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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金融高水平开放是中国特色开放型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关键环节,是新时

代扩大对外开放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 全方位、多层次提高金融开放的质量和水平,必须坚持服

务于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导向,以金融资源要素的流动与合作搭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纽带和桥

梁;遵从经济规律,以金融开放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实现更大范围的资源配置,为实体经济提供有

力支撑;加强风险意识,健全系统化、贯通性的金融监管制度体系,实现金融监管的高效运行与质量

提升。 只有明晰、落实新时代金融开放的重大原则,才能在保障本国核心利益的基础上,以更高层次

的开放型经济推进全球经济共荣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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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需要更好的中国。 面对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纷繁复杂的局势,党的二十大报

告明确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1]32,在此战略

推动下,中国的金融开放也必然不断纵深发展。 其

实在 2017 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

已经明确提出“要扩大金融对外开放。 要深化人民

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稳步

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并且要在开放有序的条件下

“积极稳妥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2]281 金融开放作

为助力金融更好发挥功能的有效手段,目的是服务

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实质是实现更大范围的资源配

置。 遵循开放的重大举措“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

慢”原则,我国的金融开放自 2018 年以来一直稳步

推进。 2021 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进一步对金融业开放的领域作出细化,“稳妥推

进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的开放,对“人民

币国际化”的要求从“稳步”精进为“稳慎”。[3] 结合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现实,据此可见,对金融

开放的要求蕴含着深化内外两个资本市场互联互通

的内在要求,同时在不稳定的外部环境下对处理好

开放与安全的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 由此,中国金

融领域的开放问题该何去何从成为当前复杂环境下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议题,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金融工作与金融开放的重要论述,是正确理

解新时代中国金融高水平开放重大原则的理论

指南。

一、坚持战略导向,以金融开放推动构建新发
展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

根据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创造性提出的

重大战略。 新发展格局的决策,是要从根本上扭转

我国过去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依赖国际循环的局

面,走向以国内循环占主导地位、内外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模式。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新发展格局强

调以内循环为主体,绝不意味着闭关自守,反而是一

种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积极主动的开放。 尽管目前

遭遇了逆全球化思潮影响,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始终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回答了如

何顺应世界动荡局势下我国实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的路径选择,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世界和中国发

展大势的敏锐把握,推进中国以更高层次的开放型

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的前瞻性布局。
金融开放是未来中国实现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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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重点与关键环节,理应服务于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 “开放”是内外联动,重点在于互利合作,解决

由低水平转向高水平开放的问题;“循环”是动态过

程,关键在于畅通无阻,解决内外资源要素自由顺畅

流动的问题。 金融通过“开放”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

大局,实现更大范围的“循环” 主要涵盖三个要点。
其一是金融业的制度型开放。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1]32,这也是“十四五” 期间的

主攻方向。 外资金融机构带来先进的市场规则和管

理理念、成熟的服务模式和业务能力,可能会使国内

市场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从而成为倒逼国内机构金

融改革的重要推动力,用市场化、法治化的手段推进

金融以更高水平开放,并合理运用“鲶鱼效应”丰富

境内市场主体、优化引资结构,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

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其二是金融业的国

际化发展。 金融开放从来不是单向度的,这表征以

外部资源作为内循环的重要支撑“引进来”的同时也

能够向外循环延伸,提高“走出去”的水平。 根据金

融开放的战略步骤和实践路径,不仅要对人民币汇

率实行市场化改革、对资本项目进行有序开放,也要

推动人民币走出去,提高金融业国际化水平。[4]303 其

三是有效防止“硬脱钩”。 实施更高水平的金融开放

链接内外,是防止“硬脱钩”的基础保障。 当前,中美

博弈进一步加深,加上国际形势不稳定,使得全球产

业链、贸易投资和金融体系面临“脱钩”风险。 但越

是在这样的逆境中,我国越要在战略高度上将金融

开放置于新发展格局战略决策中予以考量和谋划。
金融开放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在金融领域的落

实途径,以提高自身开放型优势有力支撑国内大循

环,以金融资源要素流动与合作搭建连接国内国际

双循环的桥梁。 由此,助力新发展格局的建构具体

应把握以下重要领域。

(一)金融资本领域: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和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敞开国门吸引外资一个重要

