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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随着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推进，上海正

在加速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步伐。昨

日，在浦东举行的《中国2049战略》课题成

果发布会上，上海市金融办主任郑杨表

示，目前上海已建成了门类齐全的金融市

场体系，金融市场交易规模不断增加，

2014 年金融市场交易规模比 2010 年翻

倍，今年争取上海金融市场实现交易额

1000万亿元。

国际金融中心需要硬指标

上世纪30年代，上海已是亚洲首屈一

指的国际金融中心，仅次于纽约、伦敦等

全球金融中心。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

务院从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作出建设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重大战略决策，经过

多年发展，目前已形成国内金融中心，但

距离国际金融中心尚有距离。

“按照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时间

表（到 2020 年），目前仅有五年多的时间

了，届时要与纽约和伦敦等老牌全球金融

中心相抗衡，需要有一些硬指标，比如金

融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金融市场交易

额。”一位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有研究的

专家此前向记者表示，“其中，金融增加值

占GDP的比例要达到16%至17%，这意味

着，上海未来每年要保证比例增加0.5%左

右。”

在金融市场交易额方面，该人士表

示，假如每年以 100、200万亿元的速度增

长，2020 年上海交易额将达到 1800 万亿

元左右，有望超过香港、新加坡或东京的

金融中心的规模，与纽约和伦敦接近。

2014 年上海市实现金融业增加值

3268.43亿元，同比增长 14%。当年，上海

市金融市场（包括外汇市场）交易总额达

到 786.66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23.2%。记

者注意到，一季度，上海金融业增加值同

比已大幅增加。数据显示，一季度，金融

业增加值 967.63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8.7%，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58.7%。

除上述两大硬指标外，上海目前也已

基本形成了丰富多元的金融机构的体系，

金融业务创新也不断推进。郑杨透露，截

至 2014 年末，上海金融机构总数达到了

1405家，较 2010年末增加了 356 家，总部

及功能性的机构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中

金砖银行落户上海，这是首个总部设在上

海的国际多边金融组织。上海同时还是

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窗口，截至 2014 年

末，上海各类外资金融机构总数达到 419
家，占上海金融机构总数约30%。

自贸区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

“上海金融发展环境日益优化，吸引

力日益提升，通过实施各项金融服务措

施，积极吸引金融机构，金融人才集聚上

海，努力营造有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的良好氛围。”郑杨表示。

在郑杨看来，上海正在加快推进的自

贸试验区建设，为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金

融中心的目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金融领域是自贸试验区开放创新的重点

内容之一，一年多来围绕探索资本项目可

兑换，金融业对外开放领域，上海推出一

系列金融改革措施，改革的力度和创新的

步子也比较大，同时也非常注重防范金融

风险，完善金融监管制度。

“今年将继续在金融开放上加大力

度，积极领跑金融改革和创新。”郑杨透

露。

今年一季度，上海银行业紧抓自贸

区扩区机遇，借助自贸试验区创新试验

平台先行先试，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来

自上海银监局的数据显示，截至 3 月末，

上海自贸试验区（包括扩展区域）共有 94
家银行机构以及 27 家非银行金融机构，

区内一季度企业跨境资金池业务和跨境

集中收付金额分别为 889.71亿元和 40.09
亿元，分别达到 2014 年全年的 70%和

50%。截至 3月末，共有 14家商业银行开

立 1.22 万个自由贸易账户，较年初增加

0.25万个；分账核算单元总资产和总负债

分别为 796.81亿元和 796.65亿元，占上海

辖内银行业总资产和总负债的比重分别

为 7%和 7.23%。

上海自贸区助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沪争取今年金融市场交易达千万亿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金融改革与开放，是上海自贸试验的

