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坛茶歇时各国代表互相交谈。 傅国林摄

■本报记者 张晓鸣

■本报记者 唐玮婕

更多资源投向“0到1”式创新

上海探求金融中心与科创中心联动

“创新最有价值的是 ‘0 到 1’， 但

投资往往看重 ‘1 到 2’ ‘2 到 3’， 甚

至是希望看到 ‘3 到 100’ 才投钱。” 昨

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 “国际金融中心与

科创中心建设的联动发展 ” 主 题 大 会

上， 上海交通大学信息技术与电气工程

研究院院长、 上海北斗导航创新研究院

院长郁文贤的一番肺腑之言引发不少人

的共鸣———上海迫切需要把更多资源投

向 “0 到 1” 创新的方向上。
没有金融支持的科创是一个贫血的

科创， 没有科创支撑的金融是一个没有

后劲的金融。 促进科创中心和金融中心

联动发展， 无疑是上海科创中心和国际

金融中心建设的一条必由之路。

金融结合科技 ， 要发挥
市场作用

“上海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创中心， 就应该诞生更多原创力量和新

兴产业， 需要更多 ‘0 到 1’ 的生动故

事。” 在郁文贤看来， 惟有原创性力量

才会引发爆发性、 颠覆性的价值生成。
当然， 从 “0 到 1” 的过程确实存在很

多风险， “这需要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机

制， 确保把投资者的风险降低。”
他同时指出， 对于上海来说， 要在

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创造更多的 “0 到

1”， 就一定要打造一个生态圈， 从政府

到科学家、 企业、 服务机构， 实现无缝

衔接、 共生发展， 使各方各得其所、 各

取所需、 互相推动。
针对科技界人士的集体期待， 上海

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刘绍统表示， 金融

领域某种程度上是管理风险的， 既可以

为科创企业提供融资， 也可以发现它的

价值， 同时还可以规范治理， “因此，

金融和科技完全可以擦出火花。”
刘绍统还说， 科技创新和金融分属

两个不同领域， 各有各的发展规律。 要

把金融要素和科创要素有效地 结 合 起

来， 一定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 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四大联动机制 ， 产生协
同效应

