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数省委金融委、金融工委亮相

人事任命陆续落地

地方金融监管改革是 2024 年的“重头戏”之一，机构与人员的去留

牵动着各方神经；剥离发展职能的地方金融管理局将如何专注提升监

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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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4 年 1 月 8 日原江苏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官网率先更新后，

多省地方金融监管改革加速推进。最近一个多月来，全国已有近八成

省级地方金融监管局换新颜，省委金融委办公室、金融工委随之亮相，

并公布了新的人事任命。

近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官网显示，2024 年 1 月跨省调动出任黑龙

江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的陈少波添了新职务，他已担任省委



金融委办公室主任、省委金融工委书记。黑龙江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局目前已更名为地方金融管理局，在删掉“监督”二字同时加挂省委

金融委员会办公室、省委金融工作委员会两块牌子。此前不久，黑龙

江省政府于 1 月 25 日发布人事调整，郎国明出任省地方金融管理局

局长，其原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省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职务

随机构改革自然免除；此外，李明焕、王占北任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副

局长，陈林挂任副局长。

这是本轮地方金融监管改革的新进展之一。截至 2024 年 2 月 19 日，

据梳理，有官网的 30 家省级（含直辖市）地方金融监管局中，已有

24 个局完成更名、加挂牌子；此外，还有少数市级金融监管局有新

动向，但多数省级以下机构或面临撤并，由此牵扯的人员变动不小、

分流去向不一，因而颇受关注。

1.八成省级金融管理局换牌

据梳理，包括江苏、黑龙江、宁夏、青海、甘肃、云南、贵州、四川、

海南、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山东、福建、吉林、辽宁、

内蒙古、山西、河北在内的 21 个省份的省级地方金融监管局已经更

名为金融管理局。其中，除四川省外，其余 20 个省份同时加挂了省

委金融委办公室、金融工作委的牌子。目前，尚未更名的省份仅剩浙

江、安徽、河南、新疆、陕西这五个省份。

四大直辖市中，上海市、天津市、重庆市已更名并加挂新牌子，北京

市尚未有新进展。此前，北京市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召开了全市

机构改革动员部署会，称要着力调整优化重点领域机构和职能，落实



党中央要求、从北京实际出发，对市金融、科技、社会、数据等重点

领域的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进行优化调整。

机构改革牵动人事安排。据了解，参照中央金融委及办公室、中央金

融工委配置，省委金融委主任一般由省长担任，省委金融委办公室主

任由副省长（或直辖市副市长、自治区副主席）担任，一些官员近期

已以新身份亮相。

例如，2024 年 2 月 8 日，河南省省长王凯主持召开了省委金融委第

一次会议，听取全省金融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通过了省委金融委员会

工作规则、省委金融办工作细则等文件。王凯强调，要全面加强党的

领导，推动省属金融企业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经营管理深度融合，

把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确保金融事业始终沿着

正确方向前进；要全面加强制度建设，尽快健全完善金融监管机制，

压实地方党委政府属地责任，稳妥有序推进改革化险，严厉打击非法

金融活动，立足于早、立足于小防范处置金融风险。

2024 年 1 月 19 日，天津市委金融委办公室、市委金融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地方金融管理局）挂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桂平兼任

市委金融办主任、市委金融工委书记。

此外，山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吴伟已兼任省委金融办主任、省委

金融工委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丽新

兼任自治区党委金融办主任、自治区党委金融工委书记。

值得一提的是，刘桂平、吴伟此前均在金融系统且主要在大行任过职，

目前为“金融副省长”。其中，刘桂平曾在农行工作 25 年，2014



年被提拔为中管金融干部，任中投公司副总经理；2016 年出任重庆

市副市长；2019 年出任建行行长；2020 年任央行副行长；2022 年

赴任天津。吴伟早年在交行工作逾 20 年，官至总行首席财务官；2019

年 9 月离开交行，出任山西省副省长、常务副省长，至今四年多。

2．改革进行时

一位资深监管人士此前告知，在本轮地方金融监管改革中，大部分省

份会在原省级地方金融监管局基础上加两个牌子；人员方面，省工委

管党建的部分人员或会分流过来。省级以下的部分地级市、区县级地

方金融监管局面临撤销，人员分流到当地的其他委、办、局；地方金

融局原有的工作职责分解合并，“有的放到发改委，有的在市政府增

设几个处室”。

省级层面有三块牌子、三个机构，职责有何区别？据了解，省委金融

委员会办公室主要承担省委金融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统筹协调辖区内

金融相关工作，做好属地金融风险防范和处置的协调、监督、落实工

作，加强与中央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驻地分支机构的沟通联系，

营造健康优质的金融环境；省委金融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落实党对金

融工作的领导，指导辖区内地方国有金融企业和非公金融企业党建工

作；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剥离原有发展职能，主要负责辖区内“7+4”

