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自金标委 !""!年成立至今"

我国金融标准化事业总体上经历

了探索起步#快速发展#全面推进

三个阶段$ %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

一飞表示"金融标准正在从专业技

术向专业技术与金融治理相融合

转变#

!招行 "#$的业务是通过网络

完成的"所以网络安全好坏直接关

系到招行的存亡$ %

!!!招商银行信息技术部副

总经理夏雷介绍" 在招行网上银

行发展初期" 只能靠自身技术能

力与网络黑客对抗# !"#!年央行

发布的网上银行系统信息安全通

用规范" 对网银系统安全提出明

确要求#在规范的引导下"全行业

的网银系统安全水平得到了系统

性提高#

!具体表现为国标&行标多"团

标&企标少'技术标准多"产品标准

少'标准质量不高"标准落地不够'

实施效果和国际化水平有待进一

步提高$ %

!!!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李

伟认为" 金融标准供给不平衡$不

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

!强化金融科技领域行业自律"

促进监管和自律有机协调配合"是

各国在平衡创新与风险&加强监管

与市场沟通方面采取的较为普遍

的做法$ %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

布的%中国金融科技应用与发展研

究报告&!"$%'(称"各国对于标准

在金融科技发展中的基础性$战略

性作用日益形成共识#

!金融标准需着眼当前重点领

域金融风险"加快建立完善金融治

理体系"强化金融标准供给"提升

标准要求"做到防患于未然$ %

!!!专家表示"现代金融治理

对金融标准提出了更高要求#

!积极推动在人民币机具领域实

现金融强制标准零的突破"强化对现

金机具管理的强制性与约束力$ %

!!!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局相

关人士透露#虽然金融领域的国家

标准已有不少" 但全部是推荐标

准"而非强制标准#根据标准化法"

涉及生命和重大财产安全的应制

定强制标准#

!在加强标准供给方面"要坚持

标准为民" 与人民财产安全密切相

关的标准"如有缺漏"要抓紧补上$ %

!!!李伟表示" 随着金融的

发展"尤其是金融科技的兴起"金

融服务产品突破单一机构局限"

设计$ 生产和销售可由不同机构

分担" 要穿透不同环节识别金融

服务产品属性" 迫切需要标准化

手段#

!新版信息安全等级保护金融

标准蓄势待发"风险评估&安全监

测&数据防护&灾难备份等重点措

施将全部纳入等保制度"大数据中

心&云计算平台&公众服务平台等

将纳入等级保护监管$ %

!!!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测

试中心副主任唐辉介绍#!&$'年网

络安全法正式实施"信息安全等级

保护标准相应升级到 !(&版" 金融

行业的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标准 !(&

版也在制定过程中#

! ! ! ! !%#!&年全球共提交了

'!&万件专利申请" 连续第

八年实现增长 " 涨幅为

()*+$ %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日发布的%世界知识产权指

标( 年度报告显示# 数据显

示"!&$'年"全球商标申请总

量为 $!)*万件"而工业品外

观设计的申请总量为 #!+万

件# 中国以上各类知识产权

的申请量都位列世界第一#

!改革实施首月"全国

个人所得税减税 '!, 亿元"

有 ,### 多万税改前的纳税

人不再缴纳工资薪金个人

所得税$ %

!!!数据显示# 近日从

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 个人

所得税改革启动以来的首个

申报期运行平稳# 在普遍减

税的各行业中" 制造业纳税

人减税规模最大" 民营企业

减税幅度较为明显#

!如果把环保产业以及个

别企业出现的问题与环保强

监管挂钩- 是找问题找错了-

解决问题的药方下偏了$ %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舜

泽明确指出# 全国工商联环

境商会主办的)!&#%中国环

境上市公司峰会* 于近日举

行, 环保强监管下是否导致

经济特别是环保产业遭遇

)严冬*成了会上备受关注的

一个话题#

!此次污染过程影响范

围大&持续时间长&污染程度

重" 是今年以来最重的一次

污染过程$ %

!!!近日"针对中国中

东部多地出现重污染天气"

生态环境部 )日称# 根据中

国环境监测总站会商相关

省级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中

心的最新预测预报结果"$!