“把金融和科技密切结合起来， 上

海的条件得天独厚。” 国家金融与发展

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认为， “现在说科技

金融， 是先用科技全面改造金融， 然后

用改造了的金融全面服务实体经济， 当

然特别是要服务科技企业。 因此， 科技

和金融的紧密结合有望成为上海建设国

际金融中心的新机遇。”
事实上， 上海近年来在推动金融和

科技融合发展方面进行了一些 有 益 探

索。 上海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已初步形成

“3+1”格局。 “3”是科技金融的政策支撑

体系、机构服务体系、产品创新体系，“1”
是科技园区的融资服务平台。

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郑杨指

出，“在推进两个中心建设联动时， 上海

将构建四大联动机制。 首先在政策设计

中， 我们会把双方的特点优势需求结合

起来，提高政策协同效应。 同时，加强机

构之间的联动， 深化金融机构和科创企

业之间的交流。创新合作的模式，加快构

建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促进金融资源和

科技资源的联合联动， 相互提供有益的

养分。 彼此助力、共同成长。 ”郑杨表示，
上海正在培养一支科技金融的复合型人

才队伍，有利于推动两者更好联动。而通

过搭建各类信息共享平台， 让科创企业

和金融机构信息充分交流， 有效破解融

资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难题， 增强金融

机构加大创新、加大创新投入的信心。

■本报记者 李静

金融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寻求解决之道

今 年 一 季 度 我 国 GDP 同 比 增 长

6.9% ， 创 近 6 个 季 度 以 来 的 新 高 ；
“三去一降一补” 五大任务取得初步成

效。 但是， 在昨天举行的 2017 陆家嘴

论坛上， 与会专家指出， 我国经济运行

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和挑战， 产能过剩和

需求结构升级的矛盾突出， 必须从供给

侧和需求端两方面同时寻求解决之道。

去杠杆不能一窝蜂一刀切

企业杠杆率过高不仅弱化投资的能

力， 反过来也会加大金融风险。 “去杠

杆是为了释放无效和低端供给， 为扩大

有效和中高端供给留出新的空间。” 中

国农业银行副行长张克秋表示。
去杠杆的关键是要按照结构调整的

要求，分类施策。 “对于僵尸企业要坚决

压缩退出，不折不扣地去杠杆；对于发展

前景好、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要降低杠

杆率水平，帮助脱困发展和转型升级；对

于薄弱领域环节， 要坚定不移地加大补

短板的力度。 ”张克秋强调，在这个过程

中，特别要注意不能一窝蜂。
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李云泽认为，

配置过程中要坚持市场化原则， 充分发

挥市场这只 “看不见的手” 的作用， 应

该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来配置资

源。 要坚决摒弃按照行业一刀切， “好
行业中有坏企业 ， 坏行业中也 有 好 企

业， 关键还是要根据是不是有效供给来

配置资源。”
专家指出， 金融机构还要把握好一

个 “稳” 字， 要守住底线， 着眼长远。
从当前看， 要坚持底线思维， 合理把握

节奏， 防止出现 “踩踏式” 抽贷。 从长

期看， 要坚持跨周期思维， 真正走出扩

大投资产能过剩、 去产能再投资再过剩

的周期性循环。

盘活低效金融资源，提升
供给效能

用活各类资金， 提升融资的质量与

效益， 首先要坚持正确的方向， 也就是

说要保证稀缺的资金投向服务于 “三去

一降一补” 的结构性改革这一目标， 避

免资金空转、 脱实向虚。
“要发挥金融的引领作用， 引导实

体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参与主体， 主动参

与、 主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

国银行副行长张青松表示， 要进一步提

升绿色产业基金、 科技银行、 信贷工厂

等创新性融资方式和融资模式， 提升新

增产业获得金融资源支持的稳定性和可

预期性， 推动产业升级与动能转换。
盘活低效金融资源， 提升供给效能

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环。 张

青松认为， 应促进不良资产证券化等创

新业务的发展。 充分利用金融市场的功

能， 拓宽投资者群体把闲置资金加以盘

活、 加以腾挪的渠道， 增加有效供给。

破解融资贵融资难顽疾

针对民营企业、 中小企业普遍反映

的在主流金融渠道融资难、 融资贵这个

顽疾， 李云泽指出， 融资贵、 融资难主

要是因为中小企业的风险不容易把控。
他认为 ， 解决这个难题需要政 府 、 社

会、 银行齐抓共管、 共同努力。 政府有

必要搭建一个公共金融信息平台， 减少

金融企业尤其是商业银行获取相关方面

信息的成本。 同时， 商业银行要扩充信

息来源渠道， 不但利用原来传统线下的

数据， 也要利用线上的数据； 不但要利

用静态的数据， 也要利用动态的数据；
不但要利用金融的数据， 也要利用非金

融的数据 ， 从而更好地为中小 企 业 画

像， 更好地进行精准授信。
对此， 中欧-世界银行普惠金融中

心主任王君深有同感， “比如说动产抵

押制度不够到位， 使得金融机构和非银

行金融机构在放款时没有充分的信息，
能够帮助他们降低成本和风险”。 上海

银行董事长金煜也表示， 绝大部分实体

经济的最主要融资来源还是金融体系。
他建议， 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

中， 特别要注意同步推进金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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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参与竞争和开放才会发展更好
一行三会负责人谈全球视野下的金融业改革与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不开放不竞争会纵容低标准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指出，中

