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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Normal” is a strategic summary and theoretical improvement of the new situation, new opportunities, new problems, and 
new challenges faced by China’s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life in the new era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ith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at the core. While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a new normal, the construction 
of Party conduct and clean government and anti-corruption work will also take on new features and enter a new normal. Finance is the 
core of the modern economy. I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wants to step into the new normal of steady development, it must do 
a good job in financial work.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raised financial security and prevention of financial risks to the height 
of national security.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work 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preventing risks in the financial system must 
also adapt to the new normal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firmly integrate its own reality an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s 
faced by it, actively recognize the new normal, adapt to the new normal, grasp the new normal, seize the new normal, return to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of “discipline and accountability, strengthen supervision, prevent risks, and en-
sure development”, serve and ensure the prevention of financial risks and maintenance national financi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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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金融系统加强纪检监察工作、防范金融风险的探索
与思考　
潘多亮　

65010219780103451X，中国·北京 100028　

摘　要

“新常态”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对新时期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
新问题、新挑战的战略总结与理论提高。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同时，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也将呈现新特征，迈入
新常态。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经济发展要步入稳健发展的新常态，就必须做好金融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把维护金融
安全、防范金融风险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纪检监察工作作为金融系统防范风险的重要手段，也必须适应金融发展新常态，
牢牢结合自身实际和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主动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抓住新常态，回归纪检监察“执纪问责、
加强监督、防范风险、保障发展”的主责主业，服务和保障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关键词

新常态；金融纪检监察；防范金融风险　

 
1 引言

2014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河南考察中提出：“中

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

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

心态”。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常态战略思想不断丰富

完善，迅速成为治国理政的新理念和决策依据。金融作为现代

经济的核心，对经济整体发展准确把握和积极适应新常态有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做好金融系统改革、防范金融风险是国家经

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王岐山同志在中央纪委十八届四

中全会上强调，驰而不息正风肃纪将成为今后工作的新常态，

揭示了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同时，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也将呈现新特征，迈入新常态。金融系统纪检监察部门必

须通过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

要求，把握和运用好监督执纪，切实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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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起到为金融健康发展保驾护航的作用。

2 深刻认识加强纪检监察工作对金融系统健康

发展的重要性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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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检监察工

作是金融业健康发展的保障，同时也是重要的思想武器，为

金融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是纪检监察工作的根本职责，也

是纪检监察工作融入业务的基本要求 [1]。

2.1 加强纪检监察工作是金融系统贯彻落实“党要管

党、从严治党”的具体抓手

在刚刚结束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

组成部分，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确保金融

改革发展正确方向，确保国家金融安全。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要求，建好金融系统领导班子，强化对关键岗位、重要人员特

别是一把手的监督。要扎扎实实抓好企业党的建设，加强理想

信念教育，加强党性教育，加强纪律教育，加强党风廉政建设。”[1]

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常态下金融系统做好纪检监察工作指

明了方向，也为纪检监察工作积极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提

供了方法。加强纪检监察工作，实际上就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坚持党对金融企业的领导，通过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全面净化政治生态，推进金融行业全面从严治党。

