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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调整只是第一步。在新的监管架构下，中央
与地方要共同构建科学高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实现

“1+1>2”的协同监管效应，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多位金融人士认为，随着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迈出重要步伐，后续在具体监管实践中，中央金融监
管部门和地方党政机关如何在日常监管、风险处置、
资源调配等方面进行深度有效的分工协作、协调配
合，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磨合。

“加强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设已经在
顶层设计进行了总体布局，接下来还应该在具体实践
中进行优化。”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
表示，要进一步厘清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事权边界，
完善金融监管权配置的法治供给，同时以新兴业务监
管作为抓手，增强中央和地方对金融监管的合力。

对地方来说，面临着金融监管理念转变、职能转

化的挑战。“不挂牌子是否意味着不用履行相关职
责？地方金融发展和相关金融服务责任由谁来承
担？”一名地方金融监管人士表示。

还有一些问题待解。比如，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
资等方面，地方和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存在职责交叉，
如何做好分工协调仍是关键；又如，如何加强一直相
对薄弱的地方监管力量，提升地方监管能力水平等。

专家认为，要完善制度健全、支撑有力的配套保
障机制。强化地方金融监管法治保障建设，尽快出台
地方金融监管条例；探索建立监管考评体系，鼓励和
保护地方政府监管积极性；通过充实地方金融监管力
量等方式，提升金融监管能力水平，以科学、有效、有
力的监管不断增强金融发展的安全性。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
记者李延霞、任军

加强监管协同如何真正落地见效？

多地金融委亮相

央地协同金融监管新格局加快形成

在中央层面的金

融监管机构改革基本

落定之后，地方金融监

管体制改革正在加速

落地。

2024 年 开 年 以

来，地方金融委、地方

金融工委紧锣密鼓组

建，地方金融管理局也

纷纷挂牌成立。随着

自上而下的金融监管

机构改革渐次落地，央

地协同金融监管新格

局正在加快形成。

在 2023 年 11 月中央金融委员会首次对
外公开发声后，近段时间以来，地方金融委、
地方金融工委陆续成立。

据统计，目前已有20多个省份成立了地
方金融委、地方金融工委。与此同时，多地
地方金融管理局纷纷亮相，与地方金融委办
公室、地方金融工委合署办公，人员配置与
职能设置也逐步明确。

记者观察到，多地原来的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官网已完成更名，其中，大多数是地
方金融委办公室、地方金融工委、地方金融
管理局三块牌子并列。

另据记者了解，五个计划单列市也在陆
续成立对应级别的金融委。

“这是落实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深 化 地 方 金 融 监 管 体 制 改 革 的 重 要 举
措。”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董希淼
表示，组建地方金融委和金融工委，将在
地方层面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中央
和地方金融监管将联系更加紧密、体制更
完善，有利于加强央地协同，提高地方金
融监管效能。

根据 2023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央层面
的改革任务力争在 2023 年年底前完成，地
方层面的改革任务力争在 2024 年年底前
完成。

随着中央金融委和中央金融工委成立，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及各地派出机构陆
续挂牌，中央层面的金融监管机构改革已基
本完成。2024年开年以来，筹备已久的地方
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逐渐落地。

专家认为，中央部门之间的协同、央地
之间的协同，是中央金融委、地方金融委及
金融工委的重要工作。在重大风险的处置
方面，地方金融委和金融工委将发挥落实属
地责任的重要作用。

“我国各地金融监管部门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的统一部署，落实金融机构改革方
案，推动加快形成新时代金融监管新格局。”
福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茂兴表示。

多地金融委密集组建
在新一轮金融监管机构改革中，深化地方金融监

管体制改革备受关注。从近年来的金融监管和风险
处置实践看，加强央地监管协同的必要性、紧迫性日
益上升。

地方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战场。但由于
历史原因，地方金融监管力量比较薄弱，在处理金融
发展与加强监管二者关系时也存在矛盾。董希淼指
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接受中央金融管理部门监管，
但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党建、纪检监察等职权均在地
方党委政府，中央金融管理部门派出机构和地方政府
在高管任免、风险处置中难以协调的情况时有发生。

当前，金融创新复杂多样，防风险任务依旧艰巨，
无论是加强金融监管还是防范化解高风险中小金融
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都对加强央地监管协同、提高
地方金融监管效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建立以中央金融
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为主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统
筹优化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设置和力量
配备。地方政府设立的金融监管机构专司监管职责，
不再加挂金融工作局、金融办公室等牌子。

“针对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存在的监管手段缺乏、

专业人才不足等问题，强化金融管理中央事权，同时
压实地方金融监管主体责任，中央和地方的金融监管
职责分工更加明确，监管效能将进一步提升。”国家金
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

在曾刚看来，央地协同的必要性体现在日常监管
和风险处置化解两个方面。“中央和地方监管规则不
统一，可能会出现监管套利。只有央地同向发力，动
作才能统一，政策才能一致，真正实现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的金融监管全覆盖。”

董希淼表示，调整和剥离地方金融监管部门金融
发展、招商引资等职能，可以避免其既当“裁判员”又
当“运动员”，从而能一门心思抓监管、防风险。

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的处置，也离不开地方政
府。专家表示，如果不动用地方政府资源，容易出现
没人牵头负责或者风险处置效率比较低的情况。通
过设立地方金融委，可压实地方党委政府的属地风险
处置责任，提高金融风险化解的效率。

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此前接受新华社采访
时表示，将在中央金融委员会的统筹领导下，协同构
建全覆盖的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做到同责共担、同题
共答、同向发力，确保监管无死角、无盲区、无例外。

大刀阔斧改革为哪般？

2023年5月18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正式挂牌。 新华社记者 李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