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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 在中央层面的金
融监管机构改革基本落定之后，地方金融监管
体制改革正在加速落地。

2024年开年以来，地方金融委、地方金融工
委紧锣密鼓组建，地方金融管理局也纷纷挂牌成
立。随着自上而下的金融监管机构改革渐次落
地，央地协同金融监管新格局正在加快形成。

多地金融委密集组建
在 2023年 11月中央金融委员会首次对外

公开发声后，近段时间以来，地方金融委、地方
金融工委陆续成立。

据统计，目前已有20多个省份成立了地方
金融委、地方金融工委。与此同时，多地地方金
融管理局纷纷亮相，与地方金融委办公室、地方
金融工委合署办公，人员配置与职能设置也逐
步明确。

记者观察到，多地原来的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局官网已完成更名，其中，大多数是地方金融
委办公室、地方金融工委、地方金融管理局三块
牌子并列。

另据记者了解，五个计划单列市也在陆续
成立对应级别的金融委。

“这是落实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深化地
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复旦大学金
融研究院研究员董希淼表示，组建地方金融委
和金融工委，将在地方层面加强党对金融工作
的领导，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将联系更加紧密、
体制更完善，有利于加强央地协同，提高地方金
融监管效能。

根据 2023年 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央层面的改革任
务力争在2023年年底前完成，地方层面的改革
任务力争在2024年年底前完成。

随着中央金融委和中央金融工委成立，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及各地派出机构陆续挂
牌，中央层面的金融监管机构改革已基本完
成。2024年开年以来，筹备已久的地方金融监
管体制改革逐渐落地。

专家认为，中央部门之间的协同、央地之间
的协同，是中央金融委、地方金融委及金融工委
的重要工作。在重大风险的处置方面，地方金融
委和金融工委将发挥落实属地责任的重要作用。

“我国各地金融监管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的统一部署，落实金融机构改革方案，推动加
快形成新时代金融监管新格局。”福建社会科学
院副院长黄茂兴表示。

大刀阔斧改革为哪般？
在新一轮金融监管机构改革中，深化地方

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备受关注。从近年来的金融
监管和风险处置实践看，加强央地监管协同的
必要性、紧迫性日益上升。

地方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战场。但
由于历史原因，地方金融监管力量比较薄弱，在
处理金融发展与加强监管二者关系时也存在矛
盾。董希淼指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接受中央
金融管理部门监管，但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党
建、纪检监察等职权均在地方党委政府，中央金
融管理部门派出机构和地方政府在高管任免、
风险处置中难以协调的情况时有发生。

当前，金融创新复杂多样，防风险任务依旧
艰巨，无论是加强金融监管还是防范化解高风
险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都对加强央
地监管协同、提高地方金融监管效能提出了更
高要求。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建立以中
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为主的地方金融

监管体制，统筹优化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
出机构设置和力量配备。地方政府设立的金融
监管机构专司监管职责，不再加挂金融工作局、
金融办公室等牌子。

“针对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存在的监管手段
缺乏、专业人才不足等问题，强化金融管理中央
事权，同时压实地方金融监管主体责任，中央和
地方的金融监管职责分工更加明确，监管效能
将进一步提升。”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曾刚表示。

在曾刚看来，央地协同的必要性体现在日
常监管和风险处置化解两个方面。“中央和地方
监管规则不统一，可能会出现监管套利。只有
央地同向发力，动作才能统一，政策才能一致，
真正实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金融监管全覆
盖。”

董希淼表示，调整和剥离地方金融监管部
门金融发展、招商引资等职能，可以避免其既当

“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从而能一门心思抓监
管、防风险。

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的处置，也离不开
地方政府。专家表示，如果不动用地方政府资
源，容易出现没人牵头负责或者风险处置效率
比较低的情况。通过设立地方金融委，可压实
地方党委政府的属地风险处置责任，提高金融
风险化解的效率。

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此前接受新华社
采访时表示，将在中央金融委员会的统筹领导
下，协同构建全覆盖的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做到
同责共担、同题共答、同向发力，确保监管无死
角、无盲区、无例外。

加强监管协同如何真正落地见效？
机构调整只是第一步。在新的监管架构

下，中央与地方要共同构建科学高效的金融监
管体系，实现“1+1>2”的协同监管效应，不是一
蹴而就的事情。

多位金融人士认为，随着地方金融监管体
制改革迈出重要步伐，后续在具体监管实践中，
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和地方党政机关如何在日常
监管、风险处置、资源调配等方面进行深度有效
的分工协作、协调配合，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磨
合。

