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6 年 11 月 14

日，距离浦东开发开放

还有3年半时间。这一

天，邓小平在北京会见

了美国纽约证券交易

所代表团。当纽交所董

事长约翰·范尔霖将一

枚纽交所的徽章及证

券样张作为礼物赠送

给邓小平之后，邓小平

回赠给对方一张绿色

的上海飞乐音响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这次会

见引起广泛关注，国际

社会发出了“中国与股

市握手”的惊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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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关键着 博胜负手

对标全球一流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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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素菲

1986年 11月 24日，约翰·范尔霖来

到上海，找到了当时蜗居在民房里的静

安证券营业部，办理了这张股票的过户

手续。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证券交易所的

老板，约翰·范尔霖参观了这间12平方米

连洗手间都没有的营业厅，发现正在挂

牌交易的股票只有两只。

新中国的资本市场就在这样局促的

环境里起步了，但它一起步，就备受关

注，其中还包括来自最发达资本市场的

外国金融大亨的围观。

金融先手棋落子浦东

1991年 2月 18日，浦东开发开放正

式宣布 10个月后，邓小平再次来上海视

察谈话时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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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

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

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

金融成为了经济大棋局中的先手。

支持国企股份制改造，发展市场经济，此

时上海证券交易所已在浦西开业。隔江

相对，浦东作为一片开发热土，金融先行

的苗头也已显现，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成

立，中央批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浦东

设立分行。在同一个城市拥有两家同一

国有大行的分行，在国内绝无仅有。

为各路金融机构筑巢，高起点建设

的小陆家嘴从一开始就借鉴全球智慧规

划设计，以世纪大道为中轴，为银行、保

险公司、证券公司、贸易公司等驻沪总部

建造的楼宇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1997年 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迁入

位于浦东南路的新家，用上电脑网络的

“红马甲”们从此进入可与世界一流交易

所比肩的工作环境。

随着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形态开发逐

步推进，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

交易所、上海钻石交易中心、中国金融期

货交易所等国家级要素市场陆续落户。

而在另一个国家级开发区张江，形成了与

陆家嘴“前台”遥相呼应的金融“后台”，银

行卡园集聚了各大银行的数据中心。

2006年，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暨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也将总部迁往张江。

日臻完善的金融体系形成强大的金

融磁场，不断吸附中外金融机构和人才

集聚浦东。截至 2014年上半年，浦东的

持牌金融机构总数达到812家，其中银行

类 236家、证券类 337家、保险类 239家。

金融业产值达 603.57亿元，对浦东新区

国民生产总值贡献度占比达18.58%。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浦东的外资

银行法人行已达19家，数量占全国一半、

资产占全国外资银行的80%。浦东不但吸

引了大批外资银行入驻，而且最先在外资

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上实现突破，1997年
1月24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日本第一

劝业银行上海分行、日本三和银行上海分

行、渣打银行上海分行、上海巴黎国际银行

在浦东新区率先试点经营人民币业务。

金融新势力麇集浦东

如果说传统金融机构以其庞大的交

易量储存了巨大动能，那么新兴金融机

构则裹挟了互联网的创新思维从而形成

巨大势能。在今天，谁都没有办法无视

这股金融新势力的到来。

在浦东，实体经济领域里新产业、新

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与之相

伴，金融领域的新兴样式也越来越丰富。

从事第三方支付的快钱、提供货币经纪的

普兰、开展供应链融资的春宇、立志打造

中国彭博社的金融信息服务商万得资讯，

各自在细分领域成长为业界翘楚。

这些新势力“新”得甚至让工商部门

和金融监管部门跟不上。“春宇”的故事

已成为改革经典，在该企业负责人薛光

春最初到工商局注册时，工作人员听到

陌生的“供应链管理”一词，而后查询国

民经济分类目录，都找不到对应的条

目。从事票据中介的“普兰金融”，其负

责人李映辉曾告诉记者，他们在登记注

册时也碰到过类似问题。

海纳百川，开放包容，在持续推进综

合配套改革的浦东，这些创新的激情都

没有被扼杀。在创业者和监管者的政企

良性互动中，新兴金融的幼苗茁壮成长

起来。这些创业者还纷纷登上了“陆家

嘴论坛”等业界峰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如今，更多的互联网金融业态聚集

在浦东，P2P的龙头企业拍拍贷、陆金所

等引起中央层面重视，监管部门专程来

浦东调研。今年 5月份，美国籍金融专

家、陆金所董事长计葵生作为行业代表，

还参加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主持召

开的外国专家座谈会，他从“风险控制”

