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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金融话语权提升研判

我国金融中心建设
■ 王 力 黄育华

长期以来 ， 国 际金融 体系 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发达国 家手

中 ， 发展 中国家既没有在国 际市场的金融定价权 ，
更没有在国 际

金融领域的标价权
，
游戏规则完全 由他们制定 。 ２ ００８年

，
全球金

融危机以来 ， 发展中国 家的 经济率先走 出低谷 ，
成为拉动全球经

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 随着发展 中 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
，
客观

上助推了国 际金融体系 改革的进程 ， 由此 ， 发展中 国 家在国际金

融体系 中的话语权得到 了
一

定的提升 ， 其中中国地位的提升首屈

一指 。 金融话语权的变化必然导致全球金融中心格局的调整 。 可

以预计 ，
发展中 国 家金融 中心的崛起 ， 势必会成为全球金融中心

后来居上的领导力量 。

改革开放４０年来我国金融话语权不断提升

人民币 国际化程度正在逐步提高

人 民 币成为 国 际储备货币 。 ２ ０ １ ６年 １ ０月 １ 日 ， 国际货 币基

金组织宣布 ， 人民 币正式纳人特别提款权 （
ＳＤＲ

） 货币篮子 ， 权

重为 １ ０ ． ９２％
，
位列第三 。 自此 ， 人民 币成为继美元 、 欧元 、 日

元、 英镑后的第五种特别提款权货 币 ， 这是人民 币 国 际化的重要

里程碑 。 人民 币加人特别提款权 ， 是第
一

次有发展中 国 家的货币

纳人特别提款权货 币 篮子 ，
改变了发达国 家全面统治的局面 ， 提

升了 中国 在国际金融体系 中的话语权 ， 这是中 国综合国 力和 国 际

影 响力提升的表现 。

人民 币国 际储备货币地位的奠定 ， 让很多 国家开始把人 民币

作为其储备 资产 。 据不完全统计 ， 截至２０ １ ７年末 ， 有新加坡 、
俄

罗斯等６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将人 民币纳人外汇储备 。 根据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
“

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
”

数据
，
截至２０ １ ７年末 ，

全球

共有人民 币储备约合 １ ２５ ８亿美元 ，
占外汇储备总额的 １

． ２３％ 。 中

国正以此为契机 ， 为重构国 际金融新体系
，
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

定 ， 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做 出积极贡献 。

跨境人民 币收付业务稳步发展 。 截至 ２０ １ ７年末 ， 我国企业使

用 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的数量超过 ２０多万家
，
境外国家和地区 的

１ ３６个银行在我国境内开立人民 币同 业往来账户 ３９０ １个
，

１ ５３个企

业在中国境 内开立人民币非居 民账户约 ３ ． １４万个 。 根据 《中 国 人

民银行 ２０ １ ７年年报 》 数据显示 ，
２０ １ ７年

， 跨境人民 币收付金额达

到 ９ ． ２万亿元 ，
占全球跨境收付的 ２２ ． ３％ 。 人民 币连续七年成为

中 国第二大跨境收付货币 。 其 中 ， 经常项 目
． 对外直接投资和外

商直接投资人民币收付金额分别为４３ ５６ ５亿元 、
４５ ６９亿元和 １ １ ８ ０ １

亿元。

人 民币 国 际合作地域不断扩大 。 为加快推进人 民 币 国 际化

进程 ， 中国 人民银行不断扩 大境外人 民币 清算安排 ， 支持离岸

人 民 币 业务的开展 。 根据 中国 人民银行统计数据 ， 截至 ２０ １ ７年

末 ， 中国人民银行已在 ２３个国 家和地区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 ，

覆盖亚洲 、 欧洲 、 美洲 ． 大洋洲和非洲 等 ； 人 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
Ｃ ＩＰＳ

