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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清：尽最大可能提早处置不良资产

引导理财、信托、保险等为资本市场增加长期稳定资金；推动养老基金在资本市场上的占比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8

月

16

日，央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

席郭树清在《求是》刊文称，今后一段时期，我

国经济供需两端、国内外两个市场同时承压，

金融体系势必遇到很大困难。 要切实增强机

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既要“稳定大局、统筹协

调”，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推动经济

发展尽快步入正常轨道；又要“分类施策、

精准拆弹”， 有序处置重点领域突出风险，

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维护金融安全关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全局。 郭树清称，放眼世界，一些国家的崛

起和衰弱往往同金融能力密切相关。 近年

来， 我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大

进展，金融资产盲目扩张得到根本扭转，影子

银行风险持续收敛， 不良资产认定和处置大

步推进，违法与腐败行为受到严厉惩治，互联

网金融风险大幅压降， 大中型企业债务风险

有序化解， 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势头得到遏

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初步控制等。

不过，郭树清表示，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向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 本来就面临老龄化

加快、储蓄率下降、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等诸多

困难。 百年不遇的特大疫情直接造成一季度

经济深度下跌，尽管二季度恢复正增长，但是

近中期发展仍然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因素。

（下转 A2版）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三十而立，中国资本市场历经风雨不断

成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纵观

30

年来的变

化，我国资本市场沿着市场化、法治化和国

际化的道路星夜兼程，持续深化创新关键制

度，坚持特殊时期作出特别政策安排，强化

融资服务和制度工具创新， 体现科学监管、

分类监管。

证监会原主席肖钢， 是中国资本市场

的经历者和见证者，他有着监管者的视角，

也有着学者研究问题的全面和睿智， 在接

受证券时报记者专访时，肖钢表示，资本市

场改革要努力实现七大转变，同时，蓝筹股

盘子大，估值稳定，波动较小，抗操纵性强，

率先试点“

T+0

”交易风险可控。 中国资本

市场并不缺少资金， 但缺少足够的真正做

长期投资的“长钱”，必须从长期视角切入，

建立长期投资者制度。

资本市场改革

要努力实现七大转变

证券时报记者：

中国资本市场成立

30

年

来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

也面临一些风险和机

遇

，

您曾经说过

“

党中央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重视资本市场

”，

应该如何理解新时期资本市

场的重要作用

？

肖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

发展资本市场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党中央、

国务院一系列文件提出了明确要求， 作出了

全面部署，内涵之丰富，改革力度之大，是前

所未有的。中央强调，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

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具有枢纽地位，

凸显了发展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从

某种意义上来理解， 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

样需要资本市场， 这是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

实现经济创新驱动、 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

发展的必然选择。

2020

年恰逢我国资本市场建立三十周

年。我国资本市场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同

时也面临许多机遇与挑战。

（下转A2版）

见证者肖钢：

中国资本市场将成为全球人民币资产配置

中

心

编者按：今年，中国资本市场迎

来了而立之年。 30年间，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从单一股票市场到多层

次体系、 从股票发行额度控制到实

施注册制、 从个人投资者主导迈向

机构投资者主导、 从封闭发展到备

受外资追捧， 中国资本市场逐步发

展成为参与人数最多、 规模全球第

二的资本市场。 在这波澜壮阔的 30

年里，有许多令人难忘的瞬间，有许

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 为此，本

报推出 “迈向高质量发展———中国

资本市场 30 年” 特别报道，让我们

一起倾听，一起见证，一起再出发，

共同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

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推动中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

16年推出两个重磅新药

艾力斯冲击科创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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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平方米住房仅售2万？

记者实探辽宁阜新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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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西廷 愿人间无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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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股业绩复苏估值回升

中国人寿市值突破万亿

A3

国务院政策咨询将实现

“一网通问、一网通答”

� � �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更好满足企业和群众对政

策信息特别是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等方面政

策的咨询问答需求，充分发挥政务公开第一平台作用，中国政

府网日前上线试运行“国务院政策答问平台”。 该平台目前已

联通

47

个国务院有关部门，汇集了就业创业、社会保障、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等多方面政策答问资源。依托“国务院政策答

问平台”，将有效整合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政策答问资源，提升

政策发布解读回应水平，加快推动实现全国范围内政策“一网

通问、一网通答”。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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