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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兰渝铁路胡麻岭隧道内，工程技术人员欢呼庆祝隧道成功贯通。
新华社记者 郭刚摄

顺应趋势推动金融业健康发展
权 衡

2017 陆家嘴金融论坛以 “全球视

野下的金融改革与稳健发展” 为主题，
这一主题揭示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

金融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新问题以及

金融业发展模式创新转型与健康发展的

若干重大问题。 显然， 积极应对这些问

题对于促进我国金融服务业开放发展、
健康发展以及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

心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市场化国际化规范化是趋势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

发生以来， 世界经济增长、 国际投资和

国际贸易严重受挫， 全球性复苏和增长

仍然处在低迷和不确定性当中。 与此同

时， 全球化发展也进入十分曲折和复杂

的新阶段， 逆全球化思潮兴风作浪， 各

种反对生产一体化、 贸易自由化和金融

国际化的声音此起彼伏 。 在这 种 背 景

下， 人们也在思考， 后危机时期全球金

融发展何去何从？ 如何看待金融业发展

与市场化创新的关系？ 如何看待金融作

为一种服务业与开放发展之间的关系？
如何看待金融业健康发展、 市场化发展

与政府监管的关系等问题？
笔者以为， 面对当前世界经济复苏

低迷和国际金融发展的各种不确定性，
全球金融发展仍然有如下三个显著特点

和基本趋势： 一是金融发展的市场化趋

势， 即全球金融将继续坚持市场化资源

配置方式， 在金融创新中深化发展， 进

一步提升金融服务业的竞争力和发展质

量， 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多元化需要。
二是金融发展的国际化趋势， 即全球金

融将继续坚持开放与互联互通的原则，
在开放中发展， 在开放中公平竞争， 金

融开放和国际化发展的趋势并未因为金

融危机而发生根本性改变。 三是金融发

展的规范化特征， 即全球金融将更加注

重金融服务业健康发展、 稳定发展和可

持续发展。 金融危机发生以后， 世界各

国普遍加强金融监管， 通过各种规制和

手段， 防范金融风险。 应该说， 过去几

年， 人们对金融危机进行了深刻反思，
也提出了许多应对危机并促进国际金融

健康发展的手段和方法 。 未来 一 段 时

期， 全球金融业将继续朝着金融创新、
金融开放与金融监管的方向前进。

在开放发展中加快金融创新

中国金融服务业处在改革和发展的

进程中， 如何才能更好地提高自身发展

的能力和水平？ 首先， 要顺应金融市场

化规律， 坚持市场化配置资源。 中国的

市场化改革， 不仅包括实体经济， 例如

国有企业、 商品市场体系、 制造业的市

场化发展等， 更包括服务和虚拟经济的

市场化发展， 例如金融业、 要素市场体

系等。 市场化的本质在于资源配置由市

场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发挥作用， 最终

形成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发展环境和

资源配置机制。 对照这一要求， 我国服

务经济的市场化和公平竞争的发展程度

仍然存在一定差距， 尤其是金融服务业的

市场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其次， 要顺

应金融国际化发展趋势， 以金融国际化引

领经济全球化 ， 加快我国服务业开放发

展 ， 在开放发展中加快金融服务业的创

新 ， 提高金融服务业的国际化程度和水

平。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发展， 加快实施

对外开放战略， 坚持 “引进来” 和 “走出

去 ” 并重 ， 不仅包括制造业的全球化和

“引进来”， 也包括金融等服务业积极参与

全球化和积极 “引进来”。 中国的实践必

将继续证明， 如同中国制造业的对外开放

发展一样， 中国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也同样

加速中国工业化、 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
值得一提的是， 上海正在加快建设国

际金融中心、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和对标国际最高标准的自贸区。 这三大国

家战略， 为加快和促进上海国际金融的市

场化程度与国际化水平提供了新的动力。

须处理好创新与规制的关系

全球金融危机给人们最为深刻的教训

之一就是， 金融服务越是市场化、 国际

化发展， 就越是需要对金融业加强规制

和监管。 加快金融业的市场化、 国际化

发展， 推动金融服务业的竞争和创新，
并非不监管甚至完全放松管制。 全球经

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不断提醒人们， 市

场化和全球化机制是一柄双刃剑， 既有

助于提高全球经济在上行期的资源配置

效率， 也同样会加速全球经济在衰退期

的危机传染性，金融全球化更是如此。在
某种意义上说， 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既

