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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亮点——解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2023 年 10 月 30 日-31 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强调，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本次会议对金融领域的

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金融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

服务；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要加强党中央对金融

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风险提示：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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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0 月 30 日-31 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是我国金融领域最高规格的会议。此次会议全面总结了党的十八

大以来的金融工作，分析金融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形势，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金融

工作。我们认为，本次会议有六大亮点值得关注： 

 

1. 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在 2017 年及之前，我国每 5 年召开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从 1997 年以来召

开过五次。2017 年后时隔 6 年，今年再次召开，并升格为“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从“全

国”到“中央”，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会议强调，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保证。

根据今年 3 月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组建。

本次会议表示，要完善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好中央金融委员会的作用，做

好统筹协调把关。发挥好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作用，切实加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同

时，会议提到发挥好地方党委金融委员会和金融工委的作用，落实属地责任。 

要坚持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标准，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金

融干部人才队伍。要在金融系统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诚实守信、以义取利、

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及时推进金融重点领域和新兴

领域立法，为金融业发展保驾护航。 

2. 建设“金融强国” 

会议强调，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快建

设金融强国，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体制，优化金融服务，防范化解风险，坚定

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会议首次指出了“金融强国”的概念，足见中

央对金融领域的重视。 

对未来的工作要求，会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金融工作必须坚持和加

强党的全面领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以加

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以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以金融队伍的纯洁性、专业性、战斗力为重要支撑，以全面加强监管、防范化

解风险为重点，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

融风险的底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

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不断开创新时代金融工作新局

面。 

在过去的工作总结中，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金

融系统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为如期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强调必须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

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

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

创新发展，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这些实践成果、理论成果来之不易。 

但同时，会议也提到，要清醒看到，金融领域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

有的还很突出，经济金融风险隐患仍然较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高，金融乱象

和腐败问题屡禁不止，金融监管和治理能力薄弱。金融系统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胸怀

“国之大者”，强化使命担当，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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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3. 金融要提供高质量服务 

对于今后的具体金融工作，会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首要任务，金融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要着力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切实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 

首先，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性，更加注重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充实货币政策

工具箱。我们认为，这明确了未来几年我国要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

裕、融资成本持续下降，保持货币信贷总量适度、节奏平稳。 

其次，货币政策的“结构”同等重要。会议表示，要优化资金供给结构，把更多金

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大力支持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确保国家粮食和能源安全等。盘活被低效占用的金融资

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

篇大文章。进一步明确了未来金融业在优化经济结构中的五个重要发力点，充分体现了

“高质量”特征。 

整体来说，在金融服务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本次会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加强监管、防范风险 

本次会议强调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在金融监管方面，要切实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

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

区，严格执法、敢于亮剑，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在风险处置和防范方面，不仅提出要关注地方债务、房地产企业、中小金融机构、

金融市场、外汇市场几个重点领域，还表示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具体的，要及时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建

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 

对于房地产领域，要健全房地产企业主体监管制度和资金监管，完善房地产金融宏

观审慎管理，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

具箱，更好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加快保障性住房等“三大工程”建设，构建房

地产发展新模式。 

此外，还要加强外汇市场管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会议还强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要把握好权和责的关系，健全权责一致、激励约

束相容的风险处置责任机制；把握好快和稳的关系，在稳定大局的前提下把握时度效，

扎实稳妥化解风险，坚决惩治违法犯罪和腐败行为，严防道德风险；对风险早识别、早

预警、早暴露、早处置，健全具有硬约束的金融风险早期纠正机制。 

5. 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 

会议指出，要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确保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坚持“引进来”

和“走出去”并重，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吸引更多

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业。近几年，金融行业的开放程度在不断加深，我

们认为后续会进一步得到强化。 

会议还指出，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

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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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打造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 

本次会议强调，要着力打造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疏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

道。优化融资结构，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走实，发展

多元化股权融资，大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促进债券市

场高质量发展。完善机构定位，支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

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严格中小金融机构准入标准和监管要求，立足当地开

展特色化经营，强化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定位，发挥保险业的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

功能。强化市场规则，打造规则统一、监管协同的金融市场，促进长期资本形成。健全

法人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拓宽银行资本金

补充渠道，做好产融风险隔离。 

会议强调要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推动注册制走深走实。我们认为，自 2019

年注册制改革试点以来，IPO 项目数量和规模稳步提升，2019-2023 年 10 月末，A 股

IPO 数量为 203、432、524、428 家、275 家，规模为 2532、4779、5426、5869、

3321 亿元，我国优质企业的融资渠道已得到明显拓宽。尤其是部分成长型的新兴产业

公司，在过去核准制的标准下无法满足上市要求，而注册制更加灵活的上市标准为此类

优质公司打开了融资通道。随着注册制逐步走深走实，我国直接融资比重有望持续提升，

企业融资成本有望持续下降。我们认为，券商作为资本市场重要的中介机构，在受益于

资本市场发展的同时，也需要充分尽到中介方的职责，努力协助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为

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支持、并努力成为一流的投资银行。 

会议强调发挥保险业的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我们认为，保险保障应坚持

“保险姓保”，为个人、企业、社会提供全流程的风险保障。一方面，继续丰富在人身

健康、财富管理等领域的产品供给，积极参与个人养老金市场发展，满足群众长期养老

储蓄需求；另一方面，推动产品创新，拓展服务范围，为重大科技创新、关键民生项目

等提供有效保障。资金运用方面，近期监管部门陆续出台多项政策，优化保险公司偿付

能力评估标准，落实财政部对保险机构长期考核机制，有利于推动保险资金在稳定资本

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风险提示：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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