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会关注：反洗钱法、科技金融、消费信贷、征信等 

 

近日，2024年全国两会正在进行中。会议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

委员纷纷提交议案/提案，其中有多份议案/提案与金融行业相关。 

人大代表、央行上海分行行长金鹏辉：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推进

《反洗钱法》审议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兼上海市分行行长金鹏辉提

出了关于尽快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加快推进《反洗钱法》审议发布两项

建议。 

金鹏辉表示，上一次《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是在 2003年，已经不能完全

适应新时期人民银行履职需要。一方面，关于人民银行职责的规定不适应现实

履职要求，与 2023 年 9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中国

人民银行职责机构编制的通知》不尽一致。另一方面，缺乏人民银行履职工具

和手段的规定，未体现健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缺乏人

民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管理金融市场、管理金融基础设施等职责可以采取的措

施和手段等内容。因此，有必要尽快再次修订。 

金鹏辉还建言加快推进《反洗钱法》审议发布，他认为 2007 年 1月 1日施

行的《反洗钱法》已难以满足反洗钱工作高标准推进的需要，也与反洗钱国际

标准存在一定差距，亟待修订完善并尽快发布。在金鹏辉看来，《反洗钱法》

需要完善的理由有三点。 

1、现行法未充分体现风险为本的反洗钱原则。没有从识别、评估并采取措

施降低洗钱风险的角度规定机构义务，造成机构“重合规、轻风险”。 

2、现行法规定的反洗钱法律责任不完善。一方面，内控机制有效性对机构

反洗钱工作起根本性作用，但是现行法未将其作为行政罚款的情形；另一方

面，对机构和相关责任人的罚款标准较低，不利于形成有效的监管震慑。 

3、反洗钱监管协作机制不够顺畅，对新型洗钱风险监测防控及打击治理力

度有待加大。同时，迎接反洗钱国际组织第五轮评估也需要配套修订《反洗钱

法》。 

政协委员、央行广东分行行长张奎：建议修改《商业银行法》，提高罚款

上限 



鉴于顶层设计的重要性紧迫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广东分行行

长张奎建议加快推进《商业银行法》修改工作。 

张奎认为，近年来，创新性、交叉性金融业务不断涌现，甚至夹杂一些非

法金融活动，影响了正常金融秩序。修改《商业银行法》，有利于强化持牌经

营原则，全面落实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

其中，张奎主张《商业银行法》增设商业银行主要股东、控股股东或者实控人

违反规定的处罚条款等。 

另外，张奎还就完善存款保险风险监测预警机制提出建议，建议明确赋予

存款保险机构风险监测预警职能，扩展直接收集投保机构信息职责；完善常态

化金融风险信息共享机制，加快构建金融监管大数据共享平台；建立存款保险

特色的风险监测预警信息系统等。 

政协委员，央行陕西分行行长魏革军：建议银行设立科技金融事业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魏革军带来关于

推动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科技金融事业部，建设科技金融强国的提案。魏革军

认为，推动商业银行建立科技金融事业部是立足我国实际，充分发挥银行服务

科技创新的必然之举。 

魏革军建议，商业银行要构建权责明确、上下协同的专业化条线型组织架

构，设立从总行到分行的科技金融垂直经营管理机构。建立独立核算与差异化

激励考核的管理制度，明确科技金融事业部与其他部门之间成本分摊、收益分

享的办法，合理确定内部资金转移价格，真实反映科技金融事业部的成本、收

益和风险状况。 

政协委员、恒银金科董事长江浩然：“消费券”改为“免息券” 

全国政协委员、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浩然带来了《关于促

进消费信贷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提案》。他建议，针对特定区域和消费场景，创

新探索将发放满减消费券改为消费信贷免息券的方式，实现在同等财政资源投

入的前提下，获得更好的消费拉动效果。 

江浩然举例表示，地方政府最常见的就是发放满减消费券，财政拿出 50元

补贴能带动 200元左右的消费。但如果把这 50元用于补贴消费信贷免息券，比

如消费者购买电器，可以分期付款，财政的 50元用于补贴分期利息，能够带动

的消费可以达到 2000 元至 2500元。 



江浩然表示，在消费信贷工具中，分期免息受到了商家和消费者欢迎，尤

其是家电、家居等单价较高的品类，小额降价吸引力有限，分期免息则有利于

降低购买门槛，降低消费者即时支付压力，从而提升消费意愿。 

政协委员、香港立法会议员吴杰庄：降低征信业务成本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立法会议员、高锋集团董事局主席吴杰庄，就从完善

我国征信服务体系、进一步释放普惠金融发展潜能等方面提交了相关提案。 

吴杰庄表示，我国仅有一行两机构（即央行征信中心和百行、朴道两家机

构）来负责个人征信业务。同时，征信产品较少，收集信息的来源也不够全

面。国家可以进一步优化相关方面的制度安排，让老百姓享受金融服务的成本

更低，同时降低金融机构的业务风险，从而提升实体经济的效率。 

吴杰庄认为，要真正实现普惠金融，征信机构的努力方向应该是“降低借

贷成本并鼓励负责任的借贷”。而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需要加快扩大征信机

构服务范围、丰富征信机构数据来源，另一方面也需要包括征信机构在内的全

社会共同努力。 

关于扩大征信机构服务范围，吴杰庄提出，我国可以借鉴香港的 MCRA

（MultipleCreditReferenceAgencies，即多家个人信贷资料服务机构模式）案

例，央行成为数据库，并允许其他信用评级机构如百行、朴道运营，以扩大现

在的服务范围。 

关于丰富征信机构数据来源，吴杰庄则提出，建立个人和 ESG（即环境、

社会和公司治理）数据局是一个好的方向。以个人征信业务为例，吴杰庄认为

结合并综合运用包括生活信息、志愿服务信息、环保信息、ESG 信息等在内，

并最终通过大数据评估出来的个人信用评级，才更科学、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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