） 共有３ １ 家直接参与者 ， ６ ７７家间接参与者 ， 实际业务范

围覆盖全球 １ ４５个国 家和地区的 ２ １ ９９家法人金融机构 ，
Ｃ ＩＰＳ

、 清

算银行等机制安排的优化完善 ， 进
一

步提升 了人民币全球清算 、

结算服务效率 ， 促使中国与 周边国 家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 比上

涨 １ １ ． １％ 。 其中 ， 柬埔寨同 比增长 １ ９倍 ， 文莱同 比增长 ７倍 ，
马

来西亚 、
菲律宾 、

乌 兹别克斯坦等９个国家跨境人民 币结算金额

同 比增长均超过５ ０％ 。

双边本币 互换与合作 日益深化 。 ２ ０ １ ７年
，
中 国人 民银行先

后与 新西兰 、
蒙古

、 阿根廷 、
瑞士

、 卡塔尔 、 加拿大 、 韩 国 、 中

国香港 、 泰国 、
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 中央银行或货 币 当局续签

双边本 币互换协议 ， 总额达到 １ ４ ７５０亿元 。 修订完善了
一

般贸易

和投资本 币结算协议 ， 增强了协议的可操作性。 截至２０ １ ７年末 ，

中 国 人民银行共与 ３６个国家和地区 的央行或货 币 当局签署 了双边

本 币互换协议
，
协议总规模超过３ ． ３万亿元 ，

在便利双边贸易 和

投资 、 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
２０ １ ７年 ， 人民币

１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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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互换市场达成交易 １
３ ８ ４ １ ０笔 ， 同 比增长 ５ ７ ． ６％ ， 名 义本金总

额为 １ ４ ． ４万亿元 ， 同 比增长４５ ． ３％ 。 从期 限结构来看 ， １年及 １ 年

期以下交易最为活跃 ， 名义本金总额达到 １ １ ． １万亿元 ，
占总量的

７６ ． ９
０
／。

。

人民 币跨境使用 政策进一步优化 。 ２０ １ ７年 １ 月 ， 中 国人 民银

行发布 《关于全口 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 》
，

调整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的豁免项及相关系数 ， 便利境内机构

充分利用 境外低成本资金 ， 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 ２ ０ １ ８年 １

月 ， 又发布 《关于进
一步完善人民币跨境业务政策促进 贸易投资

便利化的通知 》
， 推出促进 贸易投资便利化

一

揽子措施 ， 包括 ：

明 确凡依法可以使用 外汇结算的跨境交易 ， 企业都可以使用人 民

币结算 ；
开展个人其他经常项下人民币结算业务 ＜便利境外投资

者以人民 币进行直接投资 ， 开展碳排放权交易人民 币跨境结算业

务 ， 便利企业境外募集人民 币资金调 回境 内使用 等 。

人民 币跨境使用政策的不断优化 ，
探索互联互通机制促进 了

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 ２０ １７年 ７月 ，
内地与香港推出

“

债券通
”

，

先期开通
“

北向通
”

，
为境 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提供 了

一条高效便

捷地进入境内银行间 债券市场的渠道 。 １ １月 ，
中国人 民银行又发

布 中英文版的境外商业类机构投资者进人银行间债券市场业务流

程和相关文件梳理 ， 进
一

步便利了境外机构进入中 国市场 。 截至

２０ １ ７年末 ， 通过
“

债券通
”

人市的 ２４９家机构债券托管余额达到

８ ８７
． ９６亿元 ， 推动 了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的进

一

步提升 。

我国 主导设立的金融机构影响力 不断扩大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升 了 中国 金融话语权 。 亚洲 国 家

基础设施面临着发展不均衡现状 ， 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是制约亚洲

国 家经济 发展的重要 因素 ，
也不利 于推进区域经济

一

体化进程。

然而 ，
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 资金投人 ， 而且回收期长 ， 世界

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每年能够提供的贷款额度十分有限 。 根据亚

洲开发银行测算 ， 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要资金大约

７ ３００亿美元。 在此背景下 ， ２０ １ ３年 １ ０月
， 我国政府发起成立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 以下简称
“

亚投行
”

