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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级联席会议的检查验收；二是按照合理

布局审慎审批的原则，合理确定相关交易场所的数量、类型，防止

盲目地一拥而上；三是建立健全相关交易场所的长效监管机制。

金融改革应有“三个势在必行”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

下，以温州为代表的长三角区域出现资金链断裂现象，为了使金

融更好地发挥现代经济的核心作用，应在未来改革中注意三个

势在必行。首先是金融切实有效支持我国实体经济升级换代势在

必行。金融归根到底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目前，在总体杠杆

率仍然相当低的情况下，已经明显存在金融和经济连接中比较大

的风险和融资缺位。其次是整个金融体系多样化改革势在必行。

如今我国已经决定在温州实行综合改革试点，这个改革应形成多

样化的金融生态，使整个金融市场上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融资工

具，以及所有金融产品之间无缝连接的状态来满足各种市场主体

的融资需要，为实体经济升级换代服务，形成比较合理的金融供

给支撑体系。金融多样化改革就是要面对不同层面、规格、性质

的金融活动，使金融活动在竞争中得到金融支撑。第三是构建可

持续的政策性融资机制势在必行。在政策性融资制度建设上必须

要抓住“两个要点”：一是在政策融资机制上坚持风险共担，不能

把风险全推给政府财政；二是支持小微企业和创新企业不可能有

求必应，要通过考评、规范、有透明度的遴选机制，对支持对象进

行挑选，给予部分支持。

以改革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应采取的关键举措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李佐军认为，在国际金融危机不断

持续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来推进改革。具体说

来，可采取如下关键举措：一是加大学习宣传力度，消除近年来人

们对改革的误解。让多数人认识到：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的持续高

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改革；贫富差距大、腐败较严重等问题不能归因

于市场化改革，而应归因于改革不彻底和政经改革不平衡；进一步

改革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唯一出路。二是搞好改革的总体

规划和顶层设计，使改革持续有序进行。要像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那样，制定各个层次的总体改革规划。按照“十二五”

规划的要求，高度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抓好制度变革的“纲”或

“龙头”。三是重新建立或明确改革的主管机构，使改革超脱部门

利益。改革主管机构要具有比一般部门更高的位势，能统领全国的

改革大局，能协调各个被改革部门。四是明确改革的突破口，使改

革在短期内取得明显的进展。考虑到应对持续的国际金融危机必

须加快扩大内需，必须加快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垄断行业改

革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等，建议先从政府自身改革做起，以此形

成改革的突破效应。五是加大对改革的考核力度，形成推进改革

的强大动力和压力。要像考核各地的GDP增长一样考核改革的推

进状况，对改革成效显著者进行激励，对消极改革者或阻碍改革

者进行惩罚和约束，形成各个方面齐推改革的良好局面。

不必过虑利率市场化对银行业冲击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曾刚表示，利率形成机制的变

化不可避免地会对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的运行形成较大冲击，

但是银行业对于利率市场化不必过虑。第一，我国存款利率市场

化仍需要较长的时间。我国目前所处的阶段大致相当于美国利率市

场化启动的时期，考虑到美国在拥有发达金融市场的情况下，还用

了16年的时间才完成存款利率市场化进程，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我

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一工作。此外，有鉴于商业银行在中

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我国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潜在成本要高

于美国，为此，还需要在风险分担、危机处置等方面有充分准备，

相关制度建设应尽快提上议事日程。第二，竞争的威胁主要来自于

银行业内部，而不是其他机构或市场的挑战。美国利率市场化对银

行业的冲击大多来自外部，金融市场创新所导致的“金融脱媒”大

幅压缩了银行业的生存空间。在中国，由于各种原因，金融市场并

未给商业银行造成太大的威胁。而且，随着银行间市场的发展，商

业银行甚至也成为了金融市场的主导力量。在这种背景下，表面上

的“金融脱媒”并不是来自外部的冲击，更多的是源自银行内部竞

争而进行的资产、负债结构调整。第三，利率市场化会推动银行业

转型。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银行业应调整资产负债结构、优化客

户结构、优化收入结构以及提高管理效率等。当然，不同类型的银

行还是应充分考虑自身的特点，制定有差异化的发展目标，如大银

行向综合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小银行向专业化、社区化发展，等

等。第四，在监管方面，应探讨更系统的政策措施，为银行业应对

利率市场化冲击创造更好的外部条件。一是在利率市场化以及竞

争加剧可能对银行利润产生冲击的情况下，合理对待银行的业务

创新，为银行拓展非利息收入提供较为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针

对大型银行机构，更为系统地探讨综合化经营的路径以及相应的

监管体系建设。三是针对不同类型的银行（特别是对那些地方中小

银行），进行分类指导、差异化监管，引导不同类型的银行确立符

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更为正确的发展定位和发展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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