目的是能够通过开放促进自身建设。[5] 当前国际经

济金融态势变幻莫测,美联储激进加息,我国如何高

质量利用外资稳定增长的形势更趋复杂,具体来说

应该关注以下三点。 一是要让资本进得来。 其关键

在于打通进入国内大循环的堵点,如前所述,着力推

进金融制度型开放。 全面实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

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2021 年金融业准入的负

面清单已经正式清零,中国金融业遵循“法无禁止皆

可为”的原则和从“正面清单”转向“负面清单”的态

度,表征着我国对标国际最高标准向更高水平金融

开放迈进一大步,它的实施有利于为内循环提供资

本增量。 二是要让资本留得住。 过去我们的政策过

度依赖短期性措施,这些政策在一定时间内肯定会

利好外资投资,但其效果难以持久,甚至长远看会带

来负面影响。 现阶段我们应侧重于吸引长期投资,
在今后的扩大吸收外资政策措施中,以我国实体经

济健康稳定发展为坚实后盾,重点关注改善营商环

境,提高其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水平,增强外

商长期投资经营信心,增加外资长效稳定的投入。
三是要让资本有效投资。 在近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一些领域出现资

本无序扩张的现象,强调对待资本必须“正确认识和

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为资本“设置红绿

灯” [6] 。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规制资本扩张并不是说

不要资本,而是要让资本从“无序”扩张到“有序”发

展,因此,对于金融开放环境下引入外资进行有效投

资的思路,其着力点在于引导资本进入国家亟需发

展及亟需补短板的领域,既充分利用外资在国内有

序流动和有效投资,又牢牢把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服务于内循环。 就国家商务部公布的数据,尽
管目前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增加,2023 年 1-4 月我国

吸收外资 4994. 6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 2%①,这
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稳定的良好局面对境外长期资本

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二)国际货币领域: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实体经济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基石,我国经济

基本面向好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利保障。 从现实情

况看,人民币影响力在不断提升,中国的 A 股、债券

等被纳入 MSCI、富时罗素、彭博巴克莱等多个国际

知名指数中,“沪港通”“沪伦通”“深港通”“债券通”
等平台的建设也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入新阶段。 但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稳步推进人民

币国际化”到“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表征我国

仍需深化金融改革与开放,提高与人民币成为国际

货币相匹配的能力,创造人民币国际化所需的条件。
美国将俄罗斯踢出 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

协会)对我国是一个重大警示,不排除美国同样通过

SWIFT 威胁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安全。 在此国际

环境下,未来应从以下三方面考虑加快人民币走向

世界货币的基础设施和配套体系构建。 其一,强化

人民币跨境支付功能,完善 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

系统)建设。 “一带一路”建设金融创新是习近平提

①数据来自国家商务部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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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金融对外开放的着力点之一,区域冲突的爆发可

能会使“一带一路”倡议受到影响,但并未动摇我国

建设“一带一路”重大决策的决心。 进一步通过“一

带一路”重大项目与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从空间上扩展人民币跨境支付的使用场

域,推动实现经常项目下和资本项目下的本币兑换

和结算,同时也鼓励境外人民币投资回流,降低对美

元的依赖。 其二,培育人民币大宗商品贸易计价结

算功能。 2018 年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原油期货在上

海正式上市,这是第一个境外投资者可以直接参与

的期货商品,是我国扩大对外金融开放的重要举措,
有助于促进人民币在全球贸易中的使用,提升中国

在全球金融治理格局中的地位。 其三,积极探索数

字货币在国际交易中的使用。 加快国内城市试点运

行数字人民币,同时精简跨境支付的繁杂程序,发挥

其即时跨境支付的优势,成为抵制美元霸权的有效

手段,摆脱美国主导的 SWIFT 系统的制约。

(三)自贸区领域: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港) “率先

探索、充分试验”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

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

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有机衔接起来,打造改革

开放新高地” [7]54。 依托自贸区建设制度创新这个核

心任务,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的一系列改革创新政策

都能够通过多维度、分试点的方式在自贸区先行先

试,不断摸索与实践,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其一,创
新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进一步优化金融营商环境,
利用优质金融企业集聚效应增加金融供给;进一步

推动金融国际化,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在自贸区和自

贸港先行先试;支持实体企业融资需求的改革创新

举措;同时探索投融资及汇兑方面的便利措施,为我

国经济发展开辟新空间。 其二,拓展跨境金融服务

的功能。 目前我国移动支付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下
一步在保持优势的同时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及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力图提高优化资源配置能力,提
升金融服务质量。 抓住数字化转型机遇,创新人民