）
，
来支持亚洲区域开

发建设的需要 ，
得到 了众多 国家的广泛响应和积极支持 ， 共有 ５７

个国 家参与设立 ， 涵盖了全球五大洲地区 。

亚投行是第
一

个由 中国倡导发起设立的国 际金融机构 ， 彰显

了 中国 国际 影响力 的提升 ，
具有十分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 第

一

，

亚投行将重点支持基础设施互通互联 ， 推进亚洲区域经济
一

体化

进程 。 第二 ， 亚投行将致力推动南南合作 、 南北合作 ， 推动全球

实现和谐包容发展 。 第三 ，
亚投行将有利于改善全球治理 ， 打造

人类命运共同体 。

丝路基金助推 了带
一

路
＂

建设实施 。 ２０ １４年 １ １ 月 ８ 日
，

习近平主席宣布中 国 成立丝路基金 ，
规模为 ４００亿美元 。 ２０ １ ７年

５ 月 ， 中 国政府再次宣布 向丝路 基金增 资 １
０００亿元人民 币 ， 提升

丝路基金为
“
一带一路

”

建设提供多 币种和可持续的资金支持能

力 。 众所周知 ， 我国 的外汇储备投资渠道单
一

，
主要投资于美国

国债等 ， 并没有充分地 发挥应有作用 。 利 用 外汇储备设立 丝路

基金 ，

一

方面可以发挥金融服务国家战略的作用 ， 探索外汇储备

使用 的渠道和方式。 另
一

方面 ， 投资
“
一

带
一

路
”

沿线国家和地

区
， 带动产能

“

走出去
”

， 推动国际产能合作 。

中 国
“
一带一路

”

倡议得到 了沿 线国 家的广 泛响应 ， 丝路

基金则主要是对
“
一

带
一

路
”

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 产业升

级 、 金融合作 ． 能源开发等领域提供金融支持 。 首先 ， 丝路基金

体现了 中 国对倡议
“
一

带
一

路
”

建设的支持 ， 其次
，
丝路基金是

中国 发挥大国作用 ， 支持全球经济发展的具体行动 ， 第三 ， 丝路

基金可以更好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 。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成为 国 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探路者 。 ２０ １
４年

７月 １ ５ 日
，
金砖国家在第六次领导人 会晤期间 ，

宣布共 同 发起设

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 以下简称
“

金砖银行
”

）
， 总部设在中 国

上海
，
由 ５个创始成员平均分担 １ ０００亿美元的初始资本 。 金砖银

行是第
一

个由 发展中国 家倡议并共同成立的多边金融机构 ， 主要

是投资金砖国 家基础设施建设 ，
支持绿色发展 ，

助推经济可持续

增长 。 金砖银行的 成立打破 了发达国家对多边金融机构的垄断 ，

提升 了发展 中 国家的金融话语权 ， 专注满足发 展中国 家的 资金需

求 ， 探索 了国 际金融体系 改革的新路径。

众所周 知 ，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

，
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采取了双重标准 ： 在 １ ９９ ８年亚洲金融危机期 间 ， 对救助 发展中

国家提出 了十分苛刻 的条件 ，
这完全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 ＜

相反 ， 在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 ， 对救助美国 的措施却是相当宽

容 。 这
一

对比 ， 充分说 明了 国际 金融秩序的不合理 ，
更多代表的

是发达国家的 利益。 在国际货币基金 （
ＩＭＦ ） 中

，
金砖 国家国土面

积 占世界的 ２９ ． ６％ ， 人 口总量占 ４３ ． ６％
，

经济总量占２ １ ． ２５％ ， 而在

（
ＩＭＦ ） 组织 中的投票权仅占 １ １％

，
力口在

一

起都不如美国 比例高 ，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 而新兴经济体 国家的 利益

根本得不到保障。 金砖银行的设立改变 了这
一

局面 ， 为提升金砖国

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
一

带
＿

路
’

国 际金融合作成效凸显

“
一带一路

”

建设作为顶层设计的重大战略 ， 是迄今为止中

国 向 国际社会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 ， 其全球规模效应 、 早期

收获成果已引 发广泛关注 ＾２０ １ ７年５ 月 ， 首届
“
一

带
一路

”

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 ， 习 近平主席在论坛开幕式上对外宣布

了
一

系列重要成果 ， 其 中包括向 丝路基金新增资金 、 鼓励金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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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 、 与基金组织合作建立能力建设 中心

等重要举措。

“
一

带
一

路
”

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
基

础设施不完善 ， 工业化程度低 ， 特别是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不高 ，

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 。 在此背景下 ，
加强与沿线国 家的 金融

合作
，
既可以为沿线国家提供金融支持 ，

又可以提升中 国在国际

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鼓励金融机构在沿线国 家布局 ． 提升服务能力 。 为推动
“
一