月 +日至 '日" 受持续冷空

气过程影响" 区域扩散条件

有利" 重点地区空气质量均

以优良为主" 其中河北中南

部$山西南部$山东西部和河

南北部地区可能出现短时的

轻度污染#

!该遗址海拔 .,##米"

书写了史前人类探索& 挑战

与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最

高&最早的纪录$ %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高星表示# 近日"美国%科

学(&-./01.0'杂志在线发表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张晓凌等的

研究论文" 公布了在青藏高

原腹地尼阿底遗址的重大考

古发现及研究成果#据悉"此

次发现刷新了学术界和大

众对青藏高原人类生存历

史$古人类适应高海拔极端

环境能力的认识#

! ! ! !今天是国家宪法日!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是国家根

本政治制度"依法治国"各级人大及

其常委会"如何秉承法治精神"依据

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能" 推动实施

国家战略#

长江三角洲" 正在崛起的世界

级城市群"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是既定国家战略! 今年 !!月 ""日

至 #$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人大常

委会相继通过 $支持和保障长三角

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决定%"

一个区域内各省级人大同步作出支

持和保障国家战略发展的重大事项

决定"这在国内尚属首次& 这个$首

次%"正是以法治精神保障实施国家

战略的创新实践&

今年 !!月 ""日"上海市第十五

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 '关

于支持和保障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

体化发展的决定()"#日下午江苏和

安徽两省人大常委会*#$日下午浙江

省人大常委会也先后通过同样决定&

梳理这四份决定"两大亮点"十

分突出&

亮点一" 以制度供给保障+++

规划对接*法治协同*市场统一*生

态保护*共建共享&四份决定在关键

条款和内容上保持一致" 明确支持

和保障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国家

战略的总体要求*推进机制*重点领

域和重点工作" 号召国家机关和社

会各方共同行动起来支持和保障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 一个世界级城市

群"用$一个声音%说$要紧事%"正是

四份决定传递出的鲜明信号&毕竟"

这不是上海单独作一个决定再和三

省对接" 而是三省一市同步作出一

个决定&如此互信机制的建立"让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有了更坚实基础&

亮点二" 苏浙皖三省都以法律

形式肯定了上海的龙头地位& 众所

周知" 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对服务全国改革发展大局*提

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

意义&其间"上海要发挥龙头带动作

用"会同江苏*浙江*安徽把长三角

地区建设成为我国发展强劲活跃的

增长极" 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亚太

门户" 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

级城市群&值得一提的是"三省人大

的决定" 都以法律形式支持上海发

挥龙头带动作用" 同时强调苏浙皖

因地制宜"各展其长& 其中"江苏突

出加快建设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

系* 发挥区域科技创新资源密集优

势" 努力将长三角地区建成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和产业高地)

浙江注重高标准推进大湾区大花园

大通道大都市区建设"强调以$最多

跑一次% 改革为突破口撬动各领域

各方面改革" 率先在长三角地区形

成更多可复制推广的浙江经验)安

徽强调推动制度接轨*产业升级*要

素集聚" 打造水清岸绿产业优的美

丽长江经济带&

四份决定"两大亮点"透露了沪

苏浙皖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进

制度创新"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

动国家战略实施的精*气*神&

事实上" 推动长三角地区一体

化发展" 一直是全国人大上海代表

团十分关注的重要课题&"$!#年以

来" 在沪全国人大代表前后四次开

展长江保护立法专题调研" 调研成

果全部转化为当年全国人代会的代

表议案& "$!%年 #月"在十三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媒体开

放日上"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系统阐

述了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思

路*设想和举措&此外"张兆安*丁光

宏*陈靖等三位代表分别领衔"共提

出四份关于推动长三角地区一体化

发展的代表议案" 建议把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作为国家战略) 苏浙皖三

省代表团也有六份相关代表议案提

交大会& 这十份代表议案" 主题相

同" 内容涵盖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顶

层设计"引起全国人大以及国家发改

委等部门的高度重视&这十份代表议

案"凝聚了沪苏浙皖开展协作*服务

全局*推动实施国家战略的共识&

共识在先" 四份决定继而创新

制度供给" 着眼于长三角在区域治

理*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产业升级等

诸多利益和发展上的共性需求"深

化立法协同&这样的创新实践"为促

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

了坚强的法治保障& 这样的创新实

践"彰显的"也正是法治国家实现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不可或

缺的法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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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标准在升级 平衡创新与风控
近年来，金融科技迅猛发展，对金融治理提出更高

要求。如何利用标准更好地支持金融治理，应对金融创
新带来的挑战，成为金融标准化需要研究的课题。为此，
人民银行等部门一方面适应当下变化升级已有标准要
求，另一方面查漏补缺，加快推进相关标准建立，为高质
量、风险可控的金融创新营造有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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