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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一局一会”新格局加快形成

18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正式挂牌。继2018年

中国银保监会组建之后，金融监管格局又迎来重大调整，

这是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

促进实现金融监管全覆盖的重大举措。

今年3月，我国金融监管领域迎来重磅改革。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其中多项涉及

金融监管领域：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组建中央金融工作

委员会、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深化地方金融监管

体制改革、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

构、统筹推进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改革……

自改革方案发布以来，有关部门正在紧锣密鼓地落

实，改革稳步推进。4月21日，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

革委对外发布了关于企业债券发行审核职责划转过渡期

工作安排的公告。4月23日，证监会宣布，对国家发展改

革委移交的34个企业债券项目依法履行了注册程序，同

意核发注册批文，及时稳定预期，市场反应积极。这意味

着改革方案中的企业债划转已进入实施阶段。

记者还了解到，近期人民银行正根据改革方案推进

分支机构改革；即将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的证监会也加

快推进改革步伐，针对部分职责划转进行相应调整。

随着金融监管机构改革不断推进，“一行一局一会”新格

局正在加快形成。专家表示，通过理顺体制机制、提升监管效

率，金融将在服务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更好发挥作用。

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

新组建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承担怎样的职责？

根据改革方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职责是“统

一负责除证券业之外的金融业监管”，在具体监管职责

上，方案提出“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

式监管、持续监管”的要求。

这些年来，让金融监管者头疼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一

些新出现的金融行为很难按照原有的部门分工进行有效

监管，原来相对清晰的银行、保险、证券的行业分割出现

了一些模糊地带。金融监管存在盲区，还经常出现“铁路

警察各管一段”的现象，风险随之滋生。

此轮改革在中国银保监会基础上组建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通过构建“一行一局一会”的金融监管格局，把

所有的合法金融行为和非法金融行为都纳入监管，让未

来新出现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都难逃监管，形成全覆

盖、全流程、全行为的金融监管体系。

“这样一来，即便今后新出现金融机构和金融形式，

也都在监管框架之内。”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

表示，通过机构设置调整和职责优化，落实党的二十大提

出的“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相关部署，最

终消除监管盲区，实现监管全覆盖。

另外，本次机构改革将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控股公

司等金融集团的日常监管职责划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也从另一个维度体现了功能监管理念。

专家指出，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不是对原有

监管架构的修修补补，而是着眼全局、整体推进，体现了

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性的变革，有望推动监管标准统一、

监管效率提升。

统筹负责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根据改革方案，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

职责，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投资者保护职责划入国家金融

监督管理总局，由其统筹负责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此前“一行两会”均设立了消费者或投资者保护机

构，金融领域的消保工作分散在不同监管部门。

“随着平台经济和数字技术的应用，大量长尾用户渗

入金融领域，对消保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社会

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尹振涛表示，“人民银行和证监

会将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和投资者保护职责划入国家金

融监督管理总局，有助于强化行为监管的标准统一并提

高监管效率，也将大大减少因不同标准而产生的合规成

本和风险。”

在专家看来，这将进一步强化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

动，治理金融乱象，更好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的重要举措，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集中部署。新的金融监管体系，无疑肩负着诸多重

任。机构职能调整、组织架构重建，只是第一步。从“物

理反应”到“化学反应”，达到预定目标，还有大量工作要

做，还有很多硬骨头要啃。

按照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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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紧、任务重。

专家表示，当下金融部门需要充分认识到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定决

心和信心，坚持稳字当头，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机构改革任

务，让金融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走进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的展馆，青岛城市学

院大二学生王培源内心的激动和惊喜难以掩饰：“很多几

年前看似难以实现的想法和概念，现在已变成实物呈现

在大家眼前，有的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中。”

作为一名“铁杆”电子产品爱好者，王培源在现场给

记者举例说，2019年发布的鸿蒙系统，在短短数年间，实

现了从理论创新到现实应用，从支持智慧屏、电视拓展到

眼前展示的支持手机、平板、汽车、智能家居等，已经与很

多人的智慧生活方式深度融合。

17日至19日在山东青岛举行的2023中国国际消费电

子博览会暨青岛国际软件融合创新博览会上，记者观察

到，许多原本停留在理论和公式中的“智易行难”科研成

果，近年来加速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可使用的产品。

海尔智家展区内，大大小小的物件蕴含着不少“黑科

技”：搭载3D透视烘干技术的洗衣机，具备“射流匀风”技

术的空调，内含控氧保鲜科技的冰箱……让现场参观者

切实体会到智慧生活带来的便利。

“基于科技支撑和科研成果转化，我们现在可以为用

户带来更融合、更完善的全屋全场景解决方案。”海尔智

家三翼鸟场景企划总监黄橙对记者说，海尔智慧家庭场

景品牌历经两年多的发展，目前已拥有2万余款组件，形

成了400多个场景方案和200余种服务。

海信8K激光电视，京东方“类纸护眼显示”设备，歌

尔VR动感座椅……展会现场，消费电子领域各类创新成

果竞相亮相。与会人士认为，各方正以用户需求为导向，

持续深化产业前端与后端的需求供给对接，消费电子领

域“智行合一”的良好局面正在形成。

在满足生活娱乐需求的同时，数智化也在提升办公

效率乃至重塑产业生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华为展台的智慧办公展示区，商用笔记本、商用台式

机、商用显示器、商用平板、商用打印机等设备受到很多

参观者关注。据介绍，这些设备可满足企业无纸化会议、

日常办公等需要，为各行各业营造智慧办公新体验。

“华为积极探索政企场景解决方案，致力于让设备的

连接与操作实现协同，让系统与应用的生态实现融合。”

华为展台工作人员说。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看来，制

造业数智化转型深入推进，促进了生产组织和社会分工

向网络化、扁平化、平台化转变。曾经仅是概念的“工业

互联网”，对制造企业的赋能、赋值、赋智作用日益凸显，

正在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登上历史舞台。

京东方打造了覆盖设、产、销等全链条的工业互联体系，

拥有标准化管理和研发平台800多个。“依托工业互联平台，

可实现高度智能化的计划排产、生产制造、品质管控、良率

管理等精细化运营工作，同时还能做到全流程数据可视，大

幅提升企业运营效率。”京东方科技集团党委书记冯强介绍。

专家认为，数智化转型正在为提升我国经济的生产效

率和国际竞争力开辟更大空间，但数智化转型不是数字和

工具的简单叠加，面临着观念、制度、管理、技术、人才等诸多

方面的变革挑战，需要各方携手努力，一起应对。

“无论是产业数字化还是数字产业化，展现给我们的

都是万亿级规模的发展机会，需要政、产、学、研、用等多

方共同参与共克难关，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把数字产业做

强做大。”冯强说。 据新华社

5月18日，媒体记者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门前拍摄。 新华社记者 李鑫/摄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正式挂牌
金融监管机构改革迈出重要一步

从“智易行难”到“智行合一”
——从2023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看数智化转型新成效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18日正式挂牌，新一

轮金融监管机构改革迈出重要一步。金融监管机

构改革进展情况怎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

承担怎样的职责？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新华视点记者 吴雨 李延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