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版式：陶祎之 电话:88516033 88516032 邮箱:tzrb@china.com

2024年2月27日 星期二6 聚焦

“新华视点”记者李延霞 任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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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地金融委密集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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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刀阔斧改革为哪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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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监管协同如何真正
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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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地金融委亮相
央地协同金融监管新格局加快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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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记者董
博婷）记者从中华骨髓库获悉，截至2
月26日，中国红十字会中华骨髓库非
血缘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17000例。

据了解，中华骨髓库2023年度捐

献突破2000例，达2157例；现单日最
高捐献量达 30例，均创历史新高。目
前，中华骨髓库的造血干细胞志愿捐
献者数据已超过 344万人份，每日参
与重症患者的HLA（人类白细胞抗

原）配型检索。据统计，2023年新加入
的志愿捐献者中，18岁至 35岁的约
占 73.65% 、36 岁 至 45 岁 的 约 占
26.35%，青年成为捐献者主力军。

中华骨髓库最早可以追溯到

1992年建立的“中国非血缘关系骨
髓移植供者资料检索库”，1996年实
现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于 2012年
加入世界骨髓库，是世界第四大骨
髓库。

我国非血缘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17000例

这是2024年1月25日拍摄的埕北油田全景（无人机照片）。当日，位
于渤海湾西南部的埕北油田油气处理与岸电设备共建平台——CEPC（中
心平台）正式投产，该平台可使油田接入来自陆地的绿色电力，减少海上

“自发电”带来的天然气和原油消耗。 新华社发（杜鹏辉摄）

看！这就是韧性十足的中国经济

走过不平凡的2023年，中国经济在砥砺奋进中迎来2024年新开局。
开年以来，各地各部门抢抓机遇奋发作为，亿万人民同心协力，推动

中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坚定向前。经济回升向好势头明显，彰显
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后劲足，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贡献力量。

2024年 1月 26日，旅客在郑州东站候车大厅内候车。2024年综合运
输春运工作专班的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假期（2024年2月10日至17日），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22.93亿人次。 新华社记者李 安摄

这是2024年2月2日拍摄的西安大唐不夜城景色（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邵 瑞摄

2024年 1月 23日，在福建厦门东渡港区现代码头，3700余辆汽车陆
续驶上“上汽安吉申诚”号汽车滚装船。船只 1月 24日从厦门港起航，驶
向欧洲，这是厦门口岸单航次最大批量汽车出口。新华社记者姜克红摄

2024年2月6日，位于佛山的广东千古情景区人头攒动。
新华社记者邓 华摄

2月 26日，在山东荣成俚岛湾
海洋牧场，渔民们驾驶渔船出海作
业（无人机照片）。

春节刚过，在山东省荣成市的
各个海洋牧场里，养殖船来往穿梭，
养殖工人紧张作业，一派“海上春
耕”的繁忙景象。

新华社发（李信君摄）

山东荣成：
海上“春耕”全面开展

新华社记者张 建 高 亢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
显示，2024年 1月，中国汽车产销量
分别达241万辆和243.9万辆，同比分
别增长 51.2%和 47.9%。一汽、东风、
长安、比亚迪、吉利等中国主要汽车
集团销量继续保持较高增速。车市

“开门红”，为全年汽车产业发展开了
个好头。

中国车市产销量已连续 15年位
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
9年位居全球第一，出口量去年再创
新高……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上下游产业链条长，对经济带动能力
强。近年来，中国车企产品持续迭代，
其高性价比受到消费者认可。中国车
企产销“飘红”有较为广阔的市场基
础，发展动力强劲，将为中国经济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
有人说，中国车市太“卷”，把车

市原有的秩序打乱了，传统车企与车
企新势力市场争夺战“白热化”，新能
源汽车不断挤占燃油车市场份额，单
车利润正在持续下滑，一些甚至在

“赔本赚吆喝”。
问题要两面看，正是这种“卷”，

才有了技术快速迭代和高性价比产
品，才有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全
球的“一枝独秀”，才有了中国车企在
全球强大的竞争力。

面对全球汽车产业变革，中国汽
车产业正牢牢抓住电动化、智能化、
网联化等弯道超车的历史机遇加快
发展。

中国车市“开门红”，释放出中国
汽车出口将延续快速增长态势的信
号。1月份，中国出口汽车 44.3万辆，
同比增长 47.4%。不少车企出口增速

迅猛，中国一汽海外 1月销量同比增
长 186%；1月比亚迪出口同比增长
247.5%……

可以预见，今年，越来越多的海
外消费者将享受到中国汽车产品带
来的不一样的出行体验。

彩虹和风雨共生，机遇和挑战
并存。近年来，不少中国车企不甘于
做廉价车，顶住压力迎难而上，大力
在海外开拓高端市场，加快实施本
地化战略，比亚迪、奇瑞、上汽等车
企的产品在欧洲、东南亚、中东、拉
美等地正在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
认可。

中国车市“开门红”，更释放出中
国市场的“磁吸力”依旧很强的信号。

投资 100亿元的华晨宝马第六
代动力电池项目、投资超 350亿元的
奥迪在华首个纯电动车型生产基
地、德国大众集团将德国总部以外

最大的研发中心落户中国……当
前，中国新能源汽车正逐步把先发
优势转化为技术优势、产业优势、合
作优势，这为大众、宝马、奔驰等汽
车巨头在华深化合作、拓展市场提
供了新的机遇。

敞开大门，中国车企正以开放的
姿态与合作伙伴一道，重点在资本、
技术、产品、产业链等方面深化合作，
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并将发展
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努力保
持竞争优势。

润物细无声。随着一系列促进
汽车产业发展和消费的“组合拳”加
快落实，中国经济稳健恢复，汽车市
场需求增长势头显著，中国车市今
年“开门红”，有望为全球汽车产业
发展乃至世界经济复苏作出应有的
贡献。

（新华社长春2月26日电）

中国车市“开门红”，汽车产业能否驶上快车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