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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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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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地协同金融监管新格局加快形成

宗馥莉接任
娃哈哈电商执行董事

本报综合消息 2月26日，
记者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获悉，2月23日，杭州娃哈哈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
更，宗庆后卸任法定代表人、执
行董事、经理，由其女儿宗馥莉
接任。目前，宗馥莉已在上百家
企业任职，其中多数为娃哈哈集
团下属公司。

杭州娃哈哈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成立于2020年3月，注册资
本2亿人民币，经营范围含食品
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互联网
信息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农副产品销售等，由娃哈哈商业
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

2月25日，娃哈哈集团创始
人、董事长宗庆后因病医治无效
逝世，享年79岁。

今年我国预计实施
100次左右发射任务

据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
中国航天全年预计实施100次左
右发射任务，有望创造新的纪
录，我国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将
迎来首次发射任务，多个卫星星
座将加速组网建设；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计划安排近70
次宇航发射任务，发射290余个
航天器，实施一系列重大工程
任务。

2月26日，航天科技集团在
京发布《中国航天科技活动蓝皮
书（2023年）》并介绍2024年宇
航任务整体情况，这是记者从会
上了解到的信息。

此外，蓝皮书显示，中国航
天2023年实施67次发射任务，位
列世界第二，研制发射221个航
天器，发射次数及航天器数量刷
新中国最高纪录，其中长征系列
运载火箭47次发射全部成功，累
计发射突破500次，其他商业火
箭发射20次。

北京15所部属高校
将向雄安新区疏解

本报综合消息 2月25日，
2024年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论
坛在京举办。论坛上发布的京
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创新机制研
究成果显示，京津冀教育协同发
展取得了重要进展：目前已有
202所京津中小学和幼儿园与
273所河北中小学和幼儿园开展
办学合作，北京地区15所部属高
校将向雄安新区疏解。

作为首批落户雄安新区的
部属高校，北京交通大学、北京
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
地质大学（北京）4所高校的雄安
校区已于去年11月正式开工建
设。4所高校均表示，将按照“一
校两区、协同发展”的思路进行
布局。此外，北京理工大学雄安
校区已获批建设，将和该校中关
村校区、良乡校区、珠海校区及
怀来校区共同构建“一脉五区、
一体发展”的开放办学格局。

本报综合消息 记者从相
关部门了解到，目前包括北京在
内的多地都制定了针对电动自
行车用锂离子电池安全性的地
方性技术标准。另外，我国的强
制性国家标准即将出台。

为从源头防范电动自行车
质量安全事故的发生，2022年，
北京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
制定了团体标准《电动自行车用

锂离子动力电池组技术规范》。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
量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由涛介
绍，该标准对单体电池过充电、
过放电、电池组温度保护和过充
电保护等33项安全技术指标进
行了规定。

记者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
员会官方网站查询到，2022年由
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起草的强

制性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用锂
离子蓄电池安全技术规范》已经
完成了起草和征求意见阶段，目
前正处于审查阶段。中国电子
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
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是工信部
锂离子电池及类似产品标准工
作组组长，同时也是这项国家标
准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

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
鹏林表示，按照项目计划，这项
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今年发布。
本标准将填补国家层面对电动
自行车用锂离子电池安全质量
监管的技术依据空白。标准发
布以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标准化法》的规定，不符合强制
性标准的产品、服务，不得生产、
销售、进口或者提供。

电动自行车锂电池将出台强制标准
不符合标准的产品和服务不得生产、销售、进口或提供

2024年春节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发布

“傅园慧包车遭勒索”被中消协点名
本报综合消息 2月26日，

中消协发布2024年春节消费维
权舆情分析报告，监测发现，
2024年春节期间消费者吐槽主
要集中于交通出行、景区旅游、
文化娱乐、消费服务等方面，海
南三亚“返程难”、傅园慧称包车
被勒索等事件被点名。

报告显示，监测期间，有关
“交通出行”负面信息共413303
条，占吐槽类信息的30.28%，日
均4.1万条，峰值出现在返程高
峰时段，18日达7.6万条。春节
假期出行需求增长，火车票、机
票供需失衡，价格波动明显。海
南三亚因地理、天气等原因，“返

程难”引发热议，此外列车超员
问题再次出现。

中消协提到，除出岛交通运
输方式单一的客观原因外，航线
配置不足、管理疏导方式待优化
等制约了人员的快速流动。

另外，春节期间，“傅园慧称
包车被勒索”等事件也引发公众

广泛讨论。
中消协表示，此次“傅园慧

被勒索”事件的火速解决，同“一
家五口云南旅游同导游产生纠
纷提前结束行程”形成鲜明对
比，消费者产生强烈的“角色代
入感”，最终形成了“假如不是傅
园慧呢？”的社会关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