币跨境流动方式,增强竞争力。 其三,发挥差异化改

革创新的优势。 中国自贸区建设的基本要求就是要

探索差异化发展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定位上海自贸

区是向全世界亮明我国全方位开放的标杆,以建设

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为目标。 上海在分账管理、外汇

管理等基础性制度创新方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和推

广的金融模式,广东前海和南沙也是金融开放的排

头兵,形成股权投资培育新兴产业及“科技+跨境金

融”等创新实践成果。 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海南

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和推动

的重大举措,力求探索出更多能够服务于新发展格

局的金融开放制度创新的有效手段,对我国未来提

升国际大循环的水平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遵从经济规律,以金融开放服务于实体经
济发展

　 　 金融的天职是为实体经济服务,金融开放作为

助力金融更好发挥功能的有效手段,更应服务服从

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配

置,为实体经济提供有力支撑。
现阶段,金融领域的开放面临加剧“脱实向虚”

偏向的可能性。 金融开放一方面活跃了跨境资本自

由流动,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另一

方面,开放了的金融市场同样也刺激了跨境资本流

动的投机和套利本性,让“炒”成为国内外投资者按

捺不住的强烈冲动,致使开放下的金融更有放大与

实体经济脱离运行的迹象。 以房地产市场为例,一
时兴起的“跨境炒房”使国内高净值人群蜂拥进行所

谓的“海外置业” ①;与此同时,开放从来不是单向度

的,有流出必然会有涌入。 国外“热钱”通过多种渠

道进军我国楼市,会导致房价攀升并吹大房价泡沫,
而一旦跨境资本实现其无风险套利收益后有可能就

会迅速撤资,这将引发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严重影

响金融市场的稳定。 金融一旦开放,不仅会加重这

种偏向,还会使风险扩大化和传导性更强,对整个金

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产生潜在冲击。 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早在 2017 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就

明确提出“金融回归本源”的重大论断[2]278,一方面,
经济发展的根基在于实体经济,实现实体经济的发

展与繁荣是当前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的主

要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不论经济发展到

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

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 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

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 [7]115-116 另一

方面,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的润滑剂。 习近平多次强调,金融的天职、宗旨是为

实体经济服务, 这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

措。[7]116
 

习近平总书记这些重要论述,对拓展金融服

①根据网络公开数据整理。 自 2018 年中国金融业开启

新篇章以来,仅第一年海外置业咨询量增长率就为 52. 9%;
但值得一提的是,2022 年底以来中国买家对海外住宅房地产

的需求在全球范围内下降约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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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体经济的深度和广度厘清了思路,这同样也是

金融开放必须遵循的原则。 对于金融开放来讲,其
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手段,其重

要特征就是要服务、服从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实

体经济发展为根本目标。 实体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才是金融对外开放的坚实后盾,如果脱离实体经济

这一基本方向,无疑会对金融体系的稳定和经济的

长期持续发展造成重大风险和损害。
金融开放是一项系统工程,金融市场和金融机

构的对外开放、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人民币国际

化、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及“一带一路”金融创新等多

方面举措都是其有机组成部分。 金融开放支持实体

经济发展的思路根植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金融要

“为实体经济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
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

薄弱环节” [7]117 的重要规划指引,对金融开放服务实

体经济提质增效,巩固和壮大实体经济发展根基具

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其具体路径在于更宽领域利用

外资,疏通金融支持渠道;更高效率配置资源,营造

良好金融环境;更大力度助推产业转型升级,金融扶

持科技创新。

(一)多角度拓宽跨境资本进出渠道

　 　 资金融通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最重要的功能,
通过金融开放破除限制金融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
充分吸收跨境资本流入国内市场,增加资金供给。
从机构准入维度入手,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制度及

缩减负面清单,放宽外资准入门槛和持股比例限制,
同时在股东资质、设立形式、业务范围及牌照数量等

方面降低要求和标准,扩大吸收外资规模,到 2021
年我国已全面取消外资持股比例限制;从市场开放

维度入手,主动发展国内外资本市场联动,健全合格

境外投资者制度。 2019 年 9 月我国全面取消 QFII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 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等的限制,境外投资者可以通