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助力器， 也同样可能

是全球经济在危机时期的风险加速器；
尤其是金融业自身发展一旦走向纯粹的

“金融产品创新”， 从而游离于实体经济

之外，则极有可能形成泡沫和风险，进而

危及实体经济健康乃至金融自 身 的 健

康。 为此，人们已经深刻认识到，必须不

断加强对金融服务业有效监管和规制，
使得金融服务业的市场竞争与创新发展

建立在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基础上， 才能

实现“金融活，则经济活；金融稳，则经济

稳”的目标，才能真正确保中国金融服务

业在市场化竞争和国际化创新发展中保

持健康发展。 从这一点来说， 中国金融

服务业的核心任务是处理好金融创新发

展与市场规范化发展的关系， 目标是实

现最高水平的市场化发展和最完善的法

治化建设的高度统一。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

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A股“入指”，市场将有哪些期待
成功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占0.73%权重

MSCI 明晟公司昨天宣布，决定将中

国 A 股纳入 MSCI 新兴市场指数。 对此，
中国证监会做出回应称，这体现了国际投

资者对我国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前景和

金融市场稳健性的信心，中国资本市场必

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欢迎境外投资者。

A 股 222 只大盘股纳入

MSCI 是美国著名的指数编制公司，
目前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指数提供商之

一。 根据 MSCI 公布的信息， 此次纳入

MSCI 新兴市场指数的，共有 A 股的 222
只 大 盘 股 ， 基 于 5%的 纳 入 因 子 ，占

MSCI 新兴市场指数 0.73%的权重。MSCI
计划分两步实施这个初始纳入计划，以

缓冲沪股通和深股通当前尚存的每日额

度限制。第一步预定在 2018 年 5 月半年

度指数评审时实施，第二步则在 2018 年

8 月季度指数评审时实施。
“我们赞赏 MSCI 做出这一决定。 ”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表示，“A 股纳