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通过

参与竞争 ，优化资源配置 ，实现经济社

会进步和繁荣 ，在此过程中 ，对外开放

起了重要作用，“金融行业不是例外，同

样适用竞争和开放的规律，由此才会发

展得更好。 ”
在我国，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曾承

担资源配置、稳定经济基础等功能，被描

述为“国民经济的命脉行业”及现代经济

的核心。 周小川认为，不管从 WTO 谈判

内容还是中国统计体系对服务业的分类

看， 金融服务业是竞争性服务业，“服务

业有些领域涉及敏感行业， 也有一些服

务难以跨境提供， 市场经济难以全部覆

盖，但大多数服务业是可以开放的。 ”
周小川认为，开放对金融业尤为重

要，“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说明，要防范

金融危机首先要保证金融机构的健康

性，对诸如高杠杆、低资本、不良贷款等

现象均不可宽容 ，而越是不开放 、不竞

争，往往越会纵容这些低标准。 ”
周小川说，和最早对外开放的制造

业发展路径相似，我国服务业也已通过

“引进来”和“走出去”提高了竞争力，推

动经营效率和服务质量提升，并带动国

内相关的政策改革，“有了竞争机制后，
国内企业进步很大， 越是开放充分、竞

争激烈的行业发展越快。 ”他举例说，我
国引入外资银行最开始是希望引入资

本，但实践证明 ，国内商业银行从竞争

中学到很多，在产品演变、市场建设、业

务模式、管理经验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

变化。 后来，国内银行又通过股改上市，
提高了经营效率 、资产质量 、公司治理

等。 与此同时，外资银行进入也间接促

进了国内的改革， 其中包括会计准则、
监管标准及最近的营改增改革等。

周小川介绍，目前已有很多国内金

融机构“走出去 ”，主动适应国际竞争 ，
在风险管理 、定价 、反洗钱等方面有实

质性变化，比如中国五大商业银行和保

险公司跻身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行列，成为资本充足 、经营稳健的市场

化经营主体 ，“这些说明金融服务业是

竞争性服务业 ，受益于对外开放 ，今后

还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
对于市场的不同声音 ， 周小川回

应，“当然个别人主张保护金融业，等成

长壮大后再开放、再参与国际竞争。 经

验表明，保护导致懒惰。 市场和机构不

健康导致市场不稳定，容易产生危机。 ”
他说，回顾国内外改革的历程 ，要提高

认识、坚定信心 ，坚定不移地走对外开

放道路。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
防范风险与推进改革不矛盾

“不 能 因 为 一 些 金 融 乱 象 、 风

险 ， 就 动 摇 和 停 止 金 融 改 革 和 创 新 ，
加强金融监管 、 治理金融乱象 、 防范

金融风险与深化金融改革 、 推进金融

创 新 并 不 矛 盾 对 立 ， 而 是 辩 证 统 一

的 。”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表示，
相对于目前经济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
我国的金融改革不是过快 ， 而是相对

滞后 ； 金融创新不是过度 ， 而是相对

不足。
目前 ， 中国是世界最大资本输入

国 ， 也是最大资本输出国之一 。 王兆

星认为 ， 中国经济和金融业已深度融

入全球化进程 ， 金融改革开放及发展

都须有更宽 、 更高的全球视野 ， 综合

考量国内外各种因素 ， 加强金融改革

的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
他认为 ， 未来的金融改革应包括

三方面 ： 一是建立可持续健康发展的

金融战略和发展模式 ， 真正发挥银行

业金融机构作为防范风险 、 创新服务

支持经济发展的主体作用 。 二是构建

科学有效 、 具有逆周期 、 动态调节功

能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体系 ， 实现财

政 、 货币 、 信贷和监管政策的有机协

调联动 。 三是通过深化改革构建完善

高效的金融监管体系 ， 努力构建能够

最大程度保护存款人权益和最大程度

防范道德风险的金融安全网体系 ， 以

及 对 监 管 者 的 履 职 评 价 和 问 责 体 系 ，
各个监管部门应最大限度防止监管真

空和重叠。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姜洋：
去年来查处案件数量创新高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姜洋表示 ， 中

