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上海报道2016年12月2日 星期五

陆家嘴金融机构云集

外滩两岸

早在80年前，上海就已确立中国国
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数据显示，20世纪上半叶，上海的43
家银行公会会员银行中，有35家总行设
于上海，占总数的81%，1936年上海有外
资银行 27 家，数量超过当时香港的 17
家、东京的11家和孟买的13家；1936年
在沪银行的已缴资本、公积金、存款、兑
换券四项可运用的资力高达32.7亿元，
占全国的47.8%。当时的上海，黄金和白
银市场规模与交易量，甚至超过东京、大
阪、巴黎；上海的资金与伦敦、巴黎、纽
约、柏林等城市往来密切而广泛，是名副
其实的远东第一金融中心。

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一直承担着
中国金融创新、改革与发展的重任。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设上海国际
金融中心”；2009年，国务院正式出台《关
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
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
心的意见》，在国家层面上，确立了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定位。根据“新华?
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的数据，上海在
全球金融中心竞争中的排名已跃居第五
位，仅次于纽约、伦敦、新加坡和东京，
与香港并列，领先于巴黎和法兰克福等
欧洲金融中心城市。

在刚刚过去的“十二五”期间，上海
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了显著的进
展。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十二五”时期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目标是到
2015年，上海金融市场（不含外汇市场）

交易额达1000万亿元左右，主要金融市
场规模保持或进入世界同类市场前列；
最新数据则显示，2015年，上海金融市场
的交易总额达1462.7万亿元，比2010年
增长 2.5 倍；上海金融业实现增加值
4052.2 亿元，同比增长 22.9％，占全市
GDP的16.2％，比2010年提高了约4.8个
百分点。同年，上海证券市场股票交易
额和股票筹资总额位居全球第二位，年
末股票市值位居全球第四位；上海黄金
交易所黄金现货交易量连续多年保持全
球第一。

除了体量的进展，还有体系的丰
富。在过去几年间，上海保险交易所、
全国性票据交易市场、全国性信托登记
机构获批，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上
海国际黄金交易中心、上海股权托管交
易中心等启动，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全国
性金融市场体系；在金融市场的基础设
施方面，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落
户上海；同时，上海的金融市场机制也在
不断健全，包括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
率（Shibor）市场基准作用继续提升，贷
款基础利率（LPR）正式运行，CFETS人
民币汇率指数正式发布，人民币利率、汇
率市场决定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健全。

用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郑杨
的话来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
了重要进展，基本确立了以金融市场体
系为核心的国内金融中心地位，初步形
成了全球性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
和清算中心。”

①历史与现实

开放，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最应
有的气质，也是上海最大的优势。

在“十二五”期间，上海金融对
外开放领域进一步拓宽。股票“沪港
通”、黄金“沪港通”、人民币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RQFII） 境内证券投
资、跨境ETF、跨境人民币再保险等顺
利启动，银行间外汇市场推出人民币
对欧元、英镑、日元、澳元、瑞士法
郎等货币直接交易，境外机构获准投
资银行间债券、外汇市场，上海证券
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与德意
志交易所集团共同出资成立中欧国际
交易所。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外资股
权投资企业试点（QFLP）和合格境内
有限合伙人试点（QDLP），上海航运
保险协会代表中国保险业加入国际海
上保险联盟。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国际金融
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加速聚集和落户
上海，其中就包括金砖国家新开发银
行、全球清算对手方协会 （CCP12）
等重要国际金融机构和组织。数据显
示，截至2015年末，在沪各类外资金
融机构总数达429家，占上海金融机构
总数的30%左右。同时，依托上海自贸

区这一开放创新平台，上海黄金交易
所启动黄金国际板，人民币跨境使
用、投融资汇兑便利、利率市场化、
外汇管理改革、金融监管简政放权等
方面的创新试点深入推进，试验区监
管协调机制和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机制
不断完善。

今年2月发布的《上海市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显
示，上海的目标是到2020年，上海金融
市场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占全国社会融资
规模的比重达到25%左右，上海金融业增
加值占上海全市生产总值比重保持在15%
以上。

要达到这些目标，上海必须“坚
持开放、开放、再开放，不断提升金
融中心的国际化水平”。其中一个重大
的机遇，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

到下一步，要牢牢把握人民币国
际化重要机遇，加强自贸试验区金融
开放创新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联
动，推动率先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
兑换，进一步促进人民币跨境使用，
不断扩大金融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
加快建设面向国际的金融市场，逐步
实现与国际贸易投资通行规则的对接。

放眼全球的各大国际金融中心，一
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资本的开放。哈佛大
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原副国务卿理查
德?库珀就指出，如果上海要实现2020
年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必须具备
的条件之一就是“实现人民币百分之百
的可兑换”。

一般来说，一国货币的国际化，通
常会走过交易货币、结算货币、投资货
币直到国际储备货币几步。

在交易方面，人民币已是全球范围
内的重要贸易货币。2015年，人民币已
经超越欧元，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
货币。在中国内地与香港间基于人民币
的贸易融资所占比重达到53.9%，在中
国与新加坡之间则是28.5%。根据环球
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公布的全
球人民币支付数据，2015年12月人民币
在全球支付中的市场份额为2.31%，预
计 2016年将占据3%的市场份额。随着
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这一
份额可能还将继续上升。
“跨境人民币业务的持续推动，显

