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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请审议。其中，涉及央行的内容是“统筹推进中国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改革”。这意味着央行当下的大区行制度，回归到省分行制度。
同时，央行县（市）支行何去何从也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根据方案，撤销中国人民银行大区分行及分行营业管理部、总行直属营业管理部和
省会城市中心支行，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省级分行，在深圳、大连、
宁波、青岛、厦门设立计划单列市分行。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保留中国人民银行
营业管理部牌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合署办公。

同时，不再保留中国人民银行县（市）支行，相关职能上收至中国人民银行地（市
）中心支行。对边境或外贸结售汇业务量大的地区，可根据工作需要，采取中国人
民银行地（市）中心支行派出机构方式履行相关管理服务职能。

恢复设立省级分行

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作出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

并具体规定了人民银行的10项职责。从1984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
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集中力量研究和实施全国金融的宏观决策，加强信贷总量的
控制和金融机构的资金调节，以保持货币稳定。

1998年，按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部署，改革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撤销省级分行，
设立跨省区分行。当年11月18日，第一家跨行政区划设置的分行——上海分行挂
牌成立，一个月后，9家跨行政区设置的分行全部挂牌成立。同时，在各个区域的
中心城市，
即不设分行的省会城市和原市、地区分行设置中心支行，在县（市）设立支行。

有观点称，此举既有利于增强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威性，增加中央银行金融
监管的独立性，增强金融监管的统一和效能，也方便跨省范围内统一调度监管力量
，摆脱各方面的干预，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

而在1993年12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也提到，“人民银
行的分支机构作为总行的派出机构，应积极创造条件跨行政区设置，其基本职责是
：金融监督管理、调查统计分析、横向头寸调剂、经理国库、发行基金调拨、外汇
管理和联行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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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现实情况看，在金融改革的某些方面，缺乏地方政府的支持与配合将很难
推进。也因此，近年来“推进央行分省体制改革”的提法时有出现。

对于此次国务院改革方案中提及的央行分支机构改革，多位央行系统工作人员表示
，“并不意外，与推测内容现差不大。”还有央行某分行工作人员告诉21世纪经济
报道记者，“之前业务上也基本都分省管理了。”

根据方案，撤销中国人民银行大区分行及分行营业管理部、总行直属营业管理部和
省会城市中心支行，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省级分行，在深圳、大连、
宁波、青岛、厦门设立计划单列市分行。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保留中国人民银行
营业管理部牌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合署办公。

植信投资研究院解读称，此次人行分支机构改革结合基本国情，撤销大区分行、恢
复设立省级分行、取消县级支行等改革措施较好地实现了与我国行政区划之间的匹
配，加强与地方之间的协调配合，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传导性，更好地支持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功能，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金融监管体系。

县（市）支行何去何从

根据方案，不再保留中国人民银行县（市）支行，相关职能上收至中国人民银行地
（市）中心支行。对边境或外贸结售汇业务量大的地区，可根据工作需要，采取中
国人民银行地（市）中心支行派出机构方式履行相关管理服务职能。

从组织架构上看，央行从上世纪90年代就延续至今的“总行—分行—省会城市中心
支行—地市中心支行—县支行”五级制度，县支行作为央行系统的最末级单位，主
要履行执行货币政策、提供金融服务、维护金融稳定等职责。

有央行县级支行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县支行具体事务很多，货币
发行，经理国库，反洗钱等。”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人向记者坦言，“现今
一些地方支行没有多少职能了，很多业务都是中支行直接指挥。”还有人直言，县
（市）支行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事做。

从人员数量上看，某县支行负责人表示，“县支行人不多，大概十几个，大的行二
十多个。”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业内人士获悉，县（市）支行恢复进人不久后，
就遇到地方金融及资本金融的兴起，被挖走了一批人。

如今，央行体制改革不再保留县（市）支行，县（市）支行的人员何去何从？这成
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有一部分猜测是，央行县（市）支行可能划归到地方金融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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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

一方面，从此次机构改革方案看，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是在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基础之上，还将央行对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团的日常监管职责、
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投资者保护职责划入国家金
融监督管理总局。这意味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更侧重于金融监管，而央行则是
偏向于宏观政策。

另一方面，记者了解到，县域金融监管亟待补缺，基层监管中，平均每个人分管数
十甚至上百个金融微小组织亦不鲜见。作为一大解决方案，央行县级支行或成为被
改革中的一环。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方案还提到，“深化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建立以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为主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统筹优化中央金
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设置和力量配备。地方政府设立的金融监管机构专司监管
职责，不再加挂金融工作局、金融办公室等牌子。”由此，县（市）支行的人员或
许可以成为地方监管力量的重要补充。

当被问及央行县（市）支行去留问题时，一些地方支行行长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表示，“暂时还没有收到相关方案”、“还没有相关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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