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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日新月

异，金融创新蓬勃发展，世界各国

和地区之间的金融活动日益密切、

融合，全球金融活动运行规则逐步

统一，资金在全球各金融市场间自

由流动，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寻求优

化配置和提高市场效率，并以此来

实现经济发展和福利的增长，已成

为新的发展趋势。

在此背景下，世界许多国家和

地区纷纷调整自己的金融政策，重

新整合金融资源，鼓励金融创新和

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谋求在全球

范围内争夺金融资源和金融发展空

间。国际金融中心作为一国经济金

融发展的制高点和参与全球资源分

配的控制中心，越来越成为国家和

地区间经济金融竞争的关键。

金融业发展为金融中心建设
带来新机遇

1．金融机构通过兼并和重组，

规模不断扩大

1999年2月1日，法国兴业银

行和巴黎银行合并，组成法国第

一、欧洲第三、世界第四大银行；

1999年 8月，日本第一劝业银行、

富士银行和兴业银行三强合并，组

成资产超过1.2万亿美元的世界最

大银行——瑞穗金融集团；2000年

3月18日，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布

鲁塞尔交易所、巴黎交易所的总裁

签署协议，决定把这三家交易所合

并，并命名为“欧洲的未来”

（EURONEXT）交易所；2000年 5月

3日，伦敦证券交易所和法兰克福

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合并，组建新

的“国际交易所”（International Ex-

change）。金融机构的兼并重组，不

断改变着全球金融势力的版图，对

国际金融中心的分布格局带来了巨

大的影响。

2．欧元的诞生加剧了全球多

元化货币体系的集团化趋势

欧洲传统的国际金融中心格

局，是以伦敦为中心，辅之以巴黎、

法兰克福、苏黎世、卢森堡、布鲁

塞尔等次级中心。欧元启动后，引

发了新一轮的金融创新活动和银行

业兼并的浪潮，欧洲原有的国际金

融中心格局可能会被打破。由于英

国不是首批欧元区国家，而且德、

法在欧盟尤其在欧洲货币联盟居于

主导地位，加之法兰克福是欧洲央

行所在地，法兰克福、巴黎的国际

金融中心地位会逐步上升，伦敦的

全球性金融中心地位将会面临相对

下降的趋势。

3．网络电信技术的发展为金

融业带来深刻变化

网络电信技术的发展，大大降

低了金融业的交易成本，促进了金

融创新的持续发展，为金融机构创

造了全新的运营环境。因特网技术

的利用，通过建立网上银行，可以

为客户提供全方位24 小时不间断

的“一站式”的金融服务。资金的

流入、流出不再集中于某个地理坐

标，而是在无形的网络中运转，使

银行等金融机构信息流量的大小在

金融中心中的作用愈来愈重要。这

就要求金融中心在实体和虚拟两个

层面上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

4．避税型离岸金融中心面临

新的选择

近50年来，避税型离岸金融中

心依靠其税收等政策优势，吸引了

巨额的国际资本，其离岸金融业务

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据IMF资料显

示，目前集中在离岸金融中心的财

富至少有6万亿美元，而且还有继

续增加的势头。离岸金融中心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资本流入，这引

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调

整自己的金融政策，重新整合金

融资源，鼓励金融创新和提供全

方位金融服务，谋求在全球范围

内争夺金融资源和金融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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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强