国证监会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 ， 加 快 完 善 多 层 次 资 本 市 场 体 系 ，
为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打基础。
截至 2017 年 5 月底， 我国上市公司达

3621 家 ， 新三板挂牌公司超过 1.1 万

家 ； 今年前 5 个月 ， 沪深交易所及新

三板交易所股权融资 5194 亿元， 交易

所债券市场净融资达 6808 亿元； 期货

期权市场的品种体系逐步完善 ， 共有

农产品、 金属、 能源、 化工等 54 个期

货期权的品种。
我国资本市场稳步发展的同时也

要看到 ， 当前发展的内在基础还不牢

靠 ， 股市 、 债市 、 期市等风险的关联

度明显上升 ， 应将防控金融风险放在

更加重要的位置。
姜洋说 ， 当前全球经济发展形势

给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带来新机遇 ， 也

有诸多挑战。 “2015 年股市异常波动

后 ， 我们把稳定市场作为修复和发展

的基本前提 ，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运行

总体平稳 ， 自我修复和调节能力明显

增强 ， 各项功能有效发挥 ， 服务市场

经济的能力有效增强。”
他介绍 ， 去年以来 ， 中国证监会

从各个方面大力推进依法全面从严监

管 ， 查处的案件数量创历史新高 ， 今

年前 5 个月已罚款 60 亿元， 超过去年

全年 ， 促进了资本市场长期健康稳定

发展 。 中国证监会将继续保持监管定

力 ， 改进监管方式 ， 继续引导上市公

司 、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回归本原 ， 专

注主业 ； 切实加强市场法制建设 ， 从

制度上解决违法成本偏低 、 执法手段

不足 、 执法威慑力不足等问题 ； 紧紧

依托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的监管信息协

作机制 ， 加强信息共享和政策共同协

调 ， 把握好节奏和力度 ， 避免政策碰

头叠加 ， 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

风险的底线。

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黄洪：
解决保险业问题有赖于深改

“过去 40 年， 保险业每个阶段遇

到的挑战和问题 ， 都是用改革和发展

来解决的 。 保险业当前也存在不少突

出问题 ， 我认为恰恰是因为改革没到

位造成的。” 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黄洪在

回顾我国保险业发展历程时感言 ， 中

国保险业问题解决和风险防控有赖于

继续推进改革 ， 而中国经济的稳健发

展 、 金融改革等也需要强大的保险业

做支撑。
黄洪说 ， 目前保险业存在资本不

实导致偿付能力失真等问题 ， 与市场

准入 、 退出和资本穿透式监管不到位

有关 ； 违法违规运用资金的问题与管

住后端的改革没跟上有关 ； 而保险产

品存在的缺陷与发展理念的深化改革

没 跟 上 有 关 。 因 此 ， 要 从 发 展 方 式 、
管理机制 、 保险监管等方面入手 ， 深

化改革。
对于市场普遍关注的保险监管改

革 ， 黄洪指出 ， 未来将重点在价格监

管 、 资本监管 、 稽查体制 、 风险处置

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加大改革 ， 持续发

力 ， 其中包括通过穿透透明监管 、 严

查虚假注资和增资 ， 确保保险公司量

力经营 ； 完善稽查系统 ， 提升发现问

题和风险的能力 ， 把防控风险放在更

加重要的位置。

2017 年 ，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向纵深推进 ， 经
济指标呈现改善趋势 ， 经济复苏动力增强 。 与此同时 ， 国
际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 各国发展均面临诸多不稳定因
素 。 金融业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 ， 与实体经济的发展息息

相关、 互为依托， 金融业改革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时刻关注的
焦点 。

昨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 一行三会负责人围绕论坛主
题 “全球视野下的金融改革与稳健发展” 发表主旨演讲。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论坛共同轮