入 MSCI 指数， 这是顺应国际投资者需

求的必然之举， 体现了国际投资者对我

国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前景和金融市场

稳健性的信心。 我们对此一直是乐见其

成。 中国资本市场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

态欢迎境外投资者。 ”
张 晓 军 同 时 指 出 ，A 股 纳 入 MSCI

指数， 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既是

机遇，亦是挑战。中国证监会将会同相关

各方，进一步完善境外投资者投资 A 股

的相关制度和规则， 便利境外投资者通

过包括跟踪 MSCI 指数在内的多种方式

投资 A 股。

资本不会爆发式涌入

事实上， 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 中国内地股市总市值近 8 万

亿美元， 占全球股市总市值的 10%，是

全球第二大股市， 国际投资者对配置中

国股票的需求日益迫切。 此次 MSCI 宣

布将 A 股纳入 MSCI 新兴市场指数 ，对

国际资本的流动格局将产生深远影响。
上交所资本市场研究所所长施东辉

表示 ，A 股纳入 MSCI 新兴市 场 指 数 是

中国股票市场国际化的重要一步， 上交

所将持续推进蓝筹股市场建设， 平稳发

展衍生品和基金市场， 积极探索交易所

国际化新模式、新机制。
据有关研究机构分析， 预计国际投

资者将会更加平稳持续地投资 A 股市

场，但不会出现爆发式资金涌入。渣打中

国财富管理部董事总经理梁大伟表示，
MSCI 将 A 股纳入指数是对 A 股市场不

断提高流动性和透明度的肯定。 从直接

资金流入看，短期之内对 A 股的推动作

用有限，因为具体进程要到 2018 年才会

正式启动实施，同时新框架下 A 股初期

在三大指数中的占比很小， 预计带来的

净资金流入与 A 股目前的流通市值相

比作用有限。
但梁大伟认为， 长期来看， A 股纳

入 MSCI 指数对于中国本地资本市场意

义深远 。 机构投 资 者 比 重 上 升 本 质 上

可以改变市场结构和风格偏好 ， 一 定

程度上会 减 少 市场波动 ； 同时资本项

下的净流出压力减小， 可以起到稳定本

币汇率的作用； 此外还有助于中国资本

市场的国际化， 提升中国金融的定价权

和国际影响力。

“能修这样一条铁路，死而无憾”
———兰渝铁路建设工地见闻

６ 月 １９ 日 ， 随着 “头号重难点 ”
胡麻岭隧道的贯通 ， 兰渝 （兰州－重

庆） 铁路向今年全线通车目标迈出坚

实一步。 在迄今 ８ 年多的艰苦施工中，
参建者们发扬 “敢为人先、 勇于担当”
的精神， 即将为我国铁路建设增添一

条国际领先的 “科技线” “争气线”。

钢铁不敌“胡桃木”
兰渝铁路正线全长 ８５５ 公里， 途

经甘、 陕、 川、 渝三省一市。 全线通

车后， 将改变兰州、 重庆之间铁路运

输迂回绕行的历史， 成为西北与西南

最便捷的大能力运输通道。
但让天堑变通途， 却面临种种超

出预期的困难。
早在一百年前， 孙中山先生就在

《建国方略》 中提出修建兰渝铁路， 称

其为 “经过物产极多、 矿山极富之地

区”。 虽然谋划很早， 兰渝沿线却因地

质 条 件 极 为 复 杂 而 成 为 铁 路 建 设 的

“禁区”， 这条铁路一直未能动工。
在多方努力下，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兰

渝铁路正式开工建设。 中铁第一勘察

设计院院长刘为民介绍， 兰渝铁路穿

越的黄土高原区和秦岭高中山区位于

青藏高原隆升区边缘地带 ， 是 华 北 、
扬子、 青藏诸板块相互汇集部位， 号

称 “地质博物馆”， 穿越区域性大断裂

１０ 条 、 大断层 ８７ 条以及多处第三系

富水粉细砂地层， 是我国在建地质条

件最复杂的山区长大干线铁路， 施工

难度极大、 风险极高。
兰渝铁路有 限 责 任 公 司 董 事 长 、

总经理熊春庚说， 近年来时任国际工

程地质与环境协会主席卡罗斯曾两次

到兰渝施工现场调研， 国内外院士和

专家曾先后 ３８ 批次来现场分析指导，
公认兰渝地质条件为 “国内罕见、 世

界难题”， 很多专家感叹说 “世界隧道

看中国、 中国隧道看兰渝”。
记者采访中， 听许多施工人员常

说 这 样 一 句 话———“钢 铁 不 敌 ‘胡 桃

木’”。 这里的 “胡桃木”， 是指甘肃境

内的胡麻岭、 桃树坪、 木寨岭三座隧

道， 施工难度在全线均位居前列。 比

如， 胡麻岭隧道 １、 ２ 号斜井间的 １７３
米用了近 ６ 年才被攻克 ， 长仅 ３．２ 公

里的桃树坪隧道因地质难题 ， 历时 ６
年攻坚才最终修通。

“千里兰渝陇最难”， 兰渝铁路公

司副总经理蔡碧林曾这样赋诗 感 叹 。
他介绍， 兰渝全线有第三系富水粉细

砂地层、 高地应力软岩大变形、 高瓦

斯、 岩溶突泥突水四大高风险隧道群，
其中甘肃境内隧道难度最大， 除 “胡

桃木” 外， 还有新城子、 化马等隧道。

“在木寨岭学到的知识
等于读了一个博士”

也正是在 “禁 区 ” 中 攻 坚 克 难 ，
兰渝铁路取得了一大批科技成果。 截

至目前， 全线共设省部级以上科研项

目 ２１ 项， 参建各方在国家级核心刊物

发表关于兰渝线

的 论 文 １１８ 篇 ，
获 得 国 家 专 利

２８ 项。
兰渝铁路遇

到 的 地 质 难 题 ，

引起中国铁路总公司的高度重视。 中

国铁路总公司牵头成立了由其工程管

理中心、 兰渝铁路公司、 设计、 施工、
监理单位组成的现场工作组， 通过现

场蹲点和联合会诊， 向重难点隧道发

起攻坚。
甘肃漳县与岷县交界处的木寨岭

隧道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贯通， 但在 “极
高地应力” 作用下， 部分隧道衬砌需

