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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监管是贯穿 2017 年金融领
域的主题词，针对市场上存在的各
种乱象，各种“套路”，监管重拳接连
落地。日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要求，防范风险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可以预见，2018 年，严监管和防风
险仍将是金融领域的重中之重。

监管重拳接连落地

12月8日，银监会对广发银行
违规担保案开出7.22亿元的最大罚
单，对6名涉案员工终身禁止从事
银行业工作，令业内震动。

这只是金融领域强监管节奏的
一部分。今年前 10 个月，银监会
系统罚没金额达6.67亿元，处罚责
任人员 1096 名，禁止 49 人一定期
限直至终身从事银行业工作。

证监会保持执法高压态势，
2016 年以来对 32 名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立案调查。近期，赵薇夫妇
被罚5年禁入证券市场，乐视贾跃
亭因未履行借款承诺被责令改正。

保监会针对关联交易不规范、
股东股权、内控与合规管理等问
题，密集下发监管函，数量比去年
增加了一倍多。

治理乱象，既要加大处罚力
度，通过监管“长牙齿”让相关责

任人“长记性”，又要标本兼治，
防止风险和乱象死灰复燃。

金融监管全面升级的背后，是
监管层对风险的清醒认识和精准把
握。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总体看
我国金融形势是好的，但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我国金融领域尚处在风
险易发高发期，既要防止“黑天
鹅”事件发生，也要防止“灰犀
牛”风险发生。

金融生态正在重塑

金融监管的大网越织越密，让
一些违法违规行为无处遁形，原来
打监管“擦边球”的“老套路”难
以行通了，严监管正在重塑金融生
态。

——空转资金现象有所缓解。
今年以来，针对银行同业、理财业
务中存在的空转、套利等现象，银
监会掀起自查整改“旋风”，央行
货币政策维持稳健中性。随着套利
空间减少，目前同业资产和同业负
债分别比年初减少3.4万亿元和1.4
万亿元，理财产品增速同比下降
26.5个百分点。

——激进投资行为得到遏制。
去年以险资为代表的金融资本频频

“举牌”，成为上市公司“门口的野

蛮人”。保监会加强保险资金运用
监管，银监会出台股权管理规定，
入股银行有钱也不能任性。目前保
险资金运用回归稳健，近段时间未
发生激进投资行为。

——围堵钻空子赚快钱。重大
资产重组监管趋严、减持新规全面
升级、新设发审监察委……针对市
场操纵、清仓式减持、忽悠式重组
等乱象，证监会完善一系列基础制
度，全面围堵各种钻政策空子、谋
取不法利益的通道。

——全面清理非法金融行为。
禁止P2P平台开展校园贷、叫停数
字 货 币 ICO、 暂 停 网 络 小 贷 牌
照，监管层对各种非法金融行为采
取“零容忍”态度。

推进改革是着力点

严监管的核心目的在于防范系
统性金融风险。从全国金融工作会
议到十九大报告，再到中央政治局
会议释放的信号看，严监管和防风
险仍将是金融领域今后一段时期的
重中之重。

2017 年 ， 金 融 监 管 不 断 推
进，但仍然任重道远。除了遏制金
融乱象的雷霆行动，如何建立符合
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监管框架，如

何推进更深层次的金融改革，将是
下一步金融监管的着力点。

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
会、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建立
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
控框架……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全面
升级的顶层设计已经逐渐明朗。

央行近日联合相关部门就资管
业务征求意见，“各自为战”多年
的资管行业将迎来统一的监管标
准，未来更多的监管协调举措值得
期待。

“我国以综合监管、功能监
管、监管信息共享为特征的金融监
管新时代正在到来。”中国人民大
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
淼表示。

防范金融风险除了靠强监管，
更要靠金融改革。专家表示，今后
金融领域更深层次的改革将逐步推
进，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
济，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据新华社北京12月 11日电
记者李延霞、谭谟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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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对华首贷助力“北京蓝”
本报记者 李 婕

