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功胜掌舵央行 郭树清、易纲先后退居二

线

过往业绩彪炳，可圈可点；专业能力与定力均获业内一致认可

虽然金融监管机构改革的三定方案还未出，但牵头人正在依次落定。

在 5 月 18 日国家金融监督总局（下称金监总局）党委书记、局长意

外而迅速地花落李云泽后，央行新一任掌门人的人选也在反复斟酌后，

在本周之内敲定。

2023 年 7 月 1 日下午四点，央行开会宣布了这一人选：第十九届中

央候补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任央

行党委书记。业内分析，他应会兼任央行行长，就此结束了 2018 年

以来央行党委书记、行长分任的短暂历史。

“潘功胜既有四大行的工作经历，又在央行工作多年，符合此前选拔

央行行长的传统逻辑。尤其在当下金融稳定的挑战之下，这是个令市

场感到安心的安排。”业内人士评价。

原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郭树清还有两个月满 67 周岁，他在今年 3 月两

会期间，已当选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预示着他即将退居二线。随后，5 月，郭树清卸任了原银保

监会主席、党委书记的职务，原银保监会也正式挂牌为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原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长李云泽担任金监总局首任党委书

记、局长。

原央行行长易纲是 1958 年 3 月出生，现年满 65 周岁，他也在今年

两会期间，当选全国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

任。

在此次变动前，人民银行行领导班子共有 7 人，除了易纲、郭树清、

潘功胜外，其余均是党委委员，有三位副行长刘国强、张青松、宣昌

能，还包括纪检监察组组长曲吉山。

Ⅰ. 潘功胜掌舵央行



此前据从多渠道获悉，6 月 25 日下午，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国家外汇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潘功胜（及行长。一周之内，这一任

命已落实。

出生于 1963 年 7 月的潘功胜是安徽省安庆市人，即将满 60 周岁，

他是中共十九大中央委员会中，来自央行的两位候补委员之一，另一

位正是时任央行行长易纲。潘功胜亦是二十大代表。

潘功胜是人民银行系统内具有代表性的专业型干部。有央行人士评价，

“在央行这种卧虎藏龙之地，潘行长的专业性获得行内一致认可”。

另有大行一线业务负责人表示，“金融领域最怕的就是监管干部‘能

不配位’，对国家造成的危害实在太大了，有些监管干部甚至是需要

我们去给他普及最基本的业务知识。任何时候，国家都需要真懂金融

的专业干部，正如潘行长。”

“农家子弟，勤奋刻苦”，“实干，坚持学习”的此类个人评价不少。

在教育背景方面，潘功胜于 1990 年 6 月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

学院经济学硕士学位，1993 年 6 月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经济

学博士学位，并于 1997 年 10 月至 1998 年 9 月在剑桥大学政治与

经济学系、商学院任博士后访问学者。



职业履历方面，他在到央行之前，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两家国有大

行合计 19 年业务管理实践经验，亲历了两家大行的股改上市，并做

出贡献。

在 1993 年博士毕业后，潘功胜即加入工行，担任 6 年总行住房信贷

部副处长。1999 年 9 月，任总行计划财务部处长。2000 年 3 月，

任总行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组织部副部长。2003 年 6 月，调任工

行深圳市分行副行长。2004 年 6 月，回到总行担任计划财务部总经

理、股份制改革办公室主任。2005 年 10 月，升任工行董事会秘书，

并兼任股份制改革办公室主任、董事会办公室主任，亲历了工行的股

改上市等一系列历史时刻。2007 年 1 月，担任工行董事会秘书兼战

略管理与投资关系部总经理。

在工行工作近 15 年后，45 岁的潘功胜于 2008 年 4 月调任农业银行，

升任党委委员、副行长，并于 2010 年 4 月成为农行执行董事，又完

成了农行作为四大行中最后一家也是难度最大一家的股改上市。

在农行工作 4 年后，49 岁的潘功胜于 2012 年 6 月调任中国人民银

行，担任党委委员、副行长至今，期间于 2015 年 12 月起兼任国家

外汇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潘功胜担任央行副行长 11 年间，尤其在最近几年里，金融稳定面临