类机构的日常监管，配合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做好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和风险处置有关工作。

目前，更名后的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一般由原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担

任，他们同时还会担任省委金融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省委金融工作



委员会常务副书记。另据了解，还有部分省份会为省委金融工委配置

专职副书记；有的金融管理局副局长会担任省委金融委办公室副主任、

省委金融工委委员等职务。

不过，截至目前，绝大部分更名后的省级地方金融管理局对外公布的

工作职责尚未变更，意味着相关改革还没完全落定。例如，上海市地

方金融管理局官网目前显示的机构职能、内设机构、人员编制仍为

2019 年 2 月发布的版本。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省级部门，少数市级地方金融监管局目前也

已完成更名。据了解，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及 GDP 超万亿或人口

超千万的城市，有望保留地方金融管理局。这意味着，除全国多数省

会城市外，青岛、厦门、宁波、大连、深圳五个计划单列市以及江浙、

广东地区经济较发达的若干城市有望保留相关机构。

目前，山东省省会济南的地方金融监管局已加挂济南市委金融委员会

办公室、市委金融工作委员会牌子，同时更名为市金融管理局，但该

省包括青岛、枣庄、东营、潍坊、济宁、泰安、日照、临沂、德州、

聊城、滨州、菏泽在内的其他 12 个市级金融监管局未有新动向。与

山东省情况类似的是江苏省，该省省会南京市的金融监管局已加挂牌

子并更名，但其他的市级金融监管局未有新动向。

广东省、福建省的情况有所不同。广东省省会广州市的地方金融监管

局尚未变更，但深圳市的地方金融监管局已变更；福建省是厦门市的

地方金融监管局率先更名挂牌。

3.监管能力短板待补



中国的地方金融监管改革经历了多次探索，目前还在寻找最有效的监

管能力的建设方式。

自 1978 年以来，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经历了种种变迁，监管权力从下

放至地方到中央重新收回，再到中央、地方互动监管体制形成、探索、

深化。2017 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监管分权逐渐成为金融

监管机制建设的重要理念，开始探索以中央为核心、以地方为辅助的

金融监管体系。

由于肩负“促发展”与“防风险”双重任务，全国各地的地方金融局

都或多或少地面临一些取舍、矛盾，不少地方更多强调其发展职能。

而经济学研究早就指出，只要发展和监管并重，监管机关必将把工作

的天平偏向发展，而无法专注于监管。而本轮地方金融监管改革后，

剥离发展职能的地方金融管理局将专注于监管职责。

也有业内人士提醒，地方监管部门的能力大有提升空间，存在一些包

括监管科技在内的短板待补。

例如，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研究室主任郑联盛等撰

文提到，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机构较难应对金融科技创新风险。随着大

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一系列技术的进步，与之深度融

合的金融科技企业不断发展，其提供的金融产品在形式上日渐多元的

同时，在载体上也呈现虚拟化的态势，给金融监管带来新的挑战。

“金融监管和风险处置的高要求使得部分地方金融监管部门面临较

大的专业、人员、数据、技术、制度、资源等方面的困难。”郑联盛

文章称，一方面是自身基础弱，地方监管部门人员、信息、举措相对



缺乏，比如绝大部分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尚未建立“7+4”类地方金融

组织的信息管理系统，部分地方甚至基本还依赖人工填报统计数据，

部分地方建设了所谓的金融信息管理系统，但是基本是项目式样而非

系统级别，甚至部分系统是“空架子；另一方面是要求提高，依托互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金融科技开展业务成为诸多地方金融机

构的选择，数字化成为金融发展和创新的历史趋势，部分地方金融机

构业务不仅脱离了营业时间约束，甚至也摆脱了地理约束，这使得地

方金融监管部门面临较大的监管挑战，可能无法识别混业经营、跨区

域经营或金融科技创新等的相关风险并有效规制。

他举例称，2016 年多部委联合出台《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

动管理暂行办法》，对以互联网为开展直接借贷业务媒介的中介机构

日常行为进行监管，并要求有关机构在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备案。但实

践证明，各地对彼时网贷机构的认识并不充分、监管并不到位。他认

为，监管科技及监管数字化转型是强化地方金融监管能力建设的重要

议题之一。

河南省省长王凯在前述省委金融委会议上亦提到，要全面加强能力建

设，进一步提升地方金融机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充分运用科技手

段增强数字化监管能力，推动监管更加智慧、更加高效、更加精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