过 QFII 和 RQFII 直接入市。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的

开放是双向的,资金充分涌入的同时必然也存在输

出。 对此,我国在拓宽资金内外流动均衡的渠道上,
增加境内机构境外发债规模并允许募集资金回流境

内。 先后出台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QDII 和人民

币合格境内投资者 RQDII 渠道,加上“沪港通” “深

港通”“债券通” “北向互换通”的启动,进一步便利

了跨境资本流动。 可以看到,这些年我国金融开放

水平虽然在持续提高,但资本项目仍然是部分管制

状态。 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逐步放开,有助于稳定

市场预期,达到增强境外投资者信心、更多吸收外资

的目的。 进一步说,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有助于

帮助实体经济释放风险,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
所以金融双向开放必须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和资本项目可兑换协调统筹。 对于拓宽金融开放渠

道有可能产生的风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明确

指出要做好金融平稳开放的动态管理和风险防控,
在开放顺序、重点领域上合理安排并加快推进,在风

险上要建设防范风险的有效机制。[2]281

(二)多元化建设金融业开放支撑体系

　 　 当前我国金融与经济发展存在时间和空间结构

上的错位,习近平总书记敏锐觉察到了这种“匹配失

衡”问题,指出“金融业的市场结构、经营理念、创新

能力、服务水平还不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诸
多矛盾和问题仍然突出” [8] 。 要妥善应对这些困难

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清晰定调需要扩大开放,同时

明确需要“优化金融体系和融资结构,提高金融机

构、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体系的质量和服务效

率” [7]117,具体而言,一方面,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平
衡金融市场结构。 长期以来,我国实体经济获取融

资的方式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导,拓宽金融领域的

开放尤其是作为直接融资代表的证券业的开放,既
吸引资本要素在国内流动,降低资金使用成本,又推

进中国金融融入全球金融市场,为国内及跨国企业

筹集资金,这对破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同样具有

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提高服务

效率。 针对不同特点的企业,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金

融机构“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金融产

品” [9]308。 而对于金融创新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鼓

励积极探索经济数字化转型路径,为实体经济的发

展提质增效;与此同时,加强内外金融市场协同,满
足多层次资本市场需要。 内外金融机构深度合作有

助于减少不同金融市场间信息不对称问题,畅通整

个金融市场服务的协调性,满足实体经济在不同金

融市场的不同需求。

(三)多方位引导金融开放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金融开放服务实体经济要以推动产业发展和升

级为主要任务,并在产业的融资、投资和增值等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 我国经济长期保持“无危机增长”稳

定了境外投资者的信心,能够吸引创新面和技术面

强大的外资机构投资,这对于补齐我国产业链、供应

链短板是有利因素。 其一,高质量引入外资机构设

立研发中心,其示范效应能带动我国企业提高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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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优化产业结构;其重大技术溢出与扩散效应能

快速提升我国短板产业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创新。
与此同时,为吸引外商外资,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

环境,也要注重产权保护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要在

审查质量和效率上下功夫[5] 。 其二,增强资本市场

对科技创新企业的包容性。 在证券市场方面,开设

科创板,引进外商支持科技创新企业,加快创新成

果、新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保险业方面,利用

来源稳定、期限长的保险资金设立投资基金,为实体

经济发展提供保障;同时要做好核心技术的保护,健
全外商投资安全审查体系。 其三,注重并购活动对

实体经济存量资源再配置。 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利用并购业务使存量资源能够被更高

效、更充分利用,统筹内外拓宽了产能兼并重组和改

造升级的国际视野,助推我国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

的国际化发展,提升我国境外资产的收益率并支持

收益回流国内,提高国内企业的收入与产出能力。

三、加强风险意识,金融开放更需强化金融
监管

 

　 　 金融开放存在放大金融体系内在不稳定性和脆

弱性的潜在风险。 从国际经验看,实证研究表明了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行金融开放(包括资本账户开

放)后都不同程度地遭受到金融危机,例如,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拉美、亚洲国家先后爆发的金融危

