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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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ENGZHOU DAILY6 2024年2月27日 星期二 责编 朱文 校对 田晓玉 E-mail：zzrbbjzx＠163.com综合新闻

本报讯（见习记者 孙雪苹）昨日，记者从市住房
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了解到，今年 1月份郑州市房
地产市场销售情况已公布。

据了解，1 月份，全市商品房批准预售面积
42.46万平方米，其中商品住宅批准预售面积 32.69
万平方米，非住宅批准预售面积 9.77 万平方米。
全市商品房销售 8698套（间），销售面积 91.07万平
方米，销售均价9920元/平方米。其中，商品住宅销
售 5733 套，销售面积 67.56 万平方米，销售均价
11271元/平方米；非住宅销售 2965套（间），销售面
积23.51万平方米，销售均价为6038元/平方米。

全市二手房共成交 8209 套（间），成交面积
88.99万平方米，成交均价9746元/平方米。其中住
宅二手房共成交7786套，成交面积83.91万平方米，
成交均价9813元/平方米。（备注：二手房均价是以
评估指导价为计算依据）。

省发改委发布《工作方案》

全面推动节能增效
鼓励发展零碳建筑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省发改委日前发布《河

南省 2024—2025年节能工作方案》，强调在保障居
民生活用能需求、强化高质量发展用能保障的基础
上，全面推动全社会节能增效，确保完成“十四五”节
能减排目标，为全省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奠
定基础。

《工作方案》明确要全面推动重点领域节能增
效。其中工业节能增效行动中，将创建300家绿色工
厂（园区）、30个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同时在重点用
能行业开展能效领跑者活动，到2025年，全省规上工
业企业增加值能耗比2023年降低8%左右。开展建
筑节能增效行动。鼓励各地探索发展近零能耗建筑、
零碳建筑。推动绿色低碳村庄建设和绿色低碳农房
建设。到2025年，城镇新建民用建筑全面执行绿色
建筑标准，2000年前建成需改造的老旧小区基本完
成改造。推进交通运输节能增效行动。推动货物运
输“公转铁”“公转水”，发挥铁路、水路比较优势。大
宗货物年货运量150万吨以上的大型工矿企业和新
建物流园区铁路专用线接入比例力争达到 85％以
上。推进新能源、清洁能源车辆在城市公交、出租汽
车、城市配送等领域的应用。到 2025年，除应急保
障车辆外，全省新增公交车全部实现新能源化，新能
源和清洁能源客货营运车辆数达到5万辆，新能源、
清洁能源动力船舶数量较2020年增加20％以上。

《工作方案》指出将从产业规划、产业政策、环评
审批、节能审查、用地规划等方面严格把关，坚决遏
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上马，同时加强
非化石能源供给，到 2025年，新建公共建筑屋顶光
伏覆盖率力争达到 50%，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
4700万吨标准煤左右。

多地金融委亮相

央地协同金融监管新格局加快形成
新华社记者 李延霞 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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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

1月份我市商品住宅销售
均价11271元/平方米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记者 王悦阳 张
辛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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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信部发文：

四举措提升工业企业数据保护能力

公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