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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大陸「2017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觀

察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所長李志強主稿 

 

 習近平親自主持中國大陸 5 年一次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重

申黨中央對金融工作集中統一領導地位，並支持發展中小銀行和

民營金融機構，惟加強金融監管及防範各類風險仍為政策主軸，

人民幣國際化步調或隨之放緩。 

 該會議決定成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在保持「一行

三會」獨立運作下，另建構行政級別、權威較高的委員會，以改

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 

 

中國大陸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以下簡稱「會議」）於 7 月 14 至

15日在北京舉行，從 1997年至今該會議共已舉辦過 5次，當年首次

召開的背景是為因應亞洲金融風暴，會後調整中國大陸金融體系，實

施分業監管，保監會、證監會和銀監會等「三會」在該次會議後陸續

成立，其後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每 5年召開一次，確立金融改革的重要

政策與往後五年的改革方向。鑒於當前中國大陸金融體系正面臨前所

未有的系統性風險，外界非常關注「會議」的結果與相關決議；會後

金融體制改革的詳細內容，可能需待今秋中共「十九大」結束後才會

逐漸公佈。但從「會議」內容觀察，未來中國大陸整體金融政策的施

政方向和措施包括以下幾點： 

（一） 強化黨的領導 

就中國大陸體制而言，通常掛有「中央」名稱的會議屬於「黨」

的事務，「全國」則屬於「政」的範圍。江澤民曾出席前兩次會議，

為胡錦濤任內並未參與該會，此次「會議」則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

平主導並發表重要講話，同時有 5位政治局常委出席，而且今年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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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加強金融領域的反腐力度，多位金融機構要員遭調查。在 4 月

25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習近平就曾提到：「必須加強黨

對金融工作的領導，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完善黨領導金融工作

的體制機制，形成全國一盤棋的金融風險防控格局」。習近平亦重申

「堅持黨中央對金融工作集中統一領導」，這是近年來大陸金融發展

的一次重大轉向。 

（二） 防風險 

近年來中國大陸地方與企業債務問題相當嚴重，2016 年底非金

融領域的債務水準約為 GDP的 2.56倍，今年 5月國際信用評等公司

穆迪（Moody’s）28 年來首次調低中國大陸的主權信用等級。因此「會

議」內容不斷強調預防金融風險與加強金融安全的重要性，例如「風

險」一詞在「會議」中就提到了 31 次。以此看來，防止發生系統性

金融風險是未來金融政策的主軸。 

（三） 經濟「去槓桿」 

降低金融風險方法之一是「去槓桿」，「會議」指出「要推動經濟

去槓桿…要把國有企業降槓桿作為重中之重，抓好處置殭屍企業工

作」。意即金融機構要減少貸款給難以償債的「殭屍企業」，並「嚴控

地方政府債務增量，終身問責，倒查責任」。並提出金融要回歸本質，

資金要為實體經濟服務，不可如過往幾年在金融部門間流動而自我循

環和膨脹，例如保險資金流入股市導致企業市值虛胖，或銀行間大量

購買對方的理財產品等行為。 

（四） 支持中小金融機構 

「會議」對中小金融機構的支持態度相當明確，習近平強調要「發

展中小銀行和民營金融機構」，李克強指示「大力發展中小金融機構」。 

反之，對近年發展快速的新興金融則強調「加強互聯網金融監管」，

顯示對於防風險的重視態度。 

（五） 成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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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行人民銀行與「三會」（簡稱「一行三會」）的分業監管架構下，

常出現各單位各自為政，問題發生時因監管權限模糊而相互推諉責任

的現象。2013 年中國大陸已設立水平協調機制「金融監管協調部際

聯席會議」，實際只提供四大監管部門之間互通訊息的作用，並沒有

任何行政約束力，因此需要有更高層級的單位進行統籌，以改善金融

監管協調機制。「會議」提到的具體做法是在國務院成立一個全國性

的「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其行政級別和權威度要高於實際執行機

構，不僅是議事機構或協調單位，與聯席會議相比，委員會的功能將

會更完整、層級更高，但「一行三會」仍維持獨立運作的功能。 

（六） 人民幣國際化速度將會放慢 

人民幣若要進一步國際化，必要條件是開放人民幣可自由兌換，

即取消外匯管制，讓資金在資本帳下可跨境自由流動。2013 年「十

八屆三中全會」曾強調「加快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但此次

「會議」只提出「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穩步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

用語相對較為保守。雖然開放人民幣可自由兌換的大方向沒有改變，

但經過 2015年至 2016年人民幣的大幅貶值，加上當前金融監管體系

並未完備，資本帳開放太快將容易導致金融市場產生波動，在防風險

的前提下，未來大陸資本帳的開放將會是穩中求進，人民幣的國際化

步調也會放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