诸多挑战，而潘功胜在监管上展现的专业素质与定力令业界印象深刻，

他十分注意倾听市场的声音，保持与市场的有效对话，但一旦认定了

改革方向、监管目标，便从不轻言放弃，管理风格细致到位。

近期最棘手的问题，莫过于房地产领域如何践行“房住不炒”、不走

老路的基本原则，又要把握住不出系统性风险的基本底线。2021 年

以来，从恒大开始，多家房企陷入危机。多家国有大行一线业务负责

人介绍，自 2021 年秋天起，央行就开始增加流动性积极稳定市场，

发放保交楼贷款等。

自 2020 年 10 月以来，监管部门联手对此前自由生长多年的平台经

济开始了强监管，央行也是其中之一，相关业务也由潘功胜分管。蚂

蚁、腾讯等 14 家互联网平台企业金融业务专项整改揭开序幕，强调

金融业务要“持牌经营”、风险可控。经过一年多的整改，2023 年

1 月初，郭树清曾表示，14 家平台企业金融业务专项整改已经基本

完成，少数遗留问题也正在抓紧解决。

加密货币风险处置与监管方面，2017 年 9 月 4 日人民银行等七部委

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紧急叫停 ICO，判定 ICO

为非法融资，中国境内的所有加密货币交易所也被关停，被币圈称为

“94 事件”，一度引发一些利益群体的怨气。但后续的国际经验印

证，中国的及时举措避免了后来发生在韩国等地的全民“炒币”疯狂



行为带来的高风险，保护了普通大众的基本利益。从近期情况看，即

使是对加密货币最宽松的美国也加强了监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陆续查处了加密货币

交易所 Coinbase、币安及其创始人赵长鹏、波场及其创始人孙宇晨

等。其中，孙宇晨、赵长鹏都曾是中国的币圈“大 V”，“94 事件”

发生后离开中国，深耕美国等国际市场。

Ⅱ. 郭树清退居二线

年近 67 岁的郭树清已“超龄服役”两年，此后他将继续担任第十四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作为“整体改革派”官员的一位代表性人物，多位近些年与其共事过

的下属表示，“郭主席是个有魄力的人，敢想敢干，绝不固守沉疴、

照搬照抄。以机关文件为例，经过了部门主任、副主席修改后的文件，

郭主席经常会提出全新的思路和修改意见。”

