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换帅之际 财政部领导层新一轮调整

两位副部长离任后，领导班子仍有空缺，或从内部提任；近期领导层

分工也有变化。

财政部掌舵人交接棒之际，部领导层人选和分工正经历新一轮调整。

据 9 月 28 日报道，刚刚卸任山西省委书记的蓝佛安，下一站是财政

部。当日下午，财政部开会宣布了蓝佛安出任部党组书记的消息。预

计经过相关程序后，蓝佛安将正式接任超龄服役的刘昆成为下一任财

长。

2023 年下半年以来，财政部先后有两名副部长离任：7 月夏先德转

任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9 月初许宏才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

预算工作委员会（下称“预算工委”）主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升至正部级。

至今财政部副部长仍空缺两位待补。按中央编办有关规定，财政部设

部长一名、副部长四名。此前兼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下称“中

财办”）副主任和财政部副部长的廖岷应不在“四副”编制之列；此

外，财政部党组现有部长和朱忠明、王东伟两名副部长，以及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驻财政部纪检监察组组长杨国中、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

事长刘伟。据多方了解，财政部或从内部司局长中提任副部长。

此番财政部领导班子调整尤为关键，还在于原副部长许宏才分管领域

十分重要，各方关注由谁接替协助新任财长。转任全国人大预算工委

前，许宏才在财政部协助刘昆分管预算司，分管国库司、金融司、政

府债务研究和评估中心（下称“债务办”）等。

据从多名财政系统人士处了解，近期财政部多司局的分管副部长已有

调整。其中，具备多年金融监管和中美经贸磋商经验的廖岷，新接手

金融司、国际经济关系司（下称“国际司”）、国际财金合作司（下

称“国金司”）、政策研究室。

I. 廖岷接管金融司等多司局



现年 54 岁的廖岷于 2018 年 5 月从中财办四局局长升任中财办副主

任，并出任财政部副部长，专项负责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德高级别

财金对话等工作，至今逾五年。此前，他在银监会核心部门和地方银

监局工作多年，有丰富的金融监管经验。

廖岷生于 1968 年 12 月，江西南昌人，本硕均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

学院。1993 年参加工作后，先后在光大集团、人民银行、银监会、

上海银监局等工作。2003 年至 2011 年任职银监会办公厅期间，曾

留学深造，获英国剑桥大学嘉济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2011 年至

2016 年任银监会上海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2016 年 11 月，廖岷

平调至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2018 年 3 月改为中财办）任四

局局长，从金融监管转向国际经贸领域。

2018 年 5 月，正值中美“贸易战”升温之时，廖岷首度以中财办副

主任身份公开亮相，随国务院原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方代表团赴美谈

判；不久后，廖岷接替中美经贸谈判老将、到龄退休的朱光耀成为财

政部副部长。

此后廖岷全程参加中美多轮高级别经贸磋商，曾于 2019 年 12 月出

席国新办发布会介绍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情况，专门披露取消关税、

农产品采购等核心议题进展。2023 年 7 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结束



访华行程，廖岷就此公开回答媒体询问，称双方举行了长时间坦诚会

谈，后续将保持沟通。

多名财政系统人士称，过去五年多廖岷工作侧重中财办，专司中美、

中德经贸对话，近期接手分管金融司、国际司、国金司、政策研究室

等司局，预计未来更多参与财政部具体事务，“办公室也搬过来了”。

廖岷此次接管领域可谓其深耕多年的老本行。在财政部内部，金融司

承担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金融监管、金融体制改革协调配合，国有

金融资本管理，金融企业和金融管理部门财务制度，政策性金融和普

惠金融政策拟定等工作；国际司主要承担国务院交办的与有关国家双

边财经对话、财政部外事管理等工作；国金司负责有关国际金融组织

投融资、发展援助、技术援助、经济监测、资金管理等工作，按规定

管理多边开发机构和外国政府贷款等。

财政部官网的国际司页面显示，9 月 26 日、10 月 9 日，廖岷先后会

见高盛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温泽恩和富达国际董事长庄瑷博；国金

司页面显示，9 月 27 日，廖岷出席了财政部在京举办的世界银行新

一轮营商环境评估研讨班。不过，官网暂未更新部领导的分工调整。

II. 新挑战



廖岷分管财政工作扩张，面临诸多新形势新挑战。

财政部于 9 月 22 日宣布，为落实中美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重要共识，

根据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达成的共识，中美双方商定，成立经济领域工作组，包括“经济工作

