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金融安全为头等选题

《矿池江湖》

2007年， 国内第一家网贷平台拍拍贷成立， 开启金融行业

“上网”之路，互联网金融由此诞生。

但由于“缺门槛、缺规则、缺监管”，在经历了一轮快速发展

期后，2015 年互联网金融风险集中暴露， 非法集资与平台倒闭、

跑路事件频发。

2016 年全国两会期间， 互联网金融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

题。 政府工作报告在提及互联网金融时，明确要求“规范发展互

联网金融”。

到了 2016 年 4 月，整治大潮正式开启。 4 月 14 日，国务院组

织 14 个部委召开会议，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互联

网金融专项整治。

《国际金融报》记者闻风而动，以《互联网金融最强监管风暴

来袭》一文，梳理此次专项整治的时间表与阶段任务，对监管框

架体系清晰勾勒，为彼时野蛮生长的互联网金融指明前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2016 年 8 月 24 日，《网络借贷信息中

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出台，进一步明确网贷机构是信

息中介而不是信用中介。

以此为起点，《国际金融报》记者紧跟行业清退整治的步伐，

连续多年对各网贷平台进行观察与追踪， 剖析整改合规之路的

痛点与难点，为机构厘清发展出路的同时，也为建立长效监管机

制建言献策。

时间来到 2017年。 4 月 25 日，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

十次集体学习首次聚焦“金融安全”，将确保金融安全提升到“关

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这

一高度。

随后，《国际金融报》刊发《中国金融风控的“风”有多紧》，梳

理原“一行三会”密集出台的监管政策，明确金融风险防控的任

务与重点，对监管部门如何形成合力提出建议。

在顶层设计指导下，金融监管得到加强，资金“脱实向虚”的

势头得到遏制，金融机构开始回归主业。 合规之路征途漫漫，《国

际金融报》使命在肩，一路用笔尖传递真相，用文字记录时代。

追踪虚拟货币炒作交易。 以金融创新为外衣，行庞氏骗局之

实，炒作虚拟货币严重扰乱经济金融秩序。 2017 年 9 月 4 日，人

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ICO）融资风险的公

告》，全面叫停 ICO 发行及交易。

《国际金融报》记者以全球视角撰写《矿池江湖》一文，讲述

虚拟货币的起源与发展，以及国内“挖矿”产业的分布情况。 与此

同时， 记者还对国内主流数字资产交易所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跟

踪，全景展现重拳整治之下的币圈众生相。

瞄准大资管监管“一盘棋”。 针对资管业务多层嵌套、杠杆不

清、监管套利、刚性兑付等问题，2017 年 11 月 17 日，人民银行等

五部委出台《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

意见稿）》，标志着百万亿资管市场进入统一监管时代。

《国际金融报》记者通过走访多家金融机构，采写而成的《最

严新规出台 资管生态巨变在即》一文，从公募基金与私募基金

两大资管子行业切入，解读新规政策，明确监管方向，探寻资管

行业面临的生态性变革。

聚焦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 河南村镇银行“取款难”事件

暴露出我国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的治理难题。 事件发酵近 3 个

月后，初步风险处置方案出炉。2022 年 7月 15 日上午 9 点，河南

村镇银行首批垫付正式开始。

谁来负责？ 钱由谁出？ 如何拿回自己的钱？ 《国际金融报》刊

发《分批垫付》，围绕上述关键问题答疑解惑，以真实的笔触刻画

储户百态，为及早处置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敲响警钟。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也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

创刊 30 年以来，《国际金融报》始终不忘舆论监督的职能与使命，以笔为刃、以墨为锋，见证并记录我国应
对各类金融风险挑战的每一个关键时刻，为维护国家经济金融稳定和人民财产安全贡献媒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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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金大佬”覆灭记，家族式商业帝国楼起又楼塌》 《红岭创投 50亿坏账当头 购入新平台欲“曲线备案”》

《“证大系”集资诈骗案开审 戴志康当庭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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