郭树清是内蒙古察右后旗人，1974 年 8 月，18 岁的郭树清到内蒙古

自治区四子王旗红格尔公社插队。1978 年 3 月，22 岁的郭树清作为

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学生（“七七级”）考入南开大学哲学系哲

学专业。本科毕业后，1982 年 2 月攻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

列系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硕士研究生。硕士毕业后，1985 年 2 月留在



社科院马列所担任助理研究员，并攻读在职博士，于 1988 年 7 月获

得社科院马列系科学社会主义专业法学博士学位。读博期间，1986

年 6 月至 1987 年 8 月曾赴英国牛津大学作访问研究。

在社科院工作读博期间，郭树清就借调到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设

计办公室工作，较早地加入了整体改革派的具体工作。1988 年 9 月

博士毕业后，32 岁的郭树清来到国家计委经研中心，担任综合组副

组长（副司级）。1993 年 4 月，调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下

称“国家体改委”），担任综合规划和试点司司长；1995 年 9 月，

担任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1996 年 2 月，不到 40 周岁的郭树清升

任国家体改委党组成员、秘书长兼机关党委副书记。1998 年 7 月，

调任贵州副省长。

2001 年 3 月，郭树清任人民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国家外汇管理

局局长、党组书记四年时间，期间于 2003 年 12 月兼任中央汇金公

司董事长。2005 年 3 月，临危受命调任建设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

六年时间，将建行完成股改上市并继续推进内部改革，成效卓著。

2011 年 10 月，55 岁的郭树清升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党委书记。在

他担任证监会主席的 506 天里，提出的各项制度调整政策达 70 项，

并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券商创新，证券公司的信用业务、资管业务得到

大发展。



2013 年 3 月，郭树清调任山东省委副书记，代理省长、省长，在主

政山东的四年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山东金融改革，并提出“每个市

都要配一个懂金融的副市长”，“从中央金融机构抽调 30 名干部到

山东挂职”，多位来自一行三会的干部选调山东。

2017 年 2 月，郭树清回到北京，担任银监会主席、党委书记。刚接

手后，推出了“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十乱象”（即“三三四十”）

专项治理行动，这场“大体检”后，银监会披露，各级监管机构发现

问题 5.97 万个，涉及金额 17.65 万亿元。2018 年 3 月，银监会、

保监会两会合并后，郭树清继续担任中国银保监会主席、党委书记；

为加强两部委间的沟通与协作，郭树清还同时担任了人民银行党委书

记、副行长。

在 P2P 盛行时期，P2P 主要归地方省市金融局监管。郭树清则在

“2018 陆家嘴论坛”上提醒“收益率超过 6%就要打问号，超过 8%

很危险，超过 10%就要做好损失全部本金的准备”。同期，在与央

行等部委一起及时处置包商银行、新华信托等“明天系”诸多风险资

产的过程中，银保监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Ⅲ. 易纲辞别央行



1958 年 3 月 5 日出生的易纲（上图）已经年满 65 岁。2013 年，易

纲成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自 2007 年起任央行副行长

11 年，其中 2016 年 3 月任央行党委副书记、常务副行长，2018 年

3 月任央行行长至今，已五年又四个月。

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首批赴美留学生之一，易纲从北大经济系毕业后，

于 1986 年在美国伊利诺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他在印第

安纳大学经济系任教八年，于 1992 年获终身教职，并发起成立了留

美经济学会，1994 年即成为首批回国的经济学者，是国内经济研究

水平最高的学术机构之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原中国经济研究

中心 CCER）的联合创始人之一。



治学期间，易纲以对货币政策的深度研究和明确的政策建议引发了高

层重视，得以在 1997 年就被选拔进入央行工作。这个时期他的学术

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出了“中国的货币化进程”，为中

国经济增长模式提供了一种解释；二是在 1998 年预警通货紧缩的出

现，并提出了对策；三是较早提出中国的金融资产配置问题，并有深

入分析。

易纲在央行系统内工作逾 20 年，是央行重要时期货币政策与相关改

革的参与者与见证人。他 2018 年 3 月担任央行行长之后，将自己的

使命概括为三句话：一是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二是推动金融

业改革开放，三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保持金融业整体稳

定。

此后的五年多中，中国经历了始料未及的国内国际严峻考验：中国经

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启动不久，就遭遇了持续近

三年之久的新冠疫情冲击；同时，全球化逆转，俄乌冲突升级，中国

与西方主要国家关系时而阴云密布，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与周

期性问题复杂交织。“过去五年极不寻常、极不平凡。”2023 年 1

月 4 日召开的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这样总结。

在货币政策方面，易纲在多个场合强调稳健中性，避免大开大合。

2021 年 9 月 19 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以“中国经济学的



使命与传承”为主题的论坛上，易纲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哲学中的居中

之道这一文化和精神追求，在货币政策上的应用以及背后的经济学道

理。他指出，从中国货币政策的关键变量——利率和汇率——来看，

确实做到了利率水平居世界之中，汇率也正好适中，但中国并不是为

了居中而居中，其背后的经济学道理就是由市场配置资源，利率和汇

率由市场供求决定，而这都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

综合结果。

2019 年 10 月底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现代中央银行

制度”的目标，此后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党的二十大都重申这一目标。

2022 年 11 月，在党的二十大读本里，易纲撰写了《建设现代中央

银行制度》的一章，他写道：“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有关规定，实

行中央银行独立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对人民银行承担金融稳定和改

革成本应当年计提拨备”。他也在此深入阐述“为什么需要实行中央

银行独立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应对金融风险，‘自救’应该是主要

的形式，而大规模的‘他救’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安排。”

“中国式现代化对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任务包括

方方面面，概括起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实现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

这两项任务实现了，就能够促进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2023 年 4

月 4 日，易纲在“2023 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

上”演讲时总结道。现在看来，这或可以看作是作为时任央行行长的



他给下一任接棒者留下的寄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