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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金融

要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三项任务。在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

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这些表述，

标志着中国金融将步入全新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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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金融要服务实

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三项任务。在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

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这些表述，标志着

中国金融将步入全新的发展时期。 

将服务实体经济列为金融工作三项任务之首，以及将现代金融归

入产业体系中的一部分，实质上是明确了金融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的

定位。在过去一段时间中，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与过度繁荣，使人们对

金融本质的理解出现了一定的偏差。在一些人看来，金融无所不能，

是经济的核心所在，金融效率的高低决定着实体经济繁荣程度和国民

富裕水平。基于这种观点，降低金融准入门槛、推动金融要素市场化

以及放松监管等等，都可以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来促进金融繁荣，

进而带来实体经济的发展。但现实告诉我们，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新

世纪以来，全球金融监管放松所带来的金融业繁荣，并未如愿地带来

实体经济的同样增长，反而导致金融机构、甚至是实体企业自身的“脱

实向虚”，经济结构严重扭曲，最终引发严重的资产泡沫和次贷危机，

反倒给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伤害。就中国而言，在过去几年中，尽管

还远未严重到危机的程度，但一些类似的问题和风险也在不断累积。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货币信贷规模快速扩张，超过实体经济增长速度。根据 BIS 的

统计，2016 年末，中国“信用-GDP 缺口”为 26.3%，长期显著高于

其他主要经济体。“信用-GDP 缺口”的扩大意味着信用扩张与实体

经济增速之间的背离愈发明显，实证研究也表明该指标与银行业风险



存在较高关联性。 

“影子银行”快速发展，削弱监管有效性。在金融创新加速的同

时，由于监管制度的完善相对滞后，给“影子银行”发展留下了较大

空间。相当部分业务没有在资产负债表中得到真实反映，银行业的实

际风险被低估，而风险抵御能力被高估，削弱了金融机构稳健发展的

基础。 

结构扭曲，脱实向虚愈发严重。在结构调整过程中，金融机构过

于关注短期收益，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明显减

弱，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向金融市场相关领域。由于缺乏实体经济发展

做支撑，金融业依靠“自娱自乐”带来的繁荣必然伴随着系统性风险

的快速积累。 

在以上背景下，中央强调金融回归支持实体经济的本源，是在新

的背景下对金融业做出的一个全新的、明确的定位，并围绕这个定位

全面统筹部署金融业发展、监管与改革的一系列工作重点，在更好地

服务实体经济、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的同时，也有助于遏制和

缓解金融过度繁荣所导致的潜在风险，确保金融稳健、可持续发展。 

如何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适应产业和经济结构调整，

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及金

融工作会议对深化金融改革所提出的核心要求，主要领域包括： 

优化金融结构。促进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发展，为优化企

业债务结构、降低杠杆率奠定制度性基础。 

优化客户结构。适应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金融机构应进一

步优化产品服务、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加大对小微企业和零售客户



等普惠金融业务的支持力度。 

完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引导金融机构逐步建立、完善激励约束

机制，树立长期稳健经营的理念，降低对短期利益的过分关注，以推

动银企关系的进一步改善。 

完善、优化监管体系。强化监管是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

保障。从目前来看，统一监管规则、强化监管协调，进一步压缩金融

套利空间，都是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当然，完善监管并不只是一味

提高监管标准，优化监管同样重要。因为监管标准的提高，通常都意

味着金融成本的上升，更为严苛的监管，往往会导致企业融资成本的

上升。因此，在强化监管、遏制金融套利的同时，还应全面统筹政出

多门的各种监管措施，对存在重叠或交叉的各项政策进行统一梳理、

整合，并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和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对需要

支持的领域进行适当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