重头戏，其中备受关注的即是资本项目可

兑现。在全国尚未开放的前提下，上海自

贸试验区如何试验？能不能渗透？渗透

的尺度如何？5月15日至16日，在由上海

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和中国自由

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等主办的“中国

自贸区与开放新阶段高峰论坛”上，多位

知名自贸试验区业务研究专家纷纷给出

了自己的见解。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兼总

裁王新奎表示，资本项目可兑换已写进上

海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一年半以来进展

较大，首先是搭建了自由贸易账户，等于

一幢房子最基本的装修完成了，水电煤、

通讯、光缆全部接通了；二是准备搬到房

间里面的平台都建好了；三是合格的投资

者也已在准备中。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风险’，什么叫

风险？对于同一个尺度，有的认为不是风

险，有的认为是风险。”王新奎进一步指

出，“另外，什么叫‘风险可控’？可控达到

100%，还是可控至80%？三是风险一旦发

生，怎么办？怎么预警？这些问题大家都

没有底。”

在王新奎看来，目前着力点应放在搭

建人民币的循环机制，人民币要能够出

去，出去后还要能够回来，这就需要设计

出有价值的金融产品，吸引投资者来购

买，“最关键的基本条件——资本项目可

兑换，即需要资本项目自由化程度相当

高，否则水进不来出不去，等于房间水管

铺好了，自来水只能在房子里面循环，不

能和外面管子循环。”

至于自贸试验区金改的风险问题，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则认为，风

险集中在自贸试验区内进行管控，由于

范围较小，管理起来比较容易，但如果仅

仅局限在区内，则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

金融开放的渠道会通过自贸试验区向区

外渗透。

“正是由于金融开放存在较大的风

险，因此这一战略，可能需要自贸试验区

这样一个可控的平台来推进。”张军表

示。在他看来，金融开放的一般顺序是加

快海外直接投资；人民币国际化的阶段；

经常资本账户的可兑换。

上海财经大学自贸区研究院副院长

孙元欣表示，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共有七

个大类有 40个分项，目前 35个分项是可

以兑换的，而且是部分可以兑换，还有 5
个项目是不可兑换，“上海自贸试验区金

融改革下一步可能要把不可兑换的转化

为部分可兑换的或者可兑换的，其中如

果风险比较大的，可能通过试点的方式

展开。”

孙元欣指出，扩区后的上海自贸试

验区将发力个人跨境投资，“如果区内的

自然人获准开立自由贸易账户的话，原

来对 5万美元的换汇额度将会提高，同时

也会为自然人提供海外投资的渠道和可

能。”

上海自贸区搭建金融开放可控平台
着力点应放在人民币循环机制建立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一家 20年才可能盈利的生物医药公

司，谁愿意提供资金支持？银行显然不

会，但天使投资等股权机构却有可能。

记者获悉，浦东正谋划将区内丰富的

金融尤其是股权投资机构资源，与张江的

生物医药产业进行对接，依此打造生物医

药创新投融资基地。5月 13日，在浦东陆

家嘴举办的“中欧生物医药合作暨投融资

大会”上，浦东新区金融服务局施海宁透

露了上述消息。

当日，来自中国和瑞士、法国、比利时

等欧洲各国的25个医药项目举行了路演，

意在寻求包括财务支持等潜在合作机会，

参加当天路演的包括鹏华华盈创业投资

基金等PE、VC、天使投资者。

这些生物医药项目之所以选在浦东

召开投融资大会，看中的正是区内丰富的

金融资源。

施海宁表示，浦东金融业是全国最发

达的地区，拥有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以及

金融要素市场，其中股权投资机构达2500
家，管理规模4508亿元。

“浦东鼓励中外生物医药专家在浦东

创业，在生物医药企业集聚的张江，已搭建

了六大公共服务平台。”施海宁表示，此外，

在金融投融资方面，浦东集聚的2500多家

PE、VC、券商直投和天使投资等各类投资

者，且拥有 30万人的金融从业者，可为生

物医药产业的金融对接服务提供支持。

此外，浦东还支持生物医药企业在金

融要素市场挂牌，对成功挂牌的企业，将

给予一定的支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浦东还将利用自

贸试验区的相关政策为生物医药的投融资

提供便利。“浦东是上海自贸试验区所在

地，重点推进跨境并购等，同时也是上海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主战场，金融和科技将

