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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曹红辉参加APEC金融与发展项目论坛(10月16日)

文章作者：

    主题为"金融体系的稳定:政策与挑战"亚太经合组织金融与发展项目2003年度论坛于10月15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李勇:维护金融安全至关重要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在开幕致辞中指出，各经济体，特别是发展中的经济体，更容易受到金融体系动荡的冲击。亚洲以及其他世界

金融危机的发生，使APEC经济体进一步认识到，健全、稳定的金融体系对稳定金融市场和维护金融安全至关重要。如何在开放条件下，增

加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保持金融安全，如何在保持金融稳定性的同时，发挥金融体系的作用，是各经济体尤其是发展中经济体所面临的巨大

挑战。在此背景下，APEC各经济体应采取措施，对其金融部门进行改革，加强金融监管，为促进本地区乃至全世界的经济的发展和金融的

稳定，做出积极的贡献。针对金融体系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整顿金融秩序，提高了金融机构的竞争力。 

    唐双宁:监管工作致力十个统一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在发表演讲时指出，防范风险、深化改革和支持创新是当前银监会的三项重点工作。 

    唐双宁表示，当前银监会的工作重点有三项:一是防范风险，其中主要是降低不良资产，包括信贷资产、非信贷资产和表外资产中的风

险。二是深化改革，包括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综合改革、农村信用社改革以及其它改革。三是支持创新。创新就是发展，发展是硬道理。 

    他称，银监会基于对过去银行监管经验的总结，在具体工作中将致力于十个方面的统一:一是在监管范围上，要实现本外币、表内外、

境内外监管的统一；二是在监管过程上，要实现市场准入、风险防范、市场退出的统一；三是在监管方式上，要实现非现场监管与现场监管

的统一；四是在监管内容上，要实现合规监管与风险监管的统一；五是在监管标准上，要实现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的统一；六是在监管

方法上，要实现定性监管与定量监管的统一；七是在监管资源配置上，要实现重点监管与全面监管的统一；八是在监管手段上，要实现治标

监管和治本监管的统一；九是在监管的着眼点上，要实现中国国情与国际惯例的统一；十是在监管的最终目标上，要实现加强监管与支持经

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统一。 

    景学成:七大措施维护金融稳定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景学成在论坛上表示，央行将采取七大措施维护中国金融稳定。这七大措施是： 

    一是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努力稳定人民币汇率，为金融正常运营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二是积极引导金融体制改革的进展。根据国务院的规定，国有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改革方案由央行牵头设计，为

金融业的稳定建立良好的组织框架和制度保证。当前，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央行主导对国有商业银行乃至整体金融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实施，

可以更加有效地推进金融体制的深入发展。目前，央行已经承担了金融改革方案的综合设计工作。 

    三是建立和完善预警系统风险，发挥好最后贷款人的作用，防范金融动荡和危机。 

    四是加强支付和清算体系建设，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提供良好的技术环境。加强对支付清算体系的建设，有

利于中央银行和监管当局及时获得金融体系的信息，有效杜绝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 

    五是建立银行、企业和个人的征信体系，为金融业稳定创造良好的社会信用基础。央行将大力加强社会信用制度建设，加快建立全国

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 

    六是进一步完善金融信息的报告和披露制度。要加强金融监管机构、央行与被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做到信息共享，各金融机构

在向其主管监管机构报告的同时，应将同样的信息同时报告央行，央行将对经济和金融形势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监控，及时发现风险并采取行

动。 

    七是加强人民银行与各监管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政策协调，建立监管信息共享制度。 

    李扬:四管齐下拓展货币市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表示，2000年以来，公开市场操作已经成为我国最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要想使这一货币政策工

具充分发挥效力，应当从增加货币市场工具种类，扩大其市场规模等方面四管齐下，大力拓展我国的货币市场。 

    李扬指出，首先要增加货币市场工具，拓展货币市场。当前，我国公开市场操作所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在现行的强

制结售汇制下，这意味着通过外汇占款增加所提供的基础货币供应增长过快。对冲通过这一渠道产生的货币供应增加的压力，是我国货币政

策的一个重要任务。但是，相对于每天数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增长，我们的对冲工具过于短缺。他表示，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可以有四种

选择。一是大力发展政府债券市场，特别是发展适合货币政策操作的短期政府债券市场。这里又可以有两种选择:由财政部增发债券；将各

级地方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借款(和透支)转化为政府债券。二是借鉴香港外汇基金操作的经验，发行以国家外汇储备为资产基础的外汇储备

债券。三是积极推动国有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发行金融债券，与此同时，央行可以将这些机构过去在央行的债务证券化，转变为

可以在市场上交易的金融证券。四是发行以中央银行为债务人的央行票据。从实际操作情况来看，前三种方式都还停留在议论之中，惟有第

四种方式已经被采用。 

    其次是完善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基础设施。他表示，为了使银行间债券市场更好地发挥功能，建立更为完善，覆盖面更广，统一协调的

国债登记体系，势在必行。同时，扩大市场参与者，特别是稳步吸收企业等非金融机构，使之发展成为真正的OTC市场，亦属绝对必要。另

外，逐步建立商业银行的债券二级托管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发展面对广大个人投资者的银行柜台市场，以期形成覆盖最广大投资者的网络。 



    再次是促成交易市场的一体化。李扬指出，由于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两个彼此分割的市场的形成基础不同，功能也存在差异，统

一的过程则应谨慎。对近年来两个市场的利率走势的研究显示，它们之间基本上不存在套利机制。认识到这一点就应当承认，目前统一两个

市场的条件尚未成熟。统一两个市场的条件和途径，就是逐渐统一它们的功能。可以设想，如果今后券商和其他机构投资者融资的渠道逐渐

通畅，则交易所市场的融资功能将趋弱化，打通两个市场的条件就会具备。 

    最后是发展做市商制度，以发挥活跃交易和稳定市场的作用。 

    陈德霖：同步发展股票债券市场 

    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陈德霖在论坛上发表演讲时指出，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发展，不仅需要进行银行体系改革，同时也要同步发展股

票债券市场。 

    陈德霖说，中国内地股票市场存在着市盈率偏高而股息率偏低的现状，而在国际市场上，股票回报越高，其储蓄率就越低，资本市场

的财富效应十分明显。至于债券市场方面，内地国债市场的发展仍然有很大空间，而企业债市场更是十分弱小。上述现象使得银行的风险不

断积聚，不仅对资源最佳配置有影响，同时长此以往还会制约国内消费的启动。 

    陈德霖表示，事实上，对银行的过分依赖所造成的金融结构不平衡不仅在中国内地存在，在亚洲其他许多地方也存在。突出的表现就

是与银行贷款相比，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偏小。他指出，银行系统的改革十分重要，但仅仅如此，对于金融体系的稳定和持续增长还是不够

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也需要同步发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股票债券市场的发展不仅可以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提供就业机会和其他附

加值，同时投资回报的提高也有助于促进国内需求的增长。                                                 

                                                                   (记者：王炯；原载2003年10月16日《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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