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全国政协常委、 经济委员会主任尚福

林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书面专访时表示，

要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

性的资本市场， 需要从融资端和投资端两

头发力。进一步丰富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

上市公司质量， 满足不断扩容升级的投资

需求，培育合格投资者，保护投资者权益。

尚福林建议， 资管行业转型要坚持服

务实体经济的根本方向， 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理念，坚决守好风险底线，严格坚

守合规底线，切实恪守服务客户底线。特别

是在当前金融业全力支持疫情防控、 复工

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 妥善处

理好存量产品的压降与转型接续。 既要保

持转型定力，也要防止业务断崖式下降，进

而引发对实体经济正常生产经营的扰动。

资本市场改革要从

融资端和投资端两头发力

证券时报记者：

资本市场要服务好实

体经济

，

应该在哪些方面发力

？

当前资本市

场正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

您有哪些看法

？

尚福林：我国资本市场

30

年来的改革

发展成就巨大。同时，我国资本市场仍是发

展中的市场，改革任务依然艰巨，挑战仍然

严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资

本市场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为全面深

化资本市场改革指明了方向。 打造一个规

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

场，还需要从融资端和投资端两头发力。

在融资端，一是在市场建设上，大力发

展直接融资市场。 打通金融资源与科技成

果转化的渠道，壮大创新资本总量，激发风

险资本活性， 更好发挥资本市场在长期投

资和高新技术、 关键领域创新活动中的优

势。进一步丰富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形成

各板块错位发展、各有侧重、相互补充的适

度竞争格局， 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提高优

化资源配置能力和形成创新资本效率中的

枢纽作用。二是在主体建设上，要提高上市

公司质量。 市场上的增量财富来自上市公

司，上市公司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

信息是证券市场健康有序运行的重要基

础。要通过不断健全基础性制度，通过市场

和行政力量，完善市场约束机制，提高上市

公司质量。

在投资端，一是满足不断扩容升级的

投资需求。 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财富管理

和资产配置的需求日益增长。 需要适应金

融市场变化， 针对不同需求的投资者群

体，提供适当的投资产品，增加有效社会

投资。 二是培育合格投资者。 我国资本市

场中的中小投资者数量众多。 随着注册制

改革，市场包容性增加的同时，对投资者

的专业经验和风险承受能力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需要加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培

育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理念，为

资本市场引入合格投资者和中长期资金。

三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把完善投资者

保护制度摆在突出位置，依法打击各类违

法违规行为，净化市场环境，切实维护市

场纪律和市场秩序。

资管转型要注意三方面问题

证券时报记者：

如何看待当前资管转型

的进展

？

尚福林： 资管行业是金融业的重要领

域，

2018

年 《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

务的指导意见》印发后，系统性制度框架已

基本搭建。 一方面，从前期成效看，具有里程

碑式意义。 监管部门加大影子银行和交叉金

融领域乱象整治力度，资管行业治理取得显

著成效，资管行业转型有序推进，行业健康

度不断提升。以监管套利、隐匿风险为特征的

同业通道业务规模大幅下降， 借道各类资管

计划意图让不良资产非洁净出表的违规问题

得到重点整治。 通过压缩资金空转和通道业

务，累计压缩交叉金融类高风险资产约

16

万

亿元，资产高速虚假扩张顽疾得到纠正。以往

试图规避宏观调控、着眼监管套利、拉长融资

链条、 抬高融资成本甚至自我循环的扭曲发

展方式已基本丧失了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发

展转型进入深水期，任务挑战异常艰巨。新冠

肺炎疫情更为资管行业转型增加了不确定

性。 资产端收益率下行、配置难度加大，非标

资产的处置与承接各方都很关注。 加强投资

者教育，打破“隐性刚兑”，优化资金期限结构

任务还很艰巨。

证券时报记者：

您认为

，

资管行业要转型

发展

，

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

尚福林： 资管行业的参与主体因背景不

同，发展进程不一，产品各有特点，在转型中

面临的挑战各不相同， 也有一些共性方面值

得关注。

首先是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方向。

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 资管业

务同样应当以服务实体经济投融资需求为定

位和根本目标。 （下转A2版）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主任尚福林：

资本市场改革要从融资端和投资端两头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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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保监会：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聚焦九大领域

大力压降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持续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持续遏制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5

月

26

日， 证券时报记者从银保监会

获悉，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

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打好防范化解金

融风险攻坚战收官之年， 今年防范化解金

融风险的工作重点包括九大领域。 今年，银

保监会还将开展市场乱象整治“回头看”工

作，防止乱象反弹回潮，推动金融支持疫情

防控和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等各项政策落

到实处。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今年银

保监会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九大领域包括：一

是稳妥处置高风险机构， 压实各方责任，全

力做好协调、配合和政策指导。 二是大力压

降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防止死灰复燃。 三

是持续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提高资产分

类准确性。 四是坚决落实“房住不炒”要求，

持续遏制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 五是对违

法违规搭建的金融集团，在稳定大局的前

提下，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全力做好

资产清理，追赃挽损，改革重组。 六是深入

推进网络借贷专项整治，加大互联网保险

规范力度。 七是继续努力配合地方政府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重组， 加快经济结构调