2.2 加强纪检监察工作是遏制金融系统腐败行为的有

力武器

邓小平同志强调：“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随着中国国民经济快

速发展，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一些深层次矛盾、问题逐

步显现，部分金融企业出现了管党治党不严、腐败案件频发、

腐败行为影响巨大等问题，严重损害了金融行业的社会形象。

以证券公司为例，作为资本市场和投资者的中介，在服务投

资者、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由于

证券行业是一个新兴行业，在发展中也存在不少问题，部分

券商重业务发展、轻党建工作，盲目追求短期经营利益，少

数人利用制度和管理漏洞，违规违纪，突出表现在权力寻租、

利益输送、潜规则盛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行为屡禁不止等。

例如，中投证券原董事长龙增来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5

月期间，公款吃喝报销餐费超过 40 万元；中国农业银行北京

分行原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副行长高松林等人公款旅游，高

松林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职务；国家开发银行原评

审一局局长兼船舶融资中心主任王卫军因用公款参与高消费娱

乐活动，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职务，责令退赔相关

费用。这些案例的发生，暴露出不少金融企业领导干部法律意

识淡薄、廉正意识缺乏、被利益冲昏了头脑，也反映出某些金

融企业管理松弛、权力失控、缺乏监督、制度不健全。

2.3 加强纪检监察工作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

风险是金融的天然属性，任何金融活动必然伴随着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

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

要的位置，科学防范，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

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

应急处置机制”。证券行业是与风险打交道的行业，应该恪

守审慎原则，把合规风控放在首位，这些理念与纪检监察工

作高度趋同，目前部分证券公司基础管理薄弱，制度意识淡

薄，风险防控形同虚设，“风起于青萍之末”，系统性风险

必然以个体风险的表露为苗头，因此防范系统性风险必须从

小处入手，通过综合运用执纪问责“四种形态”、加强纪检

监察 工作，就是要从操作层面扎紧监督执纪的笼子，从执行

层面开好医治违纪违规行为的方子，通过处理少数、教育多数，

使员工明确底线、不触红线，夯实风险防范的思想基础。

3 当前金融企业纪检监察工作存在的问题

新常态下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对金融系统纪

检监察部门履行党赋予的监督责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但

从目前金融行业被巡视和案件发生情况来看，金融系统纪检

监察工作还存在认识不到位、责任意识不强、纪检工作与业

务发展两张皮的问题，制约了新常态下执纪问责作用的发挥。

3.1 对纪检监察与业务发展的认识尚不到位

金融行业本质上是一个资本逐利的行业，由于部分单位、

部分领导思想认识尚不到位，片面的将纪检监察工作同业务

发展割裂开来，单纯就纪检监察工作抓纪检监察工作，认为

业务发展是主业、纪检监察是辅业，对纪检监察工作的认识

不到位，纪检监察工作执纪问责、保障发展的作用得不到发挥，

出现纪检监察、业务经营“两张皮”现象，甚至有的单位认

为纪检监察部门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 , 对其职能作用不够重

视。存在问题的主要表现：一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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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怪，简单地理解业务部门的事由业务部门干；二是不知道

该如何“结合”，不知道该以什么角色、什么角度、什么方式、

什么时机、什么力度去“结合”；三是认为纪检监察工作就

是做事后监督处理人的，干的就是“守株待兔”的事，即使

有一些预防性的工作也是在走过场，缺乏针对性、有效性。

3.2 纪检监察干部综合素质有待提高

纪检监察工作作为一项纪律性、独立性强的工作，具有

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搞好专业培训、保持知识更新，是做好

工作的必要手段。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安排专门的纪检监察

业务专业培训不多，使纪检监察干部的业务知识得不到有效

补充，影响纪检监察工作的开展。同时，纪检工作效果的好坏、

发挥作用是否显著，与纪检干部队伍人员配备、综合素质、

工作水平和知识能力密切相关。以证券公司为例，当前随着

行业的纵深发展，知识更新速度加快，行业交叉程度较深，

监管环境日趋严格，对业务技能、知识体系、工作方法的要

求也在不断提高，而目前证券公司专职纪检监察干部普遍与

业务脱钩，搞纪检的不懂业务，懂业务的不搞纪检，对于业

务发展中存在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不能及时跟进、

及时纠正，往往是出了问题后才事后追责，有些小问题慢慢

变成了大问题，严重制约了执纪问责“四种形态”作用的发挥。

3.3 监督检查方式较为单一

目前，纪检监察工作主要采用主动监督的方式，监督方

式较为单一，习惯于用老办法处理问题，主要表现为：常规

监督多，有针对性的专项监督少；参与式的被动监督多，以

发现问题为导向的主动监督少；对党员干部八小时以内的监

督多，八小时以外的监督少。尚未整合舆论、司法等多种监督，

形成有力的联动机制， 实现“单一监督”向“立体监督”的

转变。致使很多时候监督效用得不到应有的最大发挥，进而

影响了监督实效。

3.4 开展工作有思想顾虑和畏难情绪

由于纪检监察工作特殊的工作性质，在开展工作中往往得

不到其他部门尤其是被调查部门的认可，部分纪检监察干部怕

得罪人，怕在考核中本部门吃亏，在开展具体工作中有思想顾

虑，存在畏难情绪，表现为消极腐败现象面前当老好人、对违

纪行为追责问责不严，有的甚至闭目塞听不行，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在面对一些复杂棘手问题时，喜欢绕道走，无原则的大

事化小、小事化了，有纪不依、执纪不严、失之于宽、失之于软。

4 关于加强金融系统纪检监察工作的建议

新常态对纪检监察工作提出了新要求，金融系统纪检监

察部门必须进一步强化党的意识、担当意识和标准意识，加

强思想、组织、制度和作风建设，全面提高执纪监督和查办

案件能力，切实发挥好党内监督专门机关的职能作用，以服

务企业发展大局为目标，更好地构建和完善具备金融企业特

色的惩防体系，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执纪问责的监督职能，做

到工作有思路，重点有突破，实施有措施，落实有保障。

4.1 旗帜鲜明的明确两个责任

党委担负主体责任，纪委担负监督责任，这是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对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提出的明确定位。纪检监

察部门要履行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

职责，切实担负起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把“两个责任”

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努力形成抓党风廉政建

设坚决惩治腐败的强大工作合力，把反腐败工作不断引向深入。

在具体工作上，针对金融行业的特点，首先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主动发声，通过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确保压力