著提升了上海作为全球人民币中心的地
位。”央行上海总部副主任张新表示，
2015年上海市跨境人民币业务结算量达

2.7万亿元，位居全国第一，人民币在国
际收支中的占比已达30％。跨境人民币
业务的快速发展，对推动人民币成为全
球重要支付货币、推动人民币成为特别
提款权 （SDR） 篮子货币发挥了重要
作用。

用上海市市长杨雄的话来说，上海
将“主动适应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
建设人民币产品市场”，积极配合国家
金融监管部门不断拓展人民币产品市场
的广度和深度，丰富人民币产品和工
具，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系统，提
升人民币在岸价格国际影响力，推动上
海成为全球人民币基准价格形成中心、
资产定价中心和支付清算中心。在这一
过程中，上海将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新
趋势，促进自贸区与金融中心建设的深
度联动，扩大金融服务业开放，更好地
为全国深化金融改革开放探索新路径、
积累新经验。
“未来五年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至关重要。我们必须把金融中心建设放
在全球经济、金融格局深刻变革的大趋
势下，放在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的大格局中，放在国家对上海发展的战略
定位上统筹谋划、深入推进。”杨雄表示。

②开放的上海 ③战略机遇期

上海，中国金融当之无愧的“窗口”。从数十年

前起，上海就以“国际化”为己任，这也成为了上海最

显著的特质。刚刚过去的“十二五”五年中，围绕建设

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上海

的雄心永无止境。

到2020年，上海力争基本确立以人民币产品为主

导、具有较强金融资源配置能力的全球性金融市场地

位，基本形成公平法治、自由开放、创新高效、合作共享的

金融服务体系，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

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迈向全球金融中心行列。

回首“十二五”期间，上海金融市场体系进一步

完善，金融市场规模能级显著提升。一是金融市场

类型更加丰富，上海保险交易所开业，全国性票据交

易市场、全国性信托登记机构获批，上海国际能源交

易中心、上海国际黄金交易中心、上海股权托管交易

中心等启动，上海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全国性金融

市场体系，初步具备一定的国际影响力。二是金融

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落户上海，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

司成立。三是金融市场运行机制不断健全，上海银

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市场基准作用继续提升，

贷款基础利率（LPR）正式运行，CFETS人民币汇率指

数正式发布，人民币利率、汇率市场决定价格形成机

制进一步健全。四是金融市场创新产品日益增多，

成功推出了国债期货、同业存单、ETF期权、黄金

ETF等一批有重要影响的金融产品和工具，提升了

上海金融市场的交易、定价和综合服务功能。五是

金融市场规模快速增长，2015年，上海金融市场交易

总额达到 1463万亿元，比 2010年增长了 2.5倍。

2015年，上海证券市场股票交易额和股票筹资总额

位居全球第二位，年末股票市值位居全球第四位；

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现货交易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

第一。

多年来，上海一直致力于完善金融发展环境，

取得了积极成效：一是金融法治环境不断优化，《上

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颁布实施，金融

审判庭、金融检察处、金融仲裁院、金融纠纷调解

中心相继成立，率先在全国推出《上海国际金融中

心法治环境建设》白皮书，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

权益保护局在上海正式运作。二是金融人才服务工

作力度不断加大，在全国率先发布金融人才发展规

划和金融紧缺人才开发目录，金融人才数量显著增

加，集聚效应不断显现，上海国际金融人才高地建

设初见成效。三是信用体系建设不断推进，落户上

海的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数据覆盖范围进一步扩

大。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正式启动。四是

支付清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中国银联服务功能进

一步增强，票据、银行卡、网络支付等非现金支付

工具广泛应用。上海清算所初步形成覆盖现货和衍

生品的中央对手清算业务体系。五是专业服务体系

不断健全，与金融相关的会计审计、法律服务、资

产评估、信用评级、投资咨询、财经资讯、服务外

包等专业服务加快发展。六是金融集聚区布局建设

不断加强，陆家嘴金融城、外滩金融集聚带等核心

功能区集聚效应明显，各区县结合自身优势积极发

展特色金融业。此外，上海市设立并连续评选金融

创新奖，在全国率先建立金融业联合会，成功举办

了八届陆家嘴论坛，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十三五”时期，上海将秉承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加快金融改革创新，扩大

金融对内对外开放，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优化

金融发展环境。显著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配置全球

金融资源的功能和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断

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辐射力和全球影响力。

到2020年，上海力争基本确立以人民币产品为

主导、具有较强金融资源配置能力的全球性金融市

场地位，基本形成公平法治、自由开放、创新高效、合

作共享的金融服务体系，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

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迈向全球

金融中心行列。具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基本形

成交易、定价、支付清算和信息功能齐备的多层次金

融市场体系。提升人民币产品市场规模和影响力，建

设全球人民币基准价格形成中心、资产定价中心和支

付清算中心。二是基本形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和

行业影响力的多元化金融机构体系。提升金融机构

服务功能和综合实力，建设全球跨境投融资中心和财

富管理中心。三是基本形成国内外投资者共同参与

的全方位金融开放体系。通过上海自贸试验区加快

金融开放，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促进资金互

联互通，成为国内外金融资源配置与合作共赢的重

要节点。四是基本形成以信息化技术为重要特征

的金融创新体系。推动科技和金融高度融合发

展，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建设

科技金融服务中心、金融信息中心和互联网金融

发展中心。五是基本形成符合国际惯例、公正透

明、规范有序的制度体系。加快与国际接轨，形成

优良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金融人才高地和制度

创新高地。

（作者为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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