带一路
”

战略实施
，
中资商业银行积极在海外布局 。 截至２０ １ ７年

末 ，
已有 １ ０家中 资银行在２６个

“
一带一路

”

国 家设立了 

６８家
一

级

分支机构 。

“
一带一路

”

倡议提 出以来 ， 中资银行共参与 了
“
一

带
一

路
”

建设相关项 目 ２６００多个 ， 累计发放贷款超过了 ２０００亿美

元 。 同时 ， 截至 ２ ０ １ ７年末
，
共有来 自 ２ １个

“
一

带
一

路
”

国家的 ５ ５

家银行在华设立了机构 。 中 资银行在
“
一

带
一

路
”

沿线国 家设立

分支机构的金融机构 ，
已经形成了

一

定的规模 。

开 展双边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 ， 促进贸易发展 。 近年来 ， 中

国人民银行与
“
一

带
一

路
”

沿线多国央行签订了双边贸易本 币结

算协议和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 在本币结算方面 ，
２０ １ １年央行发布

《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
，
意味着人 民币 国 际

化由跨境 贸易结算全面扩展至投资结算领域 。 目前 ， 我 国与俄罗

斯、
吉尔吉斯斯坦 、 哈萨克斯坦等国 家央行签订 了相关协定 。 在

货币互换方面 ，
截至 ２０ １ ７年末

，
央行已与近 ３０个国家和地区签订

了互换协议 ， 为人民 币幵展跨境结算业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开放银行间债券市场 ， 推动金融市场合作 。 截至２０ １
７年末 ，

共有 ８ ０６家境外机构获准进人银行间债券市场 ， ＲＱＦ Ｉ Ｉ试点 已扩

展至 １ ８个国 家和地区 ， 投资额度达到 １ ７４００亿元 ， 共有 １
９６家机构

备案或 申请投资额度６０ ５０ ． ６ ２亿元。 境 外主体持有境内 人民币股

票 、 债券 、 贷款以及存款等金融资产金额合计４ ．
２９万亿元 ， 同 比

增 长４ １
． ３％ 。 熊猫债累 计注册／核准 额度 ５ ００７亿元 ， 累计发行熊

猫债 ２２０ ３ ． ４亿元 ， 发债主体涵盖国际 开发机构 、 外国政府 、 境外

表 １ 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金融中 心排名和得分上升情况

非金融机构和金融企业等 。

全球金融中心调整变化的最新趋势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
欧美 日 等发达经济体增长 陷入乏力 ，

特

别是英国 脱欧使伦敦国际 金融中心地位受到 了严重影响 ，
特朗普

政府推行
“

逆全球化
”

