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各项政策将保持强监管防风险的金融主基调 

  

最近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受到广泛关注。

从会议内容可以看出，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中央各项政策将保持足够定力，坚定强监管、

防风险的金融政策主基调；同时，对高质量发展提出了硬要求，对新旧动能转换、壮大新经

济提出了高标准。 

  

其一，全力打好“三大攻坚战”居各大任务之首，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为此项攻坚战的

重要内容。4月初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也明确提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事关

国家安全、发展全局、人民财产安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由此可见，

今年仍然是金融风险出清尤为关键的一年，金融监管不会放松，防范地方债务风险、严控资

产管理行业乱象和降低国企杠杆还是工作重心。 

  

此外，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推动信贷、股市、债市、汇市、楼市健康发展，及时跟进监

督，消除隐患。不难看出，防范信贷风险也是一大重点，在此基础上保持股市、债市、汇市、

楼市的健康发展，可防止在强化监管过程中产生“共振效应”引发系统性风险。 

  

其二，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表明财政和货币政策并

未转向。需要注意的是，日前央行决定下调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1个百分点，应该说，本

次降准的时点和幅度明显超出市场预期，这是基于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而做出的

调控决定。央行还将继续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其三，要主动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表，对得上的加紧推，对不上的及时改，这是对我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硬要求。具体手段上，一方面，逐步完善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建设，包括

出台配套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办法等。另一

方面，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支持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发展。换言之，高质

量发展对标的是发展新经济、壮大新动能，同时，通过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淘汰过剩产能和落

后行业。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会议提出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最近召开的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工作会议也强调，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要下定决心、保持恒心、找准重心，加速推动信

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 



  

实现核心技术攻关必须破除制约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让企业创新力充分涌动，并保护

好科技创新成果，最大化形成科技创新合力，尤其是要加快突破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命脉的

重大关键科技问题。可以预见，我国将加大技术创新和技术突破的支持力度，积极修炼内功

补齐短板、应对外部冲击，进而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 

  

最后，本次会议时隔三年再提扩大内需，持续扩大内需的提法表明这是一场持久战。从

以往的经验看，加大投资是刺激需求的主要手段，因此，有不少人想当然地认为，国家会再

度大搞基建和房地产，尤其是在今年一季度基建投资大幅下滑的情况下。然而，这种想法纯

属一厢情愿。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经济工作理念和要求都与高质量发展挂钩，不会重回刺激

房地产的老路。当然，基建投资作为逆周期稳定器，也会保持稳定增长，不会失速下滑。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面对复杂的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我们应保持战略定力，

增强忧患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正视短板，千方百计增强核心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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