“加强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
设已经在顶层设计进行了总体布局，接下来
还应该在具体实践中进行优化。”清华大学五
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表示，要进一步厘
清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事权边界，完善金融
监管权配置的法治供给，同时以新兴业务监
管作为抓手，增强中央和地方对金融监管的
合力。

对地方来说，面临着金融监管理念转变、
职能转化的挑战。“不挂牌子是否意味着不用
履行相关职责？地方金融发展和相关金融服
务责任由谁来承担？”一名地方金融监管人士
表示。

还有一些问题待解。比如，在防范和处置
非法集资等方面，地方和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存
在职责交叉，如何做好分工协调仍是关键；又
如，如何加强一直相对薄弱的地方监管力量，提
升地方监管能力水平等。

专家认为，要完善制度健全、支撑有力的配
套保障机制。强化地方金融监管法治保障建
设，尽快出台地方金融监管条例；探索建立监管
考评体系，鼓励和保护地方政府监管积极性；通
过充实地方金融监管力量等方式，提升金融监
管能力水平，以科学、有效、有力的监管不断增
强金融发展的安全性。

多地金融委亮相 大刀阔斧改革为哪般？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
文提出，将从增强数据安全保护意识、开展重要数据安
全保护、强化重点企业数据安全管理、深化重点场景数
据安全保护四方面提升工业企业数据保护能力。

这是记者26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的。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工业领域数据安

全能力提升实施方案（2024—2026年）》围绕提升工业
企业数据保护、数据安全监管、数据安全产业支撑三类
能力，明确提出11项任务。

方案明确，到2026年底，工业领域数据安全保障体
系基本建立。数据安全保护意识普遍提高，重点企业数
据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到位，重点场景数据保护水平大幅
提升，重大风险得到有效防控。数据安全政策标准、工
作机制、监管队伍和技术手段更加健全。数据安全技
术、产品、服务和人才等产业支撑能力稳步提升。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方案是指导未
来三年工业领域数据安全工作的纲领性规划文件，以

“到 2026年底基本建立工业领域数据安全保障体系”
为总体目标，分别从企业侧、监管侧、产业侧等方面明
确各工作目标，致力于实现企业保护水平大幅提升、监
管能力和手段更加健全、产业供给稳步提升。

四举措提升工业企业
数据保护能力

新华社上海2月26日电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 26
日发布《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化经营主体登记管
理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若干措施》。措施聚焦五个方
面，推出21条举措，从企业需求出发，回应经营主体关
心关切，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减少
企业感受与政策间的“温差”。

“随着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不断推进，我们愈发感受
到对营商环境最有发言权的就是经营主体。”上海市市
场监管局副局长彭文皓说，“我们把企业的合理诉求作
为改进工作的切入点，了解他们的诉求、痛点，把帮他
们解决实际问题作为目标。”

据了解，这次出台的措施更多关注企业在经营过
程中遇到的具象难题，比如登记的场地资源释放、企业
公章丢失等长期困扰企业的“老大难”问题。

为解决企业诉求，经过多轮研讨，上海市市场监管局
在论证了“释放同一场地登记资源”的风险性和可行性后，
最终形成了措施中的第12条，为企业招商提供政策便利。

此外，措施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聚焦企
业高频使用和访问的数字化服务平台，探索推出企业
名称人工智能帮办管家服务，构建电子营业执照应用
生态，解决连锁企业分支机构电子营业执照“反复认
证、多次下载”问题。同时，措施还包含了经营主体比
较关心的信用修复、无感监管等方面的具体措施。

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法学教授罗培新说，措施站
在经营主体的视角考虑问题，并以经营主体为视角表
述文件内容，增强了企业的获得感。

上海出台21条举措
提升营商服务“热度”

2 月 26 日 ，位 于 河
南省安阳市的殷墟博物
馆新馆正式开馆，这是
首个全景式展现商文明
的 国 家 重 大 专 题 博 物
馆。

殷墟博物馆新馆坐
落于安阳市洹河北岸，
与殷墟宫殿宗庙遗址隔
河相望，展厅面积约 2.2
万平方米，展出青铜器、
陶器、玉器、甲骨等文物
近 4000 件套。其中，四
分之三以上的珍贵文物
首次亮相，一系列考古
新成果首次展示。

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殷墟博物馆新馆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