政策也给纽约金融中心地位带来了诸多不

确定性 。 与此同 时 ，
以 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推动全球经

济增长的火车头 ，
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在不断增大。 在此背景

下 ， 随着发展中 国家金融话语权的不断提升 ，
全球金融中心的重

心开始朝着有利于新兴市场国 家的方 向重构 。

根据 伦 敦 金 融城 发布 的 《全球金 融 中 心 指 数 》 （ 简称

ＧＦ Ｃ Ｉ ） ， 可以清晰地看 出全球金融中心调整变化的 最新趋 势。

根据ＧＦ Ｃ Ｉ全球金融 中心指数 ， 通过样本城市 的指数得分排名 ，

对比历年评价结果 ， 系统全面地反映了全球金融中心城市发展格

局的变迁 。 其 中从全球范围来看 ， 最大的变动趋 势依然是新兴经

济体金融中心的快速崛起 ； 从各大区域内部变化来看 ， 则是国 际

金融中心圈层体系也在不断深化。

新兴经济体金融中心正在快速崛起

１９世纪中后期 ， 国际金融中心城市这
一

历史 事物诞生于资本

主义现代化的起源地欧洲 ， 并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而不断转

移。 先是在２０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转移至北美地区 ， 随

后又在２０世纪末期和 ２ １ 世纪初凭借新兴经济体 ， 特别是亚太地区

经济体崛起的引 领开始转移到亚太地区 。 以 中国 等为代表的新兴

经济体蓬勃发展 ， 加速 了这
一

转移趋势 。 在Ｇ Ｆ Ｃ Ｉ全球金融 中心

指数历年的评价中可以得到 印证 。

新兴经济体的金融中心城市得分表现突出 。

一

方面得益于长

期 向好的宏观经济增长表现 ， 新兴经济体经济复苏势头强劲 ， 根

据国 际货 币基金组织 ＩＭ Ｆ统计数据 ，
２０ １６年经济增长率排名 前２０

位的经济体基本都是新兴经济体。 另
一

方面 ， 从软硬件环境得分

来看 ， 硬件方面很多新兴经济体的金融 中心

城市 已经超过了 发达经济体城市 ，
而制度法

规治理层 面的软环境 ， 新兴经济体也在不断

改善 ， 持续 向国 际先进水平接轨。 尤其值得

注意的是 ， 很多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也孕

育了大批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本土金融机构 。

这些因 素都促成 了新兴经济体的 国 际金融中

心排名 的快速提升 （见表 １
） 。

国际金融中心圈层体系不断优化

国际 金融 中心城市体系圈层化趋势由来

已久 ，
这是国 际金融 中心发展演进的重要方

排序 城市名称 排名上 所在地区 类别 排序 城市名称 得分上

ｍｍ
所在地区 类别

１］ １ ０ 亚太 新兴市场 １ 北京 ２７ 亚太 新兴市场

２ 吉隆坡 ８ 亚太 新兴市场 ２ 特拉维夫 ２３ 中东非洲 新兴市场

３ＩＪ 青岛 ８ 亚太 新兴市场 ３ 吉隆坡 ２１ 亚太 新兴市场

４塔林 ８ 前苏东地区 新兴市场 ４ 洛杉矶 ２０ 北美 发达经济体

５

̄

列支敦士登 ８ 西欧 发达经济体 ５ 青岛 １ ８ 亚太 新兴市场

６ 里加 ７ 前苏东地区 新兴市场 ６ 阿布扎 比 １ ８ 中东非洲 新兴市场

７

^

特拉维夫 ６ 中东非洲 新兴市场 ７ 上海 １ ５ 亚太 新兴市场

８

̄

洛杉矶 ６ 北美 发达经济体 ８ 温哥华 １ ５ 北美 发达经济体

９

＂＂＂

奥斯陆 ５ 西欧 发趟济体 ９ 曰 内瓦 １ ５ 西欧 发达经济体

阿布扎比 ４ 中东非洲 新兴市场 １０ 墨尔本 １ ５ 亚太 发达经济体

资料来源 ： 根据各金融中 心城市官方网站资料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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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 为了直观量化反映这
一

趋势 ， 我们联系 第 ２ １期 ＧＦＣ Ｉ全球金

融中心指数 ，
对主要金融中心城市的联系性进行分析 ， 发现国际

金融 中心之间 的联系性 （
Ｃ ｏｎｎｅｃ ｔ ｉｖｉ ｔｙ ） 不断上升 ，

金融 中心城

市体系 圈层化趋势 日 趋 明显 。 这种趋势与金融业态的 本质属性息

息相关。

金融机构作为配置金融资源等生产要素的 中介 ，
开展金融活

动必然和外界发生频繁的联系 ， 而国 际金融中心更是高度开放的

载体 。 作为国 际金融活动的 参与 主体 跨国金融机构 ， 本身依

靠地理空间分布的庞大网络开展业务活动 ， 相应地催生了金融 中

心城市之间的 网络构建 。 这
一

趋势是国际金融中心空间结构演化

的结果 ， 也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联系密切的 直接反映 。

一

方面区

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深化 ， 地区之间 、 国 别之间 、 不同金融中

心城市之间经济联系 日 益密切 ， 另
一

方面金融中心城市不同的要

素禀赋和分工 比较优势
，
也是促成圈层化金融中心网 络形成的直

接原因 。

具体到全球金融中心城市圈 层化程度高低 ，
也直接影 响到

区域 内不同层级金融中心城市的竞争力 。 如北美地区金融中心城

市都处在髙度发达的统
一

市场 ， 金融中心体系 圈层化最早 、 最为

完备 ， 也是竞争力最强的国 际 金融网络体 系 。 而新崛起的亚太地

区 ， 区内金融 中心城市所处经济体不同 、
发展水平不同 、

产业结

构不同 、 文化制 度环境不 同 ， 加之地理空间 广大分散 ， 就形成

了规模大 、 多样性显著的 国际 金融 中心圈层体系 。 地区之间经济

合作 日 益密切 ， 特别 是随 着 中国经济快速崛起 、 东盟 自 贸区 形成

和
“
一

带
一

路
”