助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施海宁表示。

捷迈医药投资咨询公司CEO高荣辉

表示，浦东股权投资机构众多，管理的资

金丰厚，对于希望引进 PE、VC 的欧洲生

物医药而言，浦东将是个圆梦的地方。

据悉，“中欧生物医药合作暨投融资

大会”由捷迈医药投资咨询公司和浦东国

际金融研究交流中心主办，浦东新区金融

服务局为支持单位。

依托2500家股权投资机构

浦东打造生物医药创新投融资基地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2015年中国最热的经济热词是“互联

网+”，那么34年后，也即2049年，我国信息

技术产业将达到什么量级？在昨日《中国

2049战略》课题成果发布会上，专题报告之

一——《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互联网产

业中长期发展战略研究》给出了答案：届时

信息技术产业将是第一大产业，总规模达

到130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60%。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副理事长、

金陵华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广宇

指出，放眼未来 34年，计算机技术和社会

产业结合会出现三个变化：一是个人结构

化知识程度会趋同。届时每个孩子生下来

像做手术一样，有一个数据接口，在结构化

知识水平趋同的背景下，每个人都是谷歌

大学或者百度大学毕业的，结构化很快会

趋同。

二是生物基因技术和计算技术完全融

合在一起。生物学界认为，35 年之内，人

类已知所有疾病都会攻克，可能不会因为

疾病去世，只可能因为器官老化过世。

三是人类体力劳动可能会被替代。工

业机器人，工业 4.0，人类体力劳动很大程

度上基本上会替代，人类会用智力和思想

改变世界，但已不需要用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方式劳作来赚取回报。

“研究分成两个阶段预测。第一个阶

段约为 10年，大数据、互动互联、物联网、

云计算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产业会成为中

国第一大产业。”王广宇表示，“第二阶段，

在 2025年到 2049年以人工智能为突破式

的技术，会成为巨大的突破，互联网成为基

础设施，信息技术产业业态会有极大突破，

重塑民众生活。”

信息技术将成
我国第一大产业
占GDP比重60%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近日，“壹理财杯”幸福大赢家——寻

找民间理财达人暨上海金融大讲坛进社区

正式启动。据悉，该活动由上海盐商集团

及其旗下盐商金融信息公司等共同打造。

《寻找民间理财达人》是一档理财类

益智季播电视节目，选手除了需要“脑

力”过硬之外，还要懂人性、拼策略、斗

“心力”。50 位各路民间理财人通过三

个月的智商、情商、财商的大比拼，争夺

千万基金的收益权。

“上海金融大讲坛进社区”是面向广

大市民和金融机构的公共服务平台，旨

在宣传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普及金

融知识。据悉，届时将邀请专家就经济

形势、家庭理财趋势和金融风险防范等

进行宣讲。

盐商集团董事长吴友建表示，举办

理财活动，不仅是为了寻找理财达人，更

重要的是建设投资者互动的平台，分享

达人们的理财经验。

“决定中国金融业财富管理发展水

平的不仅仅是各种金融机构，更是广大

客户的理财意识和能力，只有大众树立

了正确的理财观念、掌握足够的理财知

识，才能实现自身资产保值增值的同时，

更好地促进金融业务的创新。”盐商金融

信息董事长王柱全表示。

据悉，盐商集团、盐商金融等发起的

沪上市民金融投资理财系列调查活动也

将同步启动。

盐商集团是一家总部位于浦东的大

型现代化集团，资产规模近百亿元，主营

业务覆盖金融、产业园区、房产、文化传

播、国内国际贸易等多个领域，目前正从

实体经营模式向金融集团转型。

寻找理财达人
活动正式启动

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为2020年上海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本报记者 徐网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