烈不满，它们认为离岸金融中心的

税收制度、保密制度和松懈的金融

监管制度为逃税和洗钱提供了平台

和场所。因此，经合组织（OECD）

以“有害税收竞争”为由，强硬要

求这些避税型金融中心限期调整其

税收和其他相关政策。在强大的国

际压力下，避税型金融中心由于综

合经济实力较弱、国际影响力小而

处于弱势地位，为避免经济陷入困

境，不得不做出让步改革。这必将

会使离岸金融业务在全球范围内进

行重新调整。

中国迫切需要加快金融中心
建设

世界经济的金融化和金融的全

球化给各国经济带来了方方面面的

影响，如何顺应这一历史趋势，立

足本国、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优势，

建立起相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就成

为各国主动参与国际分工，分享全

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利益的

必然选择。

1．中国提升国际地位的战略

选择

国际经验表明，金融中心城市

具有发挥资本集聚和辐射功能，通

过资金融通、资本运营来实现资源

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

并且作为一种相对独立于其他产业

的战略资源，持续带来金融中心所

在城市及周边地区投资的繁荣，形

成产业的扩张和交易的集聚，创造

大量的就业机会和政府财政收入，

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因此，借鉴

国际经验，在市场主导的前提下，

采取政府推动模式，加快建设国际

金融中心将有助于迅速提升我国的

国际经济地位，有利于推动我国主

动参与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进程和金

融业的国际分工，提高我国的综合

国际竞争力。

2．中国经济发展对金融中心

的客观要求

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形势的

深刻变化和发展趋势，将给我国带

来新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面对

经济活动更为开放化、贸易与投资

活动更为广泛和深入地融入国际经

济体系的这种新形势，国家“十五”

规划关于产业结构的发展目标，明

确提出要加快发展金融保险业。而

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加快我国

的金融中心建设。因为金融已成为

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中心已成为

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标志。

今天的中国已令世人瞩目，特别

是加入WTO之后，我国的国际地位和

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我国的经济发

展潜力进一步释放。在“十·五”期

间，北京将承办奥运会，上海将承

办世博会，这无疑会给我国带来

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推动我国

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再上一个新台

阶。同时，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与

世界经济的融合，可以分享参与

国际分工给我国带来的比较利益。

因此，中国应抓住机遇，主动迎接

挑战，加快我国自己的金融中心

建设。

3．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的要求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

发展潜力巨大，经济的增长必然产

生对金融业新的、更多的需求。但

中国经济发展又是不平衡的（见表

1），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带来资

金分布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的资

金分布，需要国家、地区或金融中

金融已成为现代经济的核

心，金融中心已成为现代经济体

系的重要标志

摄影：胡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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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城市进行有组织的融通和调剂，

这就在客观上为不同层次金融中心

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我国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要求金融市

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基础性的作

用，这就为我国金融中心的发展提

出了内在要求。

建设金融中心：应成为国家
发展战略

我国目前有许多城市提出了建

设金融中心的目标，但金融中心的

发展不能是盲目的。为避免金融资

源的巨大浪费，我国迫切需要制定

金融中心发展的国家战略，站在全

球金融业发展和国家利益的高度，

来研究、规划中国金融中心的建设

和发展。本文通过研究，提出了中

国金融中心发展的指导方针、战略

目标、实施步骤和制定目标的依据。

1．指导方针

合理布局、整合资源、市场主

导、政府推动。

2．战略目标

在《1996～2050年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战略》中，明确提出中国金

融业发展战略目标是:

“从1996年到2050年，经济的

金融化程度将大大提高，金融业的

发展趋于成熟；主要金融总量将居

于世界前列，结构指标和金融效率

达到发达国家当时的平均水平；人

迈进，并成长起3～5个国内地区性

金融中心城市。

第三阶段:从2021 年到2040

年，据高盛测算，中国的经济实力

将在2039年超越美国。届时，中国

金融中心建设，将再上一个新台

阶，即在巩固和扩大香港作为全球

性金融中心地位的同时，将北京或

上海建成新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

心。同时，再推动2～3个国家级金

融中心城市的形成。

4．发展层级

依据上述战略目标和实施步

骤，在向国际金融中心迈进的进程

中，可确定不同的层级（见表2）：

香港（含深圳）凭借已形成的

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优势，依托珠

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活力，可

以向全球性金融中心迈进，这是第

一层级。在第二层级中，北京可依

托已经形成的环渤海经济圈优势，

在目前作为全国的金融管理和调控

中心的基础上，首先要明确全国金

融中心的功能定位，并联合天津贸

易港口和金融资本优势，逐步发展

成为太平洋西岸重要的区域性国际

金融中心；上海则可依托长江三角

洲地区强大的经济能量，发挥目前

已经形成的国家级金融中心的优势

东部地区 28769.16 62.54 5763.04 92.84 4587460 87.43

中部地区 11193.57 24.33 287.18 4.63 518566 9.88

西部地区 6038.89 13.13 157.44 2.54 141100 2.69

表1（2002）东、中、西部（按三大地带）经济发展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03）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编

地区
第三产业增
加值(亿元) 占全国比重

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 占全国比重

实际利用
外商投资
(万元)