建设得到广泛响应 ， 使本区域内经贸投资活动量

级不断扩大 ， 也极大地促进 了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圈层化趋势的加

快。 所带来的直接结果 ， 就是本区 域国 家金融话语权的提升 （见

图 １
） 。

金融话语权提升必然助推金融 中心发展

随着 中 国对全球经济贡献的不断提升 ，
其参与国 际金融活动

的话语权必然获得提升 。 而伴随金融话语权的提升 ，
又必然助推

本国的金融 中心 发展 。 可 以预见 ，
中国金融中心在国 际金融舞 台

上的戏份会 日 益增多 。 比如
，
中国 金融中心城市入选Ｇ ＦＣ Ｉ排名

的城市不断增多 ， 排名 也呈不断上升趋势。 从数量来看
，
在 ２００７

年的第一期ＧＦ Ｃ Ｉ排名 中 ， 中国 只有上海和北京两个城市人选 ，

２０ １ ０年深圳入选 ， 之后中 国金融中心城市纷纷进入排名 ， 截止到

２０ １
７年 ， 中 国大陆已有上海 、

北京
、
深圳 、 广州 、 青岛 、 大连和

成都七个城市入选 ， 是入选排名 城市最多 的 国家 。 同时 ， 中 国还

有天津和杭州成为候补全球金融中心城市 。 从排名 来看 ， 中国金

融中心城市总体呈现快速上升势头 。 在 ＧＦ Ｃ Ｉ第 ２２期排名 中 ， 上

海高居第 ６名 ， 北京居第 １
０名 、 深圳 居第 ２０名

，
广州和青岛 也进

入前５ ０名之列 （ 见图 ２ ） 。

加快推进我国金融中心建设的政策建议

进
一

步增 强我国 的综合经济实力 。 在国际交往中 ， 话语权

的大小与 国家经济实力密切相关 。 过去我国经济实力不强 ，
根本

谈不上拥有话语权 。 随着我国 对世界贡献的不断增大 ， 我国 的国

际话语权也在不断提升 。 总之 ， 话语权与国 家综合经济实力密切

相 关 。 国 家综合经济实力越强 ，
拥有的话语权就越大 。 当今霸权

主义之所以能长期拥有话语霸权 ， 正是因为它的经济实力 、 科技

实力 、 军事实力等在二 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取得 了无可比肩的

地位 。 因此 ， 我国在制 定增强国际话语权战略时 ， 必须坚持以经

济建设为 中心 ， 不断增强我国 的综合经济实力 ， 紧紧把握国 家经

济建设大局 ， 使国 际话语权的 增强与国 家经济实力的增强相得益

彰 。 只有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了 ， 我国的 国际地位才能提升 ， 金融

中心的建设才能水到渠成。

进一步提升我 国 的金融话语权。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 日 益

加快 ， 我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 色也 日 益重要 ， 世界把 目 光投

向 中国 ， 中国 也在调整 着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 在与世界的交往

中 ， 国家实力 、 话语队伍 、 话语平台是提升话语权的基本前提 ，

但仅具备这些前提并不等于就能拥有话语权 ， 因 为话语权的大小

强弱要取决于话语影响力的大小 、
引导力的强弱 。 话语影响力越

大
、
引导力越强 ，

就越能主导谈什么话 、 怎么谈这 个话
，
如何界

定所谈话的是非 、 真假 、
善恶 、 美丑标准 ， 就越能掌握国 际金融

活动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

提升我 国 的金融话语权 ， 首先要提升金 融定价权 ，
包括 基

准 利率定价权 、 国际信用评级定价权和 国际大宗商品的货 币定价

权 。 在经济开放和 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 ， 拥有市场定价权的国 家

就可 以有 效控 制和转移风险 。 目 前 ，
人 民 币 的 国 际化程度还不

高 ， 与国外大量的交 易活动还必须通过美元等 国际货币进行计价

结算 ， 这迫使我国政府和进出 口企业必须面对汇率变动带来的风

险和损失 。 其次是推动
“

存量治理
”