要拆换补强。 记者在一处补强作业点

看到， 原来隧道衬砌因极高地应力或

特殊地质影响， 已施作的二衬严重变

形， 混凝土开裂剥落， 钢筋外突扭曲。
“木寨岭隧道的地应力远超以往

的设计、 施工经验， 没有工程实例对

比， 也没有规范和标准指导解决现场

实际问题。” 兰渝铁路公司安全质量管

理部副部长卫鹏华说， 此前世界铁路

隧道施工中地应力最强的是奥地利阿

尔贝格隧道， 但木寨岭的地应力是其

２ 倍， 最大值达 ２７．１６ 兆帕。
“这相当于蛟龙号下潜到 ２７００ 多

米时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而且压力还

没有海底那么均匀。” 卫鹏华介绍说，
经过反复试验摸索， 补强作业采用了

三 层 初 支 加 单 层 衬 砌 的 “木 寨 岭 模

式”， 补强后隧道结构厚度是普通隧道

的 ２ 倍多。
“木寨岭是一所大学， 在这学到

的知识 ， 相当于读了一个博士 。” ３２
岁的中国中铁隧道集团木寨岭隧道项

目部一工区总工程师陈强说， 虽然环

境艰苦， 但付出十分值得。
８ 年多奋战 ， 敢为人先 ， 兰渝铁

路成为一条科技路 、 创新路 。 其 中 ，
全线最长的西秦岭隧道采用的 ＴＢＭ 皮

带运输条件下同步衬砌技术不仅是兰

渝铁路首创， 其周掘进、 月掘进进度

更是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兰渝沿线上千万群众的
百年期盼，即将梦圆

兰渝铁路开建以来， 在极偏僻、高
海拔地区， 在恶劣艰苦的施工环境中，
在长期攻坚的心理压力下，筑路“铁军”
及其家人都做出了巨大牺牲和奉献。在
与各参建单位人员座谈时，记者多次问

到“哪些人从一开始就在工地上”，每次

都有超过一半的人举手。
陇南境内的兰渝铁路 ４ 标段，有两

座 １２ 公里以上的隧道和一座 １０ 公里

以上的特大桥。负责这个标段的中国铁

建大桥工程局工地曾频遭龙卷风、泥石

流、突涌水等灾害，龙卷风甚至卷走过

项目部多间房子。项目部党工委书记李

子明说：“在建设中， 有的人已经离世，
有的罹患绝症，但大家觉得，一辈子能

修这样一条铁路，死而无憾。 ”
“在外国人认为不可能修铁路隧

道的地质条件中 ， 变不可能为 可 能 、
为 现 实 ， 兰 渝 铁 路 不 仅 是 铁 路 人 的

‘争 气 线 ’ ， 更 是 中 国 人 民 的 ‘争 气

线’。” 国际工程地质与环境协会副主

席、 秘书长伍法权说。
熊春庚说， 通过攻坚克难， 兰渝

铁路形成了 “敢为人先 、 勇于 担 当 ”
的精神 ， 为同类地质的国内外 公 路 、
铁路隧道施工提供了兰渝方案、 贡献

了兰渝智慧。 近年来， 不断有隧道工

程项目前来 “取经”， 少走了弯路， 降

低了成本。
“今年年内， 兰渝铁路将全线建

成通车。” 熊春庚说。 兰渝沿线上千万

群众的百年期盼， 即将梦圆！
新华社记者 任卫东 王衡 屠国玺

（据新华社兰州 ６ 月 ２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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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不断加强对金融服务业有效监管和规制， 使得金融服
务业的市场竞争与创新发展建立在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基础上，
才能实现“金融活，则经济活；金融稳，则经济稳”的目标，才能真
正确保中国金融服务业在市场化竞争和国际化创新发展中保持
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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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渝铁路陇南境内的汉王白龙江特大桥 （上） 与高速公路交错。
新华社记者 陈斌摄

