了不少冲突，暴露出银行制度如何在不同层面的利益博弈中得以完善的问题。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则把这些摆到台

面上来，以寻找一个利益的均衡点。或许这也是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意义所在。 

    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包括了银行、证券、保险等方面的内容，但从领导人的讲话及媒体报道的取舍来看，虽然证券市场的发展、

保险体制改革的深化等问题都是这次会议的重要内容，但却没有成为会议的主要热点，央行主导仍然是这次会议的特色。而国有银行改革、

信贷结构的调整、人民币汇率问题既是会议的热点，也是今年金融改革的重心。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首先，国有银行几年来一直面临不小的困难。政府不断出台种种政策措施，特别是对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问题，更是下了大力气，如

债转股、制定严格风险管理规则、规定各行不良贷款率下降幅度等。 

    ２００４年初，国务院作出决定，对中行建行实施股份制改造，动用４５０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为试点银行补充资本金，更是把国

有银行改革推向新高潮。国家向中行建行注资４５０亿美元，相当于３７２０亿人民币。中行建行获得这种注资后，采取资产重组、呆坏帐

剥离、组成汇金公司、实行股份制改造等重组措施，以便达到最后上市的目的。 

    但是，两大国有银行获得注资，甚至于能够上市后，其改革就完全成功了吗？就像有人所指出的那样，国有银行用钱能够买到好机制

吗？我想，这个问题仍然需要观察。因为，任何制度的改变与确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一个过程。几年来，政府一直在拿钱给国有银

行买机制。对于四大国有银行来说，如果通过注销呆坏帐、出售不良资产、补充资本金来降低不良资产率，提高资本充足率，以便在短期内

达到重组上市的财务条件，而不再进行更为深层次的改革，不把这些改革的经验转为法律与制度，那么国有银行上市后要成功转制是不可能

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国有银行改革，今年不仅会出台一系列法律与条例，如《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规定》、《银行卡条例》、

《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和实施细则》等，以完善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的管理与风险控制，而且会为国有银行机制转变创造内外部条件，并且

会在利率市场化、货币信贷政策等方面有所调整。可以说，今年的金融改革，许多方面都会围绕着国有银行改革进行。国有银行改革上市，

建立有效的商业化运作机制是今年银行业改革的重点。 

    其次，银行的信贷结构调整也是今年金融改革的重点。２００３年是国内信贷增长最快的一年，全国金融机构全年新增贷款近３万

亿，去年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１９．５８％，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长１８．６７％。可以说，去年国内信贷超高速增长，既有国内外经济

环境的变化的原因，也有国有银行内部利益驱动的原因。有研究报告指出，商业银行对利差已非常敏感。在存款利率不变的条件下，贷款利

率向均衡水平每移动一个百分点，贷款增长将提高３个百分点。看２００３年国内信贷超高速增长是否合理，要看它是来自市场的需求，还

是来自非市场的作为。如果是来自市场的需求，国内信贷的高速调整有它自己的内在法则。 

    我们看到，中国人民银行早已发布公告，决定从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起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同时，从２００３年１２月

２１日起将金融机构在人民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由１．８９％下调至１．６２％。法定准备金存款利率仍为１．８０％。以一年期贷

款为例，现行基准利率为５．３１％，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后，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可在４．７８％－９．０３％的区间内按市场原则

自主确定贷款利率。在存款利率不变的情况下，这种利率市场化使得信贷的利差水平扩大一倍以上，借助于２００３年商业银行业绩改革的

示范效应，以及银行本身的利益驱动以及国有银行改革上市的需要，国内银行仍然有增加信贷的动机。 

    但是，银行信贷的结构调整也会逐步地进行，否则货币信贷增长过快会积聚潜在金融风险。这样，对少数行业（如钢铁、电解铝、水

泥）投资过度的抑制便是十分正常了。为了防止一些行业的投资过热，调整银行信贷结构，这次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了货币信贷的预期调控目

标，即２００４年全国金融机构全年新增贷款近２．６万亿左右，广义与狭义货币供应增长为１７％左右。有人认为，这是２００４年政府

货币调控的信贷大收缩。实际情况并不尽然。因为，２００３年货币信贷高速增长，除了实际信贷需求之外，还有一部分是银行追求贷款总

额分母做大票据空转的结果。把诸如此类的非市场因素的剔除掉，为了保证国有银行顺利地重组上市及国内经济适度的增长速度，国内货币

信贷将不会过大地收缩，而是会进行信贷结构调整。当然这种信贷结构调整对一些行业影响会大，而对另一些行业影响小，甚至于有些行业

仍然会得到银行的大力扶持。灵活性将是今年银行信贷的特点。 

    第三，关于人民币汇率的问题。虽然２００３年出现了关于人民币币值的国际交锋，人民币汇率走向承受了巨大的国际压力，但是人

民币汇率依然保持了稳定。最近人民币升值的传言又起。传言既出，央行立即表示这种传言是无中生有。 

    对于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总理的阐述在情在理，即“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对于这种表

述，我想应该分三个层次来理解。即人民币汇率水平、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及人民币汇率制度。 

    人民币汇率水平就是人民币对外币的价格，即一元人民币值多少美元。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就是人民币汇率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形成



的，是计划方式还是市场方式；如果是市场方式，又是由哪些因素来决定。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意思是，人民币的汇率是采取固定的方式呢，

还是浮动的或有管理浮动的等。 

    目前，国外所关注的往往是人民币的汇率水平及人民币汇率制度，而国内更关注的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问题理解的层次不同，

当然所要求的东西也就不同了。人们可以看到，从去年以来，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上下的功夫不小，比如动用国家外汇储备给国

有银行注资、增加居民旅游携带外币的数量、放开国内企业到境外投资、降低出口退税率等都是在为减轻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做工作。正如周

小川行长所讲，要让人民币实行自由浮动，必须在进出口贸易、资本项目开放、国有银行改革进展较大的条件下才能进行。所以，２００４

年，人民币汇率仍然是国内外十分关注的话题，同时也难免出现种种传言，但中国政府仍然会以人民币汇率稳定为先，会以合理的人民币汇

率形成机制为先。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只会在这个大前提下进行。 

    总之，从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透出的信息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今年的金融改革力度会比２００３年要大。同时，国有商业银行改革、

信贷结构的调整及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完善，将是今年金融工作的重点。 

文章出处：《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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