创新改革 ， 即提升既有国际

金融体系 的公平 、 公正与 效率 ， 特别是逐步增加我国在世界银行

和 ＩＭ Ｆ等国 际机构 中 的代表权和话语权 。 要努力从学习者 ， 转化

为贡献者 ， 甚至成为引领者 。

进
一

步扩大金融业的双 向开放。 ２０ １ ８年 １ １ 月 ５ 日
，
习近平主

席在出席首届 中国 国际进 口博 览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 ， 向世界

再次表明 了 中国积极主动扩大进口
、 全面扩大开放的鲜明态度 。

他指 出 ， 当今世界开放融通的潮流滚滚向 前 ，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

史告诉我们 ， 开放带来进步 ，
封闭必然落后 。 几十年来 ， 中 国 顺

应时代大势 ， 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 策 ， 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 ，

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
当 今中国 正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 、 东

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 可以说 ，
过去 ４０年中 国经济发展

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 ， 未来 中 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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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 国参与世界主要金融机构份额 占比 示意 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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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中国 金融中心城市在历次ＧＦＣ Ｉ 排名情况

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 。

随着中 国 日 益走近世界舞台的 中心 ， 我们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需要建设强大的 金融体系 ，
更需要打造与我国 经济实力相适应

的 国际金融中心。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 ， 改革开放始终是我国金

融中心建设 的不竭动力 。 扩大金融业的双向开放 ，
提升在国 际金

融舞台 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
是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责任担当 ， 这是

国 际金融话语权这个当代国际金融秩序的核心问题 。 目 前 ， 中 国

虽然是全球第
一贸易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 ， 但我们在国 际话语体

系 中还处于弱势地位。 因此
， 提升与经济地位相适应的 国际金融

话语权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 正 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 的 那样 ， 中

国 的开放深刻影响 了世界 ， 也让世界认识了
一

个真实立体全面的

中 国 ， 中 国金融业的 双向开放 ， 可以为世界经济增长做 出更大的

贡献 。

进
一步推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 金融基础设施是指金融运行

的硬件设施和制度安排 ， 主要包括支付体系 、 法律环境 、 公司治

理
、
会计准则 、 信用环境 、 反洗钱以及由 金融监管 、 中 央银行最

后贷款人职能 、 投资者保护制度组成的金融安全网等 。 金融基础

设施是金融生态的核心 ，
对于

一

个国 家的经济发展 、 金融稳定 、

社会安定具有重要意义 。 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实践证明 ，
中国之

所以能够力挽狂澜 ， 就是因为在那个时期 中 国政府加强了金融基

础设施建设 ， 加强了对整个金融系统的宏观调控 ， 具备了承受外

部冲击的能力 。

比如改革开放４０年来 ，
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经验之

一

就

是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 通过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 上海金

融中心在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 提升国际金融 中心能级 、
深化金融

资源配置功能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 目 前 ， 上海金融 中心正

逐步从追求扩大规模转向注重提高质量 ， 从追求集聚 资源转向注

重提升功能 。 相信上海金融中心在国家相关部门 的大力支持下 ，

在金融市场主体的积极参与下 ， 继续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 在

提升国家金融话语权方面做出新的探索和贡献 。

进
一步发挥媒体 的舆论宣传作用 。 以党的 十九大为标志 ，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人了新时代 ， 我们要实现和平崛起与 民族复

兴 ，
离不开国 家形象 的塑造 与 国际话语权的增 强 ，

特别是面对

“

全球同此凉热
” “

世界越来越平
”

的全球化趋势 ， 信息如何传

递
、
成就如何呈现 、

形象如何塑造 、
价值如何表达 ，

对我国话语

权的提升就显得至关重要 。 不 仅如此 ， 我们 的 国际形象是
“

靠他

塑
”

还是
“

靠 自 塑
”

、
是

“

听人说
”

还是
“

说给人听
”

， 最终都

可能取决于国 际话语权的强弱 。 如果没有话语权或话语权不强 ，