整，化解隐性债务风险。 八是有效防范化

解外部冲击风险，稳定市场预期。 九是进

一步弥补监管短板， 加大监管科技运用，

加快建设监管大数据平台，有效提升监管

能力和水平。

影子银行整顿和加大不良资产处置是

过去几年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主要任

务，所取得的进展较为显著。

在影子银行整顿方面， 银保监会有

关部门负责人称， 重点领域风险由发散

转向收敛， 高风险影子银行资产大幅缩

减。

2017

年以来，通过压缩资金空转和通

道业务， 累计压缩交叉金融类高风险资产

约

16

万亿元，资产高速虚假扩张顽疾得到

纠正。

下一步，将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加

强影子银行监管，防范影子银行反弹回潮。加

强现场检查，严纠违规行为。 对

2018

年深化

整治市场乱象工作自查和监管检查发现问题

整改问责情况“回头看”。 在前期乱象整治基

础上， 继续对重点领域重点风险开展深入整

治。 严肃查处理财业务、同业业务、表外和合

作业务等领域违规问题。

在不良资产处置方面，目前，银行业不良

贷款保持高位运行，潜在风险较大。

2020

年

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

2.6

万亿元，较

上年末增加

1986

亿元； 不良贷款率

1.91%

，

上升

0.05

个百分点。

该负责人表示，一季度，我国实体经济受

疫情负面影响较大，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存量

明显增加，不良率快速反弹。 近年来，商业银

行通过核销、现金清收、市场化处置等手段加

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 三年来银行业累计处

置不良贷款

4.4

万亿元，其中，

2019

年，银行

业共处置不良贷款

2.3

万亿元。 今年一季度，

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贷款

4055

亿元，同比多处

置

726

亿元。 其中，核销不良贷款

1921

亿元；

处置收现

1855

亿元； 综合运用以物抵债、资

产证券化、债转股等方式，合计处置不良

279

亿元。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银保监会将持续

推进银行业不良贷款处置工作， 继续加大不

良贷款处置力度。结合各类机构实际，合理确

定差异化的全年处置目标。 指导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聚焦不良资产处置主业， 发挥处置主

渠道作用。 支持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加大不良

贷款收购处置力度。

代表委员“点赞”创业板改革

上市公司紧抓转型升级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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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良法促善治 民法典将成制度“新坐标”

本报评论员

从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

，

从婚姻家庭到

物权债权

，

作为

“

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

新中

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呼之欲出

。

十多部民

事单行法

“

聚沙成塔

”，

66

年民事法律创立和

修订的

“

接力赛

”，

几代中国人

“

厚积薄发

”，

终

于创设出这一部科学性

、

系统性的制度成果

。

以良法促善治

，

这部兼具中国特色

、

时代

特征

，

反映人民意志的良法

，

将在中国制度文

明史上树立

“

新坐标

”。

良法当反映人民意愿

，

维护法律秩序

，

引

领良好风俗

。

作为民事主体最基本的权利

，

人格权在

民法典草案独立成编

，

开创了世界民法典之

先河

。

我国民法典一改大陆法系

“

重物轻人

”

的思想

，

在民法调整的人身关系

、

财产关系中

突出人身关系

，

将人格权与物权

、

合同

、

婚

姻家庭

、

侵权责任编等并列

，

更为强调对自

然人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的保护

，

彰显了

民法典

“

以人为中心

”

的人文主义思想

。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

民法

典草案通过规定赡养权

、

抚养权

、

扶养权等

，

落

实公序良俗和家庭道德规范

，

让自然人外延

到家庭

、

婚姻关系中

，

同样得到权利的保障

。

不限于

“

从摇篮到坟墓

”，

民法典草案

对人身权利的保护

，

还从自然人扩展到胎

儿和遗体

。

民法典创设的

“

胎儿利益保护

”、

“

被侵权人死亡

”

后的侵权保护条款

，

彰显

了新时代对人格权保护的充分重视

，

也体

现了对人的成长和发展的终极关怀

。

良法当把脉时代需求

，

体现时代特征

，

引领历史潮流

。

民法典草案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

，

将

“

绿色原则

”

确立为民法基本原则

；

顺应

信息时代潮流

，

保护网络时代隐私权

，

保护网

络虚拟财产

，

完善电子合同规则

，

细化网络侵

权责任

；

回应新时期人民关切

，

通过规范胎儿

权利

、

高空抛物

、

居住权制度等

，

让各类处于

模糊地带的权

、

利

、

责有所依归

，

人们的社会

生活得以

“

定分止争

”。

民法典草案回应现代科技发展

，

站在时

代潮流之巅

，

将成为兼具前瞻性

、

引领性

、

开

放性

、

包容性的二十一世纪民法典的代表

。

良法还当兼具中国特色

，

符合中国国情

，

传承中华文化的

“

精气神

”。

民法典草案强调诚信建设

、

传统道德

、

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彰显了中国特色法律制

度

。“

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

，

弘扬家庭美德

，

重视家庭文明建设

”，

提出

“

离婚冷静期

”

等

，

突出了维护家庭和睦的传统价值取向

；

强调

对未成年人保护

，

保障老年人权利

，

规范婚姻

财产关系等

，

不少规范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

取营养

，

为世界民事立法和进步提供中国方

案

，

贡献中国智慧

。

作为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

民法中

蕴含的权利意识

、

契约意识

、

平等意识

、

责任

意识等

，

终将以良法促善治

，

为我国建设法治

国家

，

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奠定坚实的制度根基

。

从世界现存第一部完备的成文法典

《

汉

谟拉比法典

》

到英国的

《

大宪章

》，

从

《

拿破仑

法典

》

到

《

德国民法典

》，

人类历史的发展

，

世

界大国文明进步的每一个重要时刻

，

都会留

下具有标志性的制度成果

。

而具有中国特色

，

体现时代特征

，

反映

14

亿人民共同意志的中

国民法典

，

也将成为中国制度文明史上的

“

新坐标

”。

刘若鹏：

新兴领域制造业仍有短板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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