严监管，金融领域“最强音”

●中国经济运行出现积极变化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面已经发生了
积极变化。今年与往年相比，中国经济运行的
基本面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一是从去年开始经
济下行压力逐渐变小，增长弹性在增强；二是
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度下降；三是中国经济
已经进入创新活跃期；四是产业结构持续优
化，消费加快升级；五是全要素生产率顺周期
下降的不利局面得到扭转；六是总杠杆率上涨
速度明显放缓。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
副部长陈昌盛

●推动互联网与实体经济融合

当前，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以
信息网络技术加速创新与渗透融合为突出特征
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在全球范围孕育兴起，数
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而新
工业革命与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已经形成历
史性交汇，推动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做好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努
力抢占新一轮产业竞争制高点，是实现中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员周跃辉

●营改增有助于打通产业链

当前，中国处于经济结构转型时期，营改
增有助于从税收角度打通产业链条，对各环节
增值部分增税。值得注意的是，增值税的最新
修改增加了服务业及无形资产和不动产等内
容，基本上逐渐实现增值税全覆盖。同时，也
对部分重点行业减税，减税的领域主要集中在
消费相关行业，这与从本月开始施行的部分进
口商品关税下调相配合，将对消费增长起到促
进作用。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
学智 （郑倩雯辑）

12月 10日，数十名参加 2017全国高校竹设计建造大赛的外国
友人来到中国竹乡浙江湖州安吉县孝丰镇，在当地竹编非遗传承人
的指导下学习竹编技艺，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图为一名来自意大利
的外国友人在学习竹编艺术品的编制。 谢尚国摄（人民视觉）

12月 11日，海上丝绸之路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在福建泉州举行，来自世界各国的
117 个项目参展。该展以“一条海上丝路
万千非遗瑰宝”为主题，是第三届海上丝
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的重要活动之一。

上图：苗族姑娘在介绍非物质文化遗
产苗族银饰锻制技艺。

右图：工艺美术大师林秀敏 （左） 在
向参观者展示木雕雕刻技艺。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12月10日，来自世界各地58名参加2017世界旅游小
姐年度皇后大赛的参赛选手，兴致勃勃地巡游“中国最
美乡村”江西婺源篁岭古村，领略“中国最美乡村”青
山绿水的自然风光，体验千古遗存的“晒秋”民俗文
化，感受历史沧桑的人文风情。图为参赛选手在婺源篁
岭巡游。 施广德摄 （人民视觉）

世界旅游小姐品最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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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下简称“亚
投行”） 发布公告，显示首个对华项目落户北京，一
笔 2.5 亿美元的贷款将用于天然气输送管网等工程建
设，助力北京清洁能源发展。这是亚投行运行两年
多，投资多国的 20 多个项目后，在中国的第一笔投
资。专家表示，亚投行该项目着力精准，将帮助北京
改善生态环境，助力中国绿色发展。

在华投资首笔贷款

亚投行公告显示，董事会已经批准一笔2.5亿美元
的贷款，用于建设覆盖大约 510 个村落、连接大约
21.675万户家庭的天然气输送管网等工程。该项目执
行方为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整体项目预计
2021年完工。

投入使用后，这一项目预计每年可为北京减少65
万吨标准煤的使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59.57万吨、
颗粒物排放量3700吨、二氧化硫排放量1488吨、氮氧
化物排放量4442吨。

对于这笔项目投资的缘由，亚投行行长金立群表
示，“中国对于削减煤炭依赖的承诺将改变人们生活、
提升环境质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决定投资这个项
目。”金立群说，亚投行致力于帮助成员实现各自的环

保目标和发展目标，我们在中国的首次投资将引入可
持续基础设施，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助力这个亚洲最
重要的经济中心更具活力，这笔投资再合适不过了。