占全国比重

表2 到2040年我国金融中心发展目标和层级

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 区域级国际金融中心 国家级金融中心

香港（深圳） 上海 北京（天津） 广州、武汉、大连、重庆、

青岛、南京、西安、厦门、杭州

民币实现完全的自由兑换，上海、

香港即将成为世界最主要的金融中

心，另外还将形成4～5个区域性金

融中心；金融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

值中的比重将超过15%；人们经济

金融生活的便利程度基本达到发达

国家的水平。”以上述金融业发展

战略目标为依据，我国金融中心发

展的战略目标是:争取在21世纪中

叶之前建成1～2 个全球性国际金

融中心，全面提升金融运行质量和

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力。

3．实施步骤

上述战略目标的实施，可以分

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现在到2008 年，

在“合理布局，整合资源，市场主

导，政府推动”的战略方针指导下，

继续巩固香港的区域国际金融中心

地位，完善北京全国金融管理中心

和上海国家级金融中心功能，同时

形成几个金融资源优势明显、有一

定规模、位于国内不同区域节点的

地区金融中心城市。

第二阶段:从2009 年到2020

年，不断提高各层次金融中心城市

金融业发展的水平和影响力，把香

港发展成为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

北京和上海向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

为避免金融资源的巨大浪

费，我国迫切需要制定金融中心

发展的国家战略



农村金融研究  2004·117

Cover Story

封面文章

和对南亚的辐射能力，努力发展成

为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

在第三层级中，大连可依托金

融资本雄厚、国际金融产业聚集、航

空基础设施完善、地理位置优越和

金融产业人才等优势建成东北地区

乃至东北亚经济区的金融中心；武

汉则可发挥其九省通衢的便利条件

以及航空基础设施和人才优势建成

中南地区的金融中心；青岛可依托

其国际金融产业聚集、航空基础设

施和科技竞争优势建成黄河中下游

地区的金融中心；南京依托金融资

本、国际金融产业聚集，科技优势

和舒适的生活环境建成长江中下游

地区金融中心；广州依托相对完善

的金融体系，密布的金融网点和雄

厚的金融资源建成华南地区的金融

中心；厦门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国

际金融产业聚集和航空基础设施等

优势建成闽台地区的金融中心；重

庆依托人才、国际金融产业聚集和

航空基础设施等优势建成西南地区

的金融中心；西安依托科技、人才

等优势建成西北地区金融中心。

制定战略方针和目标的主要

依据
1．遵循全球金融中心发展的

一般规律

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模式主要

分为自然形成和政府主导两种。自

然形成的国际金融中心一般产生在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市场经济长

期自由发展的结果；而政府主导的

金融中心多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后新兴的工业国家（地区），这些

国家（地区）的经济处于发展的起

步阶段，金融体系尚不完备，面对

与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

浪潮，亟须发展本国金融业以促进

经济超越式发展。于是便以政府力

力发展金融产业的目标，特别是上

海提出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

战略，而且正在实施之中，即从“十

五”开始到2020年，将上海初步发

展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

心之一，并开始向全球性国际金融

中心迈进。这一战略目标，具体分

三个阶段来实现:第一阶段是从现

在起到2005年，努力实现“四个基

本确立”的目标，即基本确立金融

在上海经济发展和城市功能优化中

的核心作用；基本确立国内外金融

机构主要集聚地的地位；基本确立

国内体系完善、辐射力强的金融市

场中心的功能；基本确立公平、公

正、公开的金融发展环境。第二阶

段是从2005年到2010年，实现“四

个基本形成”的目标，即基本形成

适合国内外投资者共同参与、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市场体系；基本形成

以具有国际性影响的金融控股集团

为核心、中外资金融机构共同发展

的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基本形

成与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人

民币金融产品创新和交易中心；基

本形成符合国际惯例、规范有序的

交易制度和法律体系等金融发展环

境。第三阶段是从2010年到2020

年前后，基本建成与我国国际地

位、人民币国际影响相匹配的亚太