传导、责任到人；其次主动开展谈话、约谈制度和责任考评机

制，实现述职述廉述责常态化，实现“两个责任”落实的制度化、

具体化、程序化；通过落实“一案双查”，不断加大“两个责

任”的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力度，确保“两个责任”抓牢抓实。

4.2 坚持为企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为中心，找准金融

纪检监察工作切入点

支持、保障企业有序发展、平稳运营是纪检监察工作的

根本职责 , 也是纪检监察工作融入业务、保障发展、监督运营、

服务企业的基本要求，要想在金融企业中真正发挥开展纪检监

察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就要求纪检人员在坚守企业发展总体目

标的前提下，服务和服从于保障企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

大局，清楚了解企业发展现状、存在哪些问题、如何从纪检监

察角度对症下药，确保企业发展目标的实现，在企业经营中，

可通过探索和实施效能监察工作，发现管理缺陷 , 纠正行为偏

差 , 促进业绩提升，规范经营管理，要把企业资产保值增值作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效能监察，建章立制，堵塞漏洞。

4.3 打铁还需自身硬，全面提升企业纪检监察人员素

质、提高履职能力

4.3.1 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

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锤炼忠诚于党的政治品格，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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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秉公执纪的职业操守，练就承担重任的过硬本领，树立清

正廉洁的作风形象，用铁的纪律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

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突出抓好执纪办案业务能力建设，培

养一批查办案件的行家里手。

4.3.2 加强对纪检监察干部的业务培训

提升其理论水平、业务知识、实践能力，加强对经济、

金融、法律、管理等多方面的学习，储备更多的知识和技能，

全面提升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着力提高解决具体问题的能

力。一是开展纪检监察专业知识培训，依托中纪委培训中心、

中国监察学会金融分会等培训机构，为纪检监察干部创造更

多的培训深造机会；二是结合企业特点，开展贴近工作实际

的专业知识培训，增强纪检监察干部业务专业知识储备；三

是强化以干代训，通过借调、参加公司查办信访案件、集中

交流等形式，从实践中积累实战经验，增强工作能力；四是

创新培训、学习方式方法，综合运用微博、微信、自媒体等

互联网手段开展学习培训。

4.3.3 探索纪检监察部门与业务部门交流轮岗制度

重视岗位交流，强化协调能力，把纪检监察干部放到多

种岗位和环境中去使用，通过全面锻炼，增强纪检监察部门

与业务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能力，从而不断提高监督执纪水

平，充分发挥纪检监察部门的职能作用，为企业生产经营服

务，既立足于做好经常性工作，又抓紧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

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通过实行纪检监察部门与

业务部门之间的交流轮岗，有利于督促纪检监察干部自觉努

力学习业务知识、不断提升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有利于加

深纪检监察部门与业务部门之间的交流沟通，促进相互了解，

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促进勤政、廉政建设；也有

利于促进同事间感情交融，业务沟通，打造一支凝聚团结、

精诚干事的队伍。 

4.3.4 惩治与预防并举，构建企业纪检监察工作长效

机制     

建构企业纪检监察工作的长效机制，一定要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延展自身的工作思路与领域，推进惩治和预防并

举的进程，突出企业监察工作的重点。以证券公司为例，建

立长效机制，一是要关口前移，加强防范。在企业领导人员

廉洁自律方面，要继续贯彻落实有关企业领导干部廉洁自律

的各项规定，坚持教育先行，自律他律并重，激励约束结合，

从自律、防范、监督等方面构建企业领导人员自我约束机制；

在查办案件工作方面，要注意研究新形势下党员领导干部违

纪违法的规律和特点，坚持抓早抓小，防患于未然，不断探

索办案的新思路，改进办案方法，加大办案力度，提高查办

大案和复杂案件的能力；二是在规范和监督用权行为上深化

治本措施。通过制定配套制度，规范和监督用权行为，实现

按程序办事和靠制度管人；三是在完善监督体系中形成整体

合力。要发挥纪检监察的组织优势，协调各种监督力量，构

建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和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形成步调

协同、手段互补和信息资源共享的整体合力，重视从巡视工作、

干部考核、专项检查、内外部审计、监管部门反馈中发现问

题线索，不断拓展发现问题渠道。在实际工作中，要与防范

金融风险相结合，保持与合规风控工作的有机联系，将党纪

党规与公司制度有效衔接，保证执纪问责无死角。

在具体工作中，应不定期地在企业办公网公布违规违纪

处分（处理）情况，在企业年度工作会、党建和党风廉政工

作会上增加和强调案例教育内容，及时将各级纪委查办案件

情况进行通报，通过以案明纪、以案释纪，教育警示各级领

导人员遵章守纪，增强廉洁从业意识，开展身边人、身边事

为主体内容的案例教育，做到问责一个、教育一片，发挥“治

病救人”作用，真正发挥纪检监察部门的作用和价值。当前

结合证券行业的现实状况和巡视整改长效机制建设的要求，

应继续紧盯以下六方面的工作重点，即党内政治生活不规范、

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落实、违规选人用人、虚挂营销人员

违规拿业务提成、从业人员违规炒股、考核分配不透明问题，

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经营管理氛围。

4.4 借力群众构建监督网络

一是依靠全体员工，激发员工主人翁意识，成为监督的

一员，对员工反映的问题，纪检监察部门应认真对待、积极

处理；二是依靠客户，纪检监察部门应主动参与客户回访工

作，加强与客户的沟通联系，通过客户的反馈，了解员工、

机构负责人等关键岗位人员的工作作风、履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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