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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年会（2019）  

 

刘晓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提供更有效的质量

型金融供给 

各位朋友，下午好！今天发言的好像都是学者专

家，帮助国家制定政策的，好像就我一个是做实务的、

执行政策的。 

刚才在听王君老师演讲的过程中，我也是感慨良

多。给我安排的是科技的题目，但是听了王君老师讲

的，我也很想接着他的话讲下去，所以刚才坐在那里我

一直在犹豫到底是这样呢还是那样呢？这一刻我决定顺

着王老师的话题讲下去。 

1997年我也去了新加坡、也去了纽约，和新加坡

金管局也打了交道，当时我是农行总行国际业务部副

总，也分管境外机构。跟新加坡监管局谈了以后感到很

生气，他们很傲慢，很看不起我们的银行，觉得你们这

些银行很烂、管理很差。当时听了非常生气，沟通了之

后，我讲了一句“我们有信心，我们新加坡农行绝对不

会成为巴林银行”。 

讲到这个问题，肯定离不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个主题、也离不开我们板块这个主题。供给侧到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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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大家讨论的是怎么能更多的把钱送到想要钱的人手上，而该不该把钱给

想要钱的人这件事情好像大家都没有很好的研究；第二是希望为了给更多的钱

能不能建立更多的金融机构，这个想法好像也对，但是，是不是能够建立更多

的小银行，我不认为这样可行。建立银行并不等于就能够贷款，如果说吸收不

到存款，就不可能有贷款。 

以现在互联网的条件下、在中国人口大量进行流动的情况下，小银行是吸

收不到存款的，吸收不到存款意味着他也不可能发放贷款，除非他是“歪门邪

道”。所以我觉得金融的供给并不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重点应该

是供给的供给，应该是保证供给能力更加有效、顺畅、有质量，而不仅仅是数

量的问题。 

我觉得王君老师刚才讲到的金融监管确实非常重要。我们可能更多会说，

应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所以应该放开，政府这个也不用管、

那个也不用管。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从理论上来讲，市场会发挥这些作用，没

错，现实当中市场的确是在发挥作用，但是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你给了什么

规则，这里面包括法规、包括我们的监管政策、还包括我们法规和监管政策的

执行方式。 

从我作为一个实务工作者的角度来讲，我们平时讲“上有政策，下有对

策”，换句话说，有什么样的法规、有什么样的监管、有什么样的监管方式，

会形成什么样的市场。所以一个市场是扭曲的、还是不扭曲的，是恶的、还是

不恶的，这与监管是有很大关系的。如果再讲市场的话，我们是希望回到 2012

年以前的那种非常活跃的寻租的市场，还是说希望有一个更加公平、干净的市

场？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走向一个更加公平、干净的市场。这个当中，今天从一

个银行工作者的角度来说，我还是讲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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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王君老师也讲了监管，监管的职能要明确，我们现在监管的职能是不

明确的，或者说是非常混乱的。如果接下来要明确职责的话，我觉得有几个关

系要处理好。首先，监管政策和国家战略、国家产业政策，这三个相互之间是

什么关系？毫无疑问，我们当然要跟着国家的产业政策、国家的战略方向来

走，但是，是不是每一个部门、每一个职能机构都要步调一致的、一模一样的

来贯彻？我觉得不应该。从监管的角度来讲，特别是从我们银行监管的角度来

讲，我觉得他应该关注的是整个银行体系与金融体系的安全、规范、稳健的运

行。至于你在这个稳健的运行下怎么来贯彻，或者说怎样向着国家的政策方向

走，不是简单的靠监管政策来赶着走，而是国家要出更多的政策，通过市场来

引导机构能够顺着这个方向走。 

讲到这个，我刚才也讲了“有什么样的监管就有什么样的被监管”。比如

说我们银行有规定，假如支行出了一个案件，你应该向上级报告、应该向当地

的监管部门报告，毫无疑问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我们为了加强监管、严肃监

管，要求不仅要报告，而且要追究责任，追究责任而且要上追三级，不管三七

二十一都要上追三级，这听上去很好，加强了监管。但是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

有做行长的，如果你当这个支行行长，你是报还是不报？肯定不报，因为报了

上追三级就要追到我自己，干脆不报。不报会怎么样？不报我也不能处理这个

人，因为不是案件，你不能处理他，也不能把他送到公安局去。再往下的结果

怎么样？这个人可能下回还犯，为什么还犯？本来是我抓住他的把柄，现在是

他抓住我没有上报的把柄，我第二次还不敢报。再一个，这种行为还会产生负

的示范效应，就是说其他人看到了，这挺好，我也可以干。所以我举这个例子

就是，方方面面我们的监管是有问题的。同样的道理来讲，我们简单的、机械

的把一些政策也好、国家政策也好变成监管政策，一个是王君老师刚才讲的监

管职能的错位，另外，也是对经营者自主权的一个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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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讲支持小微企业，你用“两增两控”也好、“三个不低于”也

好，如果换一个指标可能效果会更好，我们现在对风险集中度只做了一个规

定，就是单一客户授信总额不能超过净资本的 15%，只要有一个客户不超过标准

都没关系，我两个客户同样这么大也没关系，十个也没关系，但是这样就会带

来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尽可能做大客户。如果说我们在集中度管理办法上分成

几级，最大的一个客户不能超过 15%，前十大客户不能超过你的总资产的百分之

多少，如果是更大的银行的则对前一百名大客户、一千名大客户作出规定，哪

怕对我们“宇宙行”，如果说分这么几档的话，他为了平衡指标自然而然的放

到下面的企业去了，不用搞什么“两增两控”之类的东西。这种方式给的是银

行的经营自主权，你得自己去进行市场的选择、客户的选择、业务的选择，而

非监管要求必须这样做，所以这是一个关系。 

第二个，宏观调控政策和监管政策的关系。我们现在把这两个关系混到一

起，看到经济下行了，一方面进行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另外一方面，监管政

策也跟上，这个也可以干了、那个也可以干了，或者也可以不管了，上半年可

能要处分的事情、下半年可能就鼓励你去做了，但是突然之间发现有风险了，

又突然回过来了说这个又不能干了，那会造成经济两面的摆动。监管政策应该

关注的是安全、规范、稳定，监管政策应该相对比较稳定、可以预期的。在这

个当中他会对宏观调控过头的方面起到对冲的作用，而我们现在如果是一起往

一个方向走的话，带来的一定是经济的摇摆，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问题在监管

改革当中恐怕是要考虑的。 

第三个，监管和被监管的关系。我们不仅是管理关系，更重要的是领导关

系，因为是领导，所以你们都是我的势力范围，如果势力范围当然是不允许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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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势力范围进来的，这个才会造成监管的割裂，也会造成前两年讨论的监管

割裂的问题，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在接下来的改革当中要去注意的。 

再一个，我想简单的讲一下监管的方式问题。我们监管是套用了原来对银

行简单监管的方式，发现有风险了禁止了某样东西，禁止以后马上下文件，马

上要进行检查，检查以后要追究责任、要整改，而且要立即整改，不仅立即整

改，而且要对存量进行整改。原来在银行机构单一、银行资产单一、银行产品

单一、银行负债也比较单一的情况下问题不大，但是在现在市场互相传染的情

况下，这样一种监管方式，而且是往前倒过来的监管方式，对业务就会带来很

大的问题。包括像配资，不可以 1：10，只能 1：3，当场要整改，当然只能抛

售，抛售以后带来的是整个市场的垮塌。所以我讲我们在监管的理念、监管的

方式上可能还有很多要改的地方。 

今天我换了一个题目，应该没超出这个范围。谢谢大家！ 

 

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