拆违铺绿，老工业区变“轻”了
（上接第一版）今年， 该区提出全年拆除

违 法 建 筑 “突 破 1000 万 ， 冲 刺 1300
万” 平方米的整治目标。

截至 6 月 16 日 ， 宝山区共清退违

法用地 24398 亩， 拆除违法建筑 1016.7
万平方米 ， 清退 1148 家违法经营 ， 消

除 624 处 违 法 排 污 ， 清 退 违 法 居 住

32936 人， 消除安全消防隐患 1658 处。
其 中 ， 三 个 市 级 整 治 地 块 中 的 南 大 二

期、 顾村地块已完成年度拆违任务， 大

场庙行地块拆违 84 万平方米 、 完成年

度任务的 80%。

完全不同的南大地区

陈旧低端的生活生产业态伴随巨量

的建筑垃圾消隐， 每一处新空间都向未

来敞开着新的可能性。 占地 6.3 平方公

里的南大地区， 过去是国家环保网格的

一个黑色色块， 今后要成为上海中心城

北部的 “生态型城市综合功能区”。
南 大 是 被 外 环 线 、 沪 嘉 高 速 、 上

大 路 和 南 陈 路 圈 围 而 成 的 大 型 地 块 ，
多 年 以 来 都 是 沪 上 皮 革 、 化 工 企 业 的

集聚地。
南大地区综合整治开发指挥部办公

室主任张跃进介绍， 南大地区的整治始

于 2012 年 ， 根 据 综 合 整 治 实 施 方 案 ，
大致按照外圈绿地、 中圈住宅、 内圈商

务区的规划进行建设。 区域内绿地总面

积将达到建设用地的 40%， 住宅建设用

地的 40%用于保障性住房。
在南大村村民沈顺娣的大半辈子记

忆里， 皮革、 化工气味挥之不去， 农村

家里 “全是借房子的人”。 但她的孙辈

将会出生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南大， 他们

的家在鄂尔多斯路的南秀雅苑 ， 15 幢

18 层高楼， 为获得了上海市建筑工程质

量大奖———白玉兰奖的动迁安置房。 在

去年获奖的上百个项目中， 南秀雅苑保

障房项目是唯一一个观摩工程。
今年以来 ， 在完成 2934 亩集体企

业和 668 户一期居农民征收和交地的基

础 上 ， 宝 山 区 启 动 了 南 大 二 期 、 三 期

818 户居农民征收工作， 不到 1 个月签

约 678 户， 签约率达 82.9%。
腾出的空间 ， 将以全新面貌出现 。

比 如 占 地 约 120 亩 的 南 大 路 375 号 地

块， 今后这个地块的地下将建设市政道

路 水 系 管 网 、 雨 水 管 网 等 各 类 管 线 通

道； 地上的一部分将作为南大路拓宽用

地， 其余按照总体规划， 开发高端商业

商务项目， 建成南大核心商业区。

紧紧咬住目标稳扎稳打务期必成
（上接第一版）一方面，要实实在在解决

长期困扰基层、制约工作推进的老问题，
如建筑垃圾消纳问题， 解决不好会带来

新的社会问题； 如后续土地利用管理问

题，关键是规划引领，突出双增双减；如

街镇和村相关经费紧张问题， 市和区要

加强统筹协调，支持基层把工作做好。另
一方面要高度关注工作中出现 的 新 情

况， 如对新增违法建筑及时发现和处置

机制尚不完善， 必须拿出管用有效的政

策举措，加强联合执法、从重从严处置、
坚决公开曝光。

韩正强调，“五违”现象要治标，更要

治本，加快形成常态长效管理机制。要以

对人民、对城市高度负责的精神，从体制

机制的角度深入思考分析“五违”现象反

复出现的根源， 拿出实实在在的治本之

策，巩固好已经取得的成绩。 根本上，就
是要取消镇村两级招商引资， 规范其发

展权。 要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
相关区委、区政府加强统筹，严把项目准

入关和土地供应关。
应勇指出，“五违四必” 区域环境综

合整治是“补短板”的一项重点工作，今

年以来进展顺利，成绩值得充分肯定。全
市 22 个市级地块和各区级地块整治力

度大、进展快，截至 6 月中旬，全市面上

共拆除违法建筑 6660 万平方米，提前完

成今年 5000 万的计划目标，超过去年全

年的完成量。 专项整治工作取得显著成

效，黄浦江上游浮吊整治共清退 196 艘；
“三无”居家船舶整治清理 314 条；郊区

中小河道沿河违法建筑整治全面推进，
第一批 471 条段沿河违法建筑已全部拆

除，第二批 702 条段沿河违法建筑 60%
已开始动工拆除； 中央环保督察发现的

违法违规建筑项目， 已整改 98%以上。
“五违四必”整治工作，充分体现了基层

队伍的精气神，补短板各项工作，补出了

各级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应勇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全面完

成今年“五违四必”区域环境综合整治任

务。稳是基础、稳是前提，要咬住目标、抓
住节点、把握节奏，确保各项工作坚决平

稳、有力有序。 要抓好长效管理，加快整

治后地块的开发利用，坚决防止“五违”
现象反弹回潮， 市区联手及时消纳处置

拆除违法建筑形成的建筑垃圾。 要谋划

好后续工作，建立有效机制，解决好零星

违法建筑的发现和处置问题。
市领导陈寅、翁祖亮、诸葛宇杰、时

光辉出席现场会。 会上，嘉定区委、宝山

区委、 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 嘉定安亭

镇、宝山大场镇分别汇报相关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