北京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杨松对本报记者分
析，有研究表明以前冬季供暖用煤与雾霾的形成有一
定关系，推广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很有必要。亚投行本
次投资将对北京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亚
投行的首笔对华投资，这也体现了生态建设的紧迫性
和加强相关投资的必要性。

基建投资惠及民生

公告显示，亚投行本次投资项目包括农村天然气
配送网络建设、低压天然气管道建设和家庭连接工作
建设，同时会安装耗气量表。

在当前推广使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尤其是多地
“煤改气”的大背景下，杨松认为，亚投行的这个项目
是“投对了”。就北京来说，2017 年，北京燃气清空
计划任务包括农村煤改气、锅炉煤改气、镇镇通共计
338项。

《京 津 冀 能 源 协 同 发 展 行 动 计 划 （2017-2020
年）》 提出，2020 年北京市平原地区基本实现无煤
化；天津市除山区使用无烟煤外，其他地区取暖散煤
基本“清零”；河北省平原农村地区取暖散煤基本“清
零”。在此背景下，京津冀煤改气建设加速。而从全国
范围来看，目前已有山西、内蒙古等近20个省份颁布

“煤改气”相关政策。
杨松说，就北京来看，城区天然气管网较为丰

富，而远郊和农村地区管网的通达面临山坡地形的制
约和资金不足等问题。管网类基础设施投资大、周期
长，先期成本很高，但也是一项回报率很高的投资，

将对当地的经济、生态起到长期的带动作用。巨大的
投资仅靠社会和民营资本是不够的，亚投行的项目支
持将助力当地民生，提高生态和经济效益。

推动经济绿色转型

亚投行副行长兼首席投资官潘迪安表示，该项目
将对提升北京居民生活质量产生显著的积极效应，也
表明亚投行一直致力于帮助成员转向使用更清洁的能
源，提高亚洲的经济与社会活力。

亚投行和中国在推广使用天然气项目上的第一次
“牵手”，也体现着中国的绿色发展理念。中共十九大
报告指出，推进绿色发展。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
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
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
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未来能源结构如何优化，保证经济环境双赢？复
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陈诗一认为，一要通过政府
宏观调控，例如财政补贴等举措推动；二要发挥企业
的主体作用，通过绿色金融、绿色投资行为以及产业
制度方面的协调发展，来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提高经
济质量。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则认为，要将“绿
色经济”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涵，
2020年以后，环保型、技术型的绿色经济将是中国经
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柱。

2017年是北京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根
据北京市统计局日前展开的专项调研，《北京市
2013-2017 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中居民煤改清洁能
源的目标已经达成。伴随着“无煤化”进程，老北京
人记忆中的胡同煤厂陆续关停，原先的胡同煤厂空间
纷纷“改头换面”，北京的煤炭行业正在转型发展。

银行业移动支付通用入口APP上线银行业移动支付通用入口APP上线

泉州举行海丝非遗展泉州举行海丝非遗展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记
者刘铮） 在中国人民银行指导下，由
中国银联联合各商业银行共同打造的
银行业移动支付通用入口APP“云闪
付”11日正式发布。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在发
布会上说，支付是民生之需、金融之
基。此次产业各方共同推出移动支付
APP，按照统一接口标准、统一用户
标识、统一用户体验的原则，是支付
产业深化金融创新应用、推动零售支
付回归便民本源的重要举措。

中国银联发布的信息显示，消费

者通过“云闪付”APP即可绑定和管
理各类银行账户，并使用各家银行的
移动支付服务及优惠权益。“云闪
付”APP 可绑定 10 张银行卡，方便
消费者跨行管理银行卡，并可集中查
看各家银行的各类支付优惠活动信
息。

中国银联总裁时文朝表示，“云
闪付”APP是商业银行、中国银联等
产业各方共建共享的移动支付产品，
通过持续优化用户体验、丰富产品功
能，为市场提供更加便捷、高效、安
全的支付新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