机,这些例证为中国开放道路上的方向和决策提供

了可借鉴的经验教训。 纵观改革开放 40 多年,我国

的金融业对外开放并没有对本土金融行业发展造成

毁灭性打击,但历史时刻警醒着我们不能对此掉以

轻心,尤其是随着开放力度的加大,与世界经济金融

越来越深度的融合也将使中国面临金融风险的复杂

性加剧。 尤其 2008 年以来,以美国为策源地爆发的

金融危机溢出效应显著,使风险全球交叉传播的几

率不断上升,加之当前国际经贸摩擦日趋频繁,外部

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给我国金融市场的

稳定与安全带来巨大压力。 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国内

国际两个大局,科学研判当前中国金融风险形势总

体是良好的,金融风险是可控的,但也深刻揭示出国

际金融风险外溢有对我国金融发展造成外部冲击的

可能性:一是有可能使金融风险从经济领域上升至

政治和社会领域,提出“要注意防范风险叠加造成亚

太经济金融大动荡,以社会政策托底经济政策,防止

经济金融风险演化为政治社会问题” [10] 。 二是一旦

发生危机,发展中国家有可能最先受到冲击,“如果

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急刹车’或‘急转弯’,将产生

严重负面外溢效应,给世界经济和金融稳定带来挑

战,广大发展中国家将首当其冲” [11] 。 面对国际上

将全球金融危机归咎于经济全球化,认为是经济的

全球化发展才会导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的言论,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资本过度逐利、金融监管严

重缺失才是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结果” [9]153。 基于

此,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做好金融工作要以强化

金融监管为重点,以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
金融开放条件下应对系统性风险要避免两个认

知误区,其一是误判金融风险小,在对外开放中盲目

放松金融监管;其二是缺少“四个自信”,认为开放会

招致金融危机而监管过度。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

提出“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金融监管能力必须跟得

上,在加强监管中不断提高开放水平。 要结合我国

实际,学习和借鉴国际上成熟的金融监管做法,补齐

制度短板,完善资本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方

式,确保监管能力和对外开放水平相适应” [5] 。 也

就是说,金融监管是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的前提,
金融开放受到金融监管的制约,金融监管能力的高

低决定金融开放的程度,监管水平越高,开放的潜

力越大,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就越大。 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双向开放取得新进展,
金融监管能力得到加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

险底线的能力在增强。[2]278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中
国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与世界的经济金融合

作只会越来越紧密。 因此,强化金融监管的思路在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指导下,首先定调加强党对金融

工作的领导,这是能够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制度优

势和根本保障。 “做好新形势下金融工作,要坚持

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统一集中领导,确保金融改革

发展正确方向,确保国家金融安全。” [2]281 在党管

金融的基调下,金融的对外开放应立足中国国情实

现“内防滋生、外防输入” ,深刻把握风险防控这一

金融监管主线,为开放条件下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筑牢“防火墙”。

(一)主动塑造系统性金融监管理念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内外金融环境面临严峻

变化,需要不断探索符合新形势的监管理念,提升监

管效能。 一是坚持底线思维。 金融开放并不必然导

致金融风险,但金融行业本身的属性就是与风险相

伴共生的,这种固有特征在金融对外开放中有被放

大的潜在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运用底线思

维的方法就是要“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

结果” [12]288,牢牢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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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金融的开放始终要把防范金融风险放在首位。
居安思危,提高前瞻意识,宁可把金融开放进程中面

临的形势、挑战和局面考虑得严峻一些,做最坏的打

算去争取最大的期望,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

风险的底线。 二是保持治理定力。 面对国内外环境

的复杂多变局势,尤其是近期一些区域冲突的爆发,
监管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必须“要有足够的战略定

力和战略自信,不要因一时一事或某些人、某些国家

的言论而受到影响,更不能掉入别人故意设置的各

种陷阱” [12]285,立足金融监管的定力,提高金融开放

监管的专业和效率,精准防控,坚持走符合中国特色

的强监管、严监管路线,坚持有底线的开放。 三是提

高治理能力。 面对日趋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领导

干部能有准确把握金融发展规律的意识、清晰研判

金融严峻形势的水平和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能力,
因此,当前扩大金融开放条件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

金融风险至关重要。 关涉金融工作的领导干部只有

具备强烈的监管意识,才能够在工作中把系统性金

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主动加以科学防范,才
能够从问题出现早期的甄别到后期的处理做到尽早

行动。 所以坚持底线思维、提高监管能力始终贯穿

在金融治理的全过程。

(二)有效提升整体性金融监管技术

　 　 在国际局势多变和国门越开越大的环境下,金
融监管的方式方法面临新局面,需要打开新思路。
一是金融监管要具有全局性和国际化视野。 立足我

国国情具体实践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有效提升

金融监管在权威塑造、专业能力、统一管理以及治理

穿透上的实际效力,及时有效识别和化解风险。 第

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交的《国务

院机构改革方案》中,金融系统的改革有六项之多,
其中,成立于 2018 年的银保监会被撤销,组建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正式进入“一行一总局一会”时