值主席周小川致辞。

金融创新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给中国带来新的机遇

全球经济、 金融市场正面临非常大

的不确定性。 低投资低贸易导致全球经

济增长率降低、 全球央行有膨胀数倍的

资产负债表、 低利率大环境下金融机构

形成了高风险 偏 好……多 重 因 素 交 织

下，中国经济如何应对这种不确定性？
昨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 “全球金融

体系面临的不确定性与对应策略” 主题

讨论中，与会官员和专家认为，世界经济

的不确定性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机遇，中

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极大推动

全球经济、 金融的合作发展和改革，要

用金融创新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已成全球第二大对
外投资国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邓宁有一个投

资发展理论：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和

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和结 构 密 切

相关，人均 GDP 超过 4750 美元的国家，
对外直接投资的净额开始表现为正值。

运用这个理论观察分析， 中国经济

的发展动力颇有些启示意义。数据显示，
去年中国人均 GDP 已超过 8860 美元 ，
中国对外投资进入稳步发展期。 2016 年

对外投资增长了 44%， 达到 1831 亿美

元， 首次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

对外投资国，并带动中国产品、装备、技

术服务和金融走出去。
交通银行董事长牛锡明认为， 当前

世界经济、 金融面临的挑战很多， 不确

定因素也很多， 这也给中国提供了新的

机遇。
中国-中东欧基金董事长、 中欧陆

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姜建清也持相

同观点，他认为，全球经济正行走在缓慢

复苏通道上，面对诸多不确定性，解决问

题的关键还是要靠发展和改革， 全球化

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要靠进一步推进全球

化来解决，比如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
倡议，就能极大推动全球经济、金融的合

作发展和改革。

中国金融和产业可以扮
好引领者角色

去年 11 月 ， 中国-中 东 欧 金 融 控

股公司成立， 并牵头设立了中东欧基金

等市场化基金 。 作为中国-中东欧基

金董事长， 姜建清首次分享了他的实践

经验。
他认为，产融结合、创新驱动、金融

引领将成为未来区域合作和产 业 投 资

的重要支撑 ，“当前中东欧一些国家开

始把眼光转向中国，希望进一步加强和

中国产业资本的对接，许多中国金融机

构和企业对于投资中东欧也表 现 出 浓

厚兴趣， 他们完全可以借助中国-中东

欧基金这一平台寻找直接投资 和 产 业

并购。 ”
姜建清表示，“中国金融和产业可以

扮演好引领者角色。 ”他透露，中东欧金

融公司和中东欧基金致力于通过嫁接全

球资本 、注入中国动力 ，提供 “投资+投

行+商业银行”一体化金融解决方案，目

标规模将达到 100 亿欧元， 计划撬动信

贷资金 500 亿欧元。

以金融创新引导投资、防
范风险

中国企业走出去支持 “一带一路”

建设、 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化， 面

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其风险也相应

增大。
“投资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 生产

全球化， 对于很多中国企业来说只有 10
年、 20 年的短暂历史， 企业缺乏海外投

资和管理企业经验， 暴露出不少问题。”
姜建清指出， 比如信息不对称、 缺乏有

效整合、 跨文化冲突、 缺乏国际化公司

治理理念和管理框架等问题都值得关注。
与此同时， 中东欧地区政治、 经济、 社

会、 文化和产业环境也对投资者提出了

诸多挑战。
“在 ‘一带一路’ 建设中， 金融界

能做些什么？” 牛锡明认为， 中国银行

业需要深入思考如何既能防范风险， 又

为 “一带一路” 建设作出贡献。 姜建清

认为， 中东欧基金在引导投资、 防范风

险上已摸索到一些金融创新方 法 ， 比

如： 发挥杠杆效应， 带动全球资本共同

参与中东欧产业投资， 牵头安排股权、
贷款、 债券、 租赁、 衍生品等综合金融

服务， 提供多渠道解决方案， 最大限度

保持风险可控。

■本报记者 徐晶卉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王兆星发言。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姜

洋发言。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黄洪发言。 均傅国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