和“鼓励创新”两个方面发表了自己对互

联网金融的看法。

新兴金融正以不可阻挡的势能奔涌

而来。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新兴金融

甚至成为重要的产业支柱。截至2014年
5月，陆家嘴拥有融资租赁机构合计 50
家，租赁资产规模约4000亿元，占全上海

规模的65%，占全国规模逾20%。股权投

资类企业达523家，全球前十大股权投资

机构（PE）中的 4家已落户陆家嘴，分别

为黑石、安佰深、凯雷、TPG。

金改连续剧精彩上演

在金融机构落户、金融人才集聚、金

融业态创新的过程中，一个事关国际金

融中心建设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并未解

决，那就是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回味小平同志1991年的谈话，“上海

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

方，今后也要这样搞”，提的正是这个要

求。人民币自由兑换绝不可能一蹴而

就，这个艰难的突破任务落在了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身上。

早在 2012年，国家发改委就公布了

《“十二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

划》，明确提出“十二五”时期上海国际金

融中心建设的发展目标是，瞄准世界一流

国际金融中心，全面拓展金融服务功能，

加快提升金融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上海金

融市场的国际内涵和全球影响力，力争到

2015年基本确立上海的全球性人民币产

品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地位。

根据《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总体方案》，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可在试

验区内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

市场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

面创造条件进行先行先试。在试验区内

实现金融机构资产方价格实行市场化定

价。探索面向国际的外汇管理改革试

点，建立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相适应的外

汇管理体制，全面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

从 2013年 9月底上海自贸试验区挂

牌开始，来自央行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利

好不断。今年 2月 18日，中国人民银行

上海总部出台《关于上海支付机构开展

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实施意见》，支付机

构跨境人民币业务正式启动。依托互

联网，支付机构可以为境内外收付款人

之间真实交易需要转移的人民币资金

提供支付服务。借助这一创新，消费者

有望获得全新的“海淘”体验，进出口企

业和金融机构也将获得全新的发展机

遇。

2月 21日，央行上海总部又发布了

《关于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扩

大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通知》，这一实施细

则进一步简化了试验区经常和直接投资

项下人民币跨境使用流程，明确了人民币

境外借款规模与使用范围、跨境电子商务

结算和人民币交易服务等创新业务。

借助这一利好，上海诚毅新能源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在自贸试验区设立

股权投资 SPV（特殊目的公司），向境外

一家公司投资500万美元，成为上海国资

PE经由自贸试验区通道境外投资的首

单作业。亲历整个投资过程的诚毅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石兴梅对此不

无感叹，她说没想到如此顺畅，3个月就

办结了投资。据了解，诚毅投资500万美

元的公司注册在开曼群岛，实际运营在

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已向美国纳斯达

克递交上市申请。

今年 5 月，央行上海总部又发布了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账核算

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分账核算业

务细则”）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分账核算业务风险审慎管理细则》，被

喻为自贸区金改“第二季”。因为，此前

上海市分管金融的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屠光绍曾在新闻发布会上对媒体说：

“自贸区的金融改革是个连续剧，会一直

进行下去，而且越来越精彩！”

事实上，自贸区的金改是非常审慎地

在推进。综合各方面的专家声音判断，唯

其审慎才能将金融开放的风险降到最低。

也正因为这是难度最大的，才最有看点。

再次回味小平同志的话语，“中国在

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

作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

区，浦东的征途犹如星辰大海般辽远无边。

位于浦东南路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徐网林

在陆家嘴核心区，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贸易公司等总部大楼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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