地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使上海成

为国际资本集散地和全球资金交易

量来主导推动金融业的国际化与市

场化进程，建设本国（地区）的国

际金融中心，便成为金融中心发展

的一般规律。

政府主导的金融中心自一开始

便着眼于带动整个国家经济及金融

业的发展，其动力来自政府力量的

介入，是人为产生的“推动力”，具

有目标明确和积极主动的特点。20

世纪中后期，科技进步大大加快了

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发展，形成了

多层次、多元化的趋势。在一个国

家或地区内，可以同时拥有若干

个功能互补、层次不同的全球性

国际金融中心、区域性国际金融

中心以及国内金融中心（见表3）。

这些不同层次的金融中心对促进

本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发挥着

积极的作用。

2．中国金融中心城市提出的

发展目标

根据对我国金融中心城市的研

究和考察，目前除香港已经成为区

域性金融中心之外，内地只有上海

和北京能够承担起建设国际金融中

心的历史重任。因此，研究我国的

金融中心发展，首先应研究上海和

北京金融业的发展。

目前上海和北京都已提出了大

表3 部分国家不同层次金融中

心分布表

国别 全球级 区域级 国家级

美国 纽约 芝加哥 旧金山

洛杉矶 休斯顿

英国 伦敦 曼彻斯特

日本 东京 大阪 横滨

名古屋

加拿大 多伦多 蒙特利尔

法国 巴黎 里昂

德国 法兰克福 杜塞尔多夫

根据对我国金融中心城市

的研究和考察，目前除香港已经

成为区域性金融中心之外，内地

只有上海和北京能够承担起建设

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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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并开始向全球国际金融中心

迈进。

北京则根据首都的地位和优

势，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和世界城市的战略目标。而在

国际化大都市和世界城市的建设

中，北京又根据其经济结构轻型

化的特征和第三产业发达的实际，

及时提出了加快发展金融产业的

发展目标。根据《北京市“十五”

时期金融业发展规划》要求，到

2005年，金融业将实现增加值700

亿元（2000年价格），年均增长约

1 3 %，在第三产业增加值中所占

比重达到31%，在全市国内生产

总值中的比重约达到19%;到2010

年，金融业实现增加值1120亿元

（2000 年价格），年均增长约10%，

在第三产业增加值中所占比重要

达到 33%，在全市国内生产总值

中所占比重将达到20.5%。这一

发展目标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

水平。从中可以看出北京进一步

优化经济结构，大力发展金融产

业的决心和务实精神。

3．京津、港深经济融合的趋势

地理位置、经济实力和金融发

展是金融中心形成所需要的最基本

的三大要素。在建设金融中心的进

程中，京津、港深将互相借力，并

有可能到2040年融为一体。

首先，从地理位置来看，深圳

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直线距离不足

5公里，而天津距北京不到120公

里，车程不过1小时。优越的地理

位置和便捷的交通为京津、港深的

融合提供了客观基础。

其次，从经济的互补性来看，

如果京津、港深一体化，实现城市

之间的优势互补，所产生的巨大能

量将远远超过1+1的结果。京津所

在的环渤海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最

具后发优势的区域之一，天津现有

的空港和海港设施可以有效弥补北

京空运和海运能力的不足，而北京

已形成的全国金融管理中心、资金

清算中心、金融研发中心以及债券

发行与交易结算中心等对天津金融

业的发展可以起到有力的带动作

用；地处珠江三角洲的香港，作为

亚洲的金融中心，金融业无论在

规模、机制还是法律环境、监管体

系等方面都已非常成熟和完善，

如能借助深圳的发展活力，无异

将会使其实力大大增强。同时，深

圳如果能借CEPA之机，与香港形

地理位置、经济实力和金

融发展是金融中心形成所需要的

最基本的三大要素

成共存共进的关系，其金融业发

展完全可以更上一层楼。因此，为

进一步巩固香港的亚洲金融中心

地位，香港和深圳应形成合力，融

为一体，并努力向全球性国际金

融中心发展。

第三，从建设全球化国际大都

市的要求来看。目前，北京、深圳

和天津都明确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

市的发展目标。关于国际大都市的

标准和具体指标，虽然专家有不同

的见解，但几乎所有专家都把国际

金融中心功能作为衡量国际大都市

的重要指标，甚至是第一位指标。

京津、港深分别属于同一都市圈，

实现一体化则有助于各自发展目标

的实现，并进而带动两大都市圈的

整体发展。同时，现代化大都市的

形成也依赖于它所依托的区域，区

域的发展水平对大都市的形成起着

决定性作用。因此，只有加快京津、

港深的一体化进程，实现两大都市

圈的良性互动发展，才能提高我国

大都市圈的综合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