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金融改革发展需理清四大问题 强化金融风险收敛机制 

 

当前，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

球在中国新供给经济学 50人论坛一季度峰会上表示，中国金融改革发展需要理清四个问题，

首先就是要思考并深刻理解中国金融的发展趋势。 

吴晓球认为，中国金融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金融结构变化，二是金融功

能变化，三是金融业态变化。从功能和流动性角度进行分类，金融资产可分成证券化金融资

产以及非证券化金融资产，在这一标准下，证券化金融资产的占比规模将不断上升。 

“证券化资产不断增长背后是脱媒的力量，市场脱媒的力量推动了金融结构性的变化，

一个经济体到了一定阶段之后，证券化金融市场规模将大幅增长，比重会不断提高。” 

金融功能方面，吴晓球指出，金融过去的主要功能是融资，现在已经转向融资和财富管

理并重了。“资产结构发生变化后，证券化金融资产的最主要功能就是财富管理，这个趋势

是不可阻挡的。” 

在金融业态方面，吴晓球认为，如果功能和资产结构的变化是由于金融的去中介化带来

的，那么中国金融业态的变革将主要受科技力量的影响，科技对金融的渗透将使中国与其他

任何国家的金融业态都发生迅速的变化。 

随着金融结构、功能、业态的变化，中国面临的金融风险也在变化。吴晓球指出，过去

的金融是中介化的，因此金融风险以机构风险为主，所有风险都集中在中介身上，相应的，

彼时的监管重点也放在金融机构及其资本充足率上。 

然而，当前的金融风险已演变成机构风险与市场风险并存，其中，市场风险来自于证券

化的金融资产，“证券化金融资产是整个市场的交易标的，随着其规模上升，来自这部分的

风险也在迅速增大，这部分风险最重要的是透明度，也就是信息披露。” 

吴晓球认为，风险和金融本质上是硬币的两面，无论是提供融资服务、财富管理服务还

是支付结算服务，都是在为实体经济服务，同时也伴随风险。“我们不是要试图消灭风险，

而是不能让风险变成金融危机，不让单个金融风险变成系统性风险，即使出现系统性风险，

也不能让其变成全面的金融风险。” 

谈到金融监管职能时，吴晓球表示，金融监管最重要的职能是在必须设计出一套收敛机

制，风险出现后不至于让其蔓延开，甚至相互感染，进而形成全面的金融危机。“监管的准

则，无论机构的监管还是市场的监管，精髓部分就是要设计各种指标、规则，让风险一旦碰

到它就会自然衰退。” 

目前，中国已经确定一行两会加金稳委的监管架构，吴晓球认为，这种安排一面侧重机

构监管，另一面侧重市场监管，并且对于市场的监管越来越大。“中国发展的重点是金融市



场，不是机构，机构必须顺应市场的变化而变化，只有市场发展了，中国金融的功能才会改

善。” 

吴晓球认为，中国金融的战略目标一定是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要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占有

特别重要的位置，其中至少包括两方面内涵：一是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地位的提升，要

实现人民币的自由交易；二是中国的资本市场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要成为人民币计价资产

全球财富的配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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