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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底线

国民经济稳定和民生福祉，必须承担

相应的社会责任，贯彻执行国家方针

政策，维护经济平稳健康运行，促进社

会全面发展进步。这也是金融行业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选择。四是金融

创新的基本原则是风险可控、成本可

算、公开透明。在金融创新的同时应该

更加关注金融创新风险，有针对性地

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政策措施。对创

新给予充足的资源支持与保障，针对

业务创新的内在特点与规律，科学确

定差异化的风险容忍度，不断提高银

行自身创新的内在动力。

（二）监管部门应该担负的责任。

一是主动关注经济社会的热点和难点，

进一步加强监管工作的前瞻性、时效

性。在审批各类创新事务的时候，要监

管先行。如2012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前

海开发开放政策，前海先行先试政策

涵盖了金融、税收、法律、人才、医疗

及电信六大领域，共22条，其中金融

领域的优惠政策占了8条。对于这些

优惠政策，金融监管机构应前瞻性地

预见到对现有的监管机制的冲击，及

时制定应对策略。此外，出台的法律法

规也应该对创新事务具有前瞻性。如

2013年，银监会发布了《关于规范商业

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

知》，引入了非标准化债权资产（即各

类绕规模的信贷资产）的概念，这一概

念把各类纯文字创新的绕规模业务都

圈了进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二是加

强监管部门的互联互通，通过分工合

作建立宏观审慎的监管框架，实现监

管的完整性和有效性。我国金融业长

期面临着混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困境。

特别是近年来，开始探索由间接融资

向直接融资发展，债券市场等直接融

资渠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我国综

合经营监管模式方面的改革相对滞后，

这些业务涉及到发改委、人民银行、证

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等监管部门，目

前需要跨部门商讨的金融改革，往往

通过联席会议制度进行会签，大大降

低了政策实施效果。加强监管的互联

互通，迫在眉睫。在防控金融业综合经

营风险的过程中，金融审计也可以发

挥更大作用。金融审计是审计中的特

殊领域，是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发

挥作用的重要领域，因为审计对象涵

盖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

司等，金融审计具有综合监管的免疫

系统功能先天优势，因此金融审计对

防控金融业综合经营风险具有相当大

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三是监管的度要

松紧适宜，“鼓励与规范并举、培育与

防险并重”。监管不是目的，监管是为

了使创新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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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金融创新和监管沿着

“创新—监管—再创新—再监管”的道路

不断进行博弈。面对我国金融市场运行

和金融创新暴露出来的部分问题，笔者

对双方博弈的尺度和底线进行了思考。

（一）金融创新应把握的原则。一

是金融创新的核心要点在于对实体经

济的支持。做好新时期的金融工作，要

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

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

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确保资金投向实

体经济，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

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

循环和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

象。支持实体经济是金融创新的命脉，

是加强金融创新业务的内部驱动力的

关键所在。二是金融创新的发展方向

要符合国家的大政方针。这是调整我

国经济结构的客观要求，也是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只有发展方

向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一致，才能使金

融创新进入加速上升的快车道，才能

使与生产制造等密切相关的现代金融

服务业成为引领要素流动、优化产业

分工的重要力量和主导作用。三是金

融创新的主体应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金融机构由于自身经营发展关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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