组”和“金融工作组”。其中，经济工作组由中美两国财政部副部长

级官员牵头，金融工作组由中国人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级官员

牵头。两个工作组将定期、不定期举行会议，就经济、金融领域相关

问题加强沟通和交流。预计相关工作成为未来廖岷牵头推进的重点之

一。

财政部金融司负责拟订国有金融资本管理规章制度，承担中央国有金

融资本出资人相关工作。

2018 年 7 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

（下称《意见》），首次授权财政部、地方财政部门履行国有金融资

本出资人职责，加强国有金融资本集中统一管理；2020 年 3 月，国

办发布贯彻《意见》的基础性制度即《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暂行

规定》，厘清了出资人的职责，对各级财政部门如何履职尽责作出规

范，标志着财政部争取十余年的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角色，终于落定。

虽然业界普遍认同由财政部统一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的职责，但



金融有识之士也关心这一模式下的具体运行模式如何选择，建议应坚

持分级管理，走“汇金模式”的专业化、市场化之路，防范财政部门

直接管理国有金融资本可能产生的“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问题。

2023 年 3 月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为厘清金融监管部

门、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和国有金融机构之间的权责

关系，推进管办分离、政企分开，把中央金融管理部门管理的市场经

营类机构剥离，相关国有金融资产划入国有金融资本受托管理机构，

由其根据国务院授权统一履行出资人职责。业内高度关注相关工作方

案进展，原来“一行两会”下属的哪些机构属于市场经营类机构，将

划入国有金融资本受托管理机构。

此外，财政部金融司还是 2015 年起高歌猛进的 PPP（政府与社会资

本合作）市场的主管业务部门之一。随着 2017 年后地方债务监管收

紧，PPP 踩下油门，开始平稳发展。2023 年 3 月起，财政部 PPP

项目库暂时关闭至今，几陷停滞。据了解，这是为配合全国 PPP 全

面审计，或与已落马的财政部 PPP 中心原主任焦小平有关。

与地方债管理相关的，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防范化解地方

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即 27 号文）曾要求中央出台融资平台

转型指导意见，在过去数年辗转多部委后，到 2022 年明确由财政部

金融司负责。新一轮一揽子化债过程中，融资平台转型能否有实质性



进展，也有待观察。

从财政部整体工作看，当下最受关注的重点难点无疑是地方债务问题。

7 月 24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后，

财政系统牵头的特殊再融资债券置换工作提速，10 月以来在多省份

陆续落地。截至 10 月 13 日，18 省份披露发行资金用途为“偿还存

量债务”的特殊再融资债券超 7000 亿元。据了解，此轮特殊再融资

债置换的存量债务，主体仍为 2018 年清理甄别中认定的存量隐性债

务，重点解决非标等高息债务，少数省份涉及政府拖欠企业账款。

特殊再融资债置换本质是将隐性债务显性化，对地方政府有降低付息

成本的作用，重在解“燃眉之急”， 但债务的存量规模并未下降。

长期看，仍需在增强财力的同时，加快推进央地财政关系改革、健全

地方税体系、融资平台转型等。

遭受疫情三年冲击后，2023 年以来经济总体保持修复，但复苏进程

比预期的更加复杂波折。财政尤其是地方财政减收压力骤增，叠加房

地产供求关系出现拐点式变化，地方可用财力大幅减少，如何应对财

政收入增速放缓甚而下降和刚性支出不断增长之间的矛盾？央地财

政关系如何进一步理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如何调整？税制改革如