代[13] 。 新架构下,更加强调从微观审慎上同时加强

统一对金融工作的领导,解决分管真空地带和混业

治理交叉等问题,形成金融监管全覆盖,在综合监管

的基础上突显行为和功能监管。 二是在监管中实现

金融创新。 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积极探索金融科技

的应用,以提升在数字化、信息化及智能化下的监管

技术水平。 进一步地,针对跨市场、跨行业金融创新

发展与金融跨境监管不相适应,秉持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重点“抓住人、钱、制度这三个监管关键环节”
的理念,对占据重要地位的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

和金融基础设施实行统筹监管,同时将金融活动全

部纳入金融监管的视野下,“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支

付结算机制,实时动态监管线上线下、国际国内的资

金流向流量” [7]152。 长远来看,随着互联网、人工智

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网络数字

技术的不断突破,跨界、跨区域与混业经营等特征有

可能导致金融市场乱象丛生,但科技与创新融入金

融服务也有可能给金融开放创造契机,这要求我们

辩证地看待金融创新,未来应在助力金融要素更大

发挥效能的基础上坚守风险底线,坚持创新与监管

统筹协调发展, 进一步延伸监管边界, 避免治理

真空。

(三)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提高金融业全球竞争能

力,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

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提高参与国际金融

治理能力” [9]310,,这是消弭外部金融风险,控制和抵

御国际金融风险外溢,维护我国金融安全与实现金

融健康有序发展的基本途径。 从实际出发有以下两

个方面需要进一步强化。 一是改善金融运行外部环

境,加强金融领域的国际治理合作。 这与前文所述

金融治理的国际化视野相呼应,金融领域对外开放

的实际程度,应该是与国内金融发展的承载能力和

总体经济的发展阶段相匹配的,金融监管把控着这

一动态平衡。 过去的事实证明,跨境资本流动会催

生更多的金融创新,一旦金融监管无法做到穿透式

管理,金融市场等领域的顺周期性和跨市场交叉性

问题会相应变得更加突出。 其后果就是金融业、资
本项目以及汇率这“三驾马车” 不相协调而导致套

利、套汇和资本“钻空子”等乱象。 消除这些危害金

融安全的隐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国际金融

市场监管”,同时要“建设稳定、抗风险的国际货币体

系”,“加强国际和区域金融合作机制的联系,建立金

融风险防火墙” [14] ,并在此基础上“完善全球经济金

融治理,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 [15] 。 这是习近

平总书记指导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指向之一。 二是

主动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治理,增强中国在全球金融

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 中国近年来致力于深耕“一

带一路”倡议,区域冲突的爆发可能会使多年努力受

到影响,面对这样的局面,中国未来还应继续利用好

这些跨区域金融合作平台,推动国际金融治理改革,
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加快以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为标杆的自贸区建设,为打通国

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联结通道,“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

出更多中国声音。” [4]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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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high-level
 

opening-up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nd
 

key
 

link
 

for
 

the
 

high-quality
 

de-
velopment

 

of
 

an
 

open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and
 

proper
 

meaning
 

of
 

expanding
 

openness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the
 

new
 

era.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financial
 

openness
 

in
 

an
 

all-round
 

and
 

multi-level
 

manner,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strategic
 

orientation
 

towards
 

serving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and
 

to
 

build
 

a
 

“domestic-international”
 

dual
 

circulation
 

link
 

and
 

bridge
 

through
 

the
 

flow
 

and
 

cooperation
 

of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elements;
 

to
 

comply
 

with
 

the
 

laws
 

of
 

the
 

economy,
 

and
 

to
 

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through
 

financial
 

openness
 

to
 

realize
 

a
 

greater
 

scope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pro-
vide

 

strong
 

support
 

for
 

the
 

real
 

economy;
 

to
 

strengthen
 

risk
 

awareness
 

and
 

improve
 

the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financial
 

regulation
 

system,
 

and
 

to
 

realize
 

the
 

efficient
 

operation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On-
ly

 

by
 

implementing
 

and
 

clarifying
 

the
 

major
 

principles
 

of
 

financial
 

opening-up
 

in
 

the
 

new
 

era,
 

can
 

we,
 

on
 

the
 

basis
 

of
 

safeguarding
 

the
 

core
 

interests
 

of
 

our
 

country,
 

promote
 

the
 

common
 

prosperity
 

and
 

sharing
 

of
 

the
 

global
 

economy
 

with
 

an
 

open
 

economy
 

at
 

a
 

higher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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