何适应高质量发展阶段新要求？讨论已久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更

好协调配合，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诸多难题都有待新任财长领衔财



政部领导班子合力应对。

III. 空缺副职或从内部提任

目前财政部官网显示，部长刘昆主持财政部全面工作，分管税政司、

预算司、国防司、人事教育司。一名接近财政部人士称，部长通常分

管这四个司局，其中税政和预算把握一收一支两端，同时有副部长协

助部长分管。例如现任安徽省委副书记、2018 年至 2021 年任财政

部副部长的程丽华，曾协助刘昆分管税政司；刚转任人大的许宏才曾

协助刘昆分管预算司；现任副部长朱忠明协助刘昆分管人事教育司、

王东伟协助刘昆分管国防司。

许宏才、夏先德离任后，除了兼任中财办副部主任的廖岷，还有朱忠

明、王东伟两名副部长，财政部“一正四副”班子尚有空缺。朱忠明

1972 年 4 月生，曾长期在浙江省财政厅任职，2021 年 6 月从湖南

省副省长转任财政部，随后任副部长。1969 年 9 月生的王东伟排名

在朱忠明之后，为财政部内部成长的干部，曾在国库司、行政政法司、

财政部甘肃专员办等多部门工作，2017 年 3 月赴河南任省财政厅长，

2022 年 7 月从河南省委常委、统战部长任上回归财政部，任副部长。

据多方了解，下一步财政部或从内部补位，中秋国庆长假前推荐过三

名司局长，分别是预算司司长王建凡、办公厅主任曾晓安、综合司司



长林泽昌。

现年 58 岁的王建凡为 1965 年 3 月生，曾常年在财政部税政司工作，

参与制订了中国几乎所有税种的重大税制改革方案，包括 2006 年前

后取消农业税等农村税费改革、2007 年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法”

合并、多次个人所得税改革、房地产税试点改革等。

2014 年王建凡从税政司副司长升任司长，此后八年深度推进了营业

税改增值税、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税改革、开征环保税等。在近年

来中国连续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的背景下，王建凡成为财政部最为公

众熟知的司局长之一，多次出席新闻发布会向企业和个人吹风政策红

利。

王建凡自 2022 年转任预算司司长，期间推进的一项重点工作是省以

下财政体制改革。他在当年财政学会年会上就这项改革思路作全面介

绍，称省以下改革与 1994 年分税制改革一脉相承，推进过程中不强

调各个地方整齐划一，要把“稳”作为前提。

曾晓安 1967 年 11 月生，工作经历覆盖财政部农业税征收管理局、

工业交通司、经济贸易司、企业司、经济建设司、综合司等多部门，

出版过专著或合著《中国能源财政政策研究》《农税经济分析》《农

村流通体系财税政策研究》等，曾获官方评价“业务功底扎实、实际



工作经验比较丰富、对相关经济问题也有一定的研究”。2019 年 12

月起，曾晓安从财政部综合司司长转任办公厅主任，并在 2020 年—

2022 年连续担任财政部新闻发言人。

林泽昌同样为财政部任职多年的司局长，曾任农业司副司长、财政部

河北监管局局长等，于 2019 年 12 月接替曾晓安担任综合司司长，

至今已近四年。“十四五”规划开始实施的 2021 年，林泽昌出席国

新办主题发布会，表示“十四五”时期要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依托行

政权力和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各项收入以及特许经营权拍卖收入

等按规定全面纳入预算管理；积极运用“零基预算”管理理念，打破

固化格局，统筹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四本预算的统筹，全面盘活

用好结转结余资金，建立健全新增资产预算与存量资产的挂钩机制等。

“（上述三位）都是比较资深，当了好多年司局长了。”一名财税专

家评价道。也有财政系统人士表示，原来许宏才分管的预算司、国库

司、金融司、债务办等均为核心职能部门，专业度较高，需要懂预算、

债务、体制。许宏才离任后，其分管领域一度由朱忠明代管，目前明

确金融司由廖岷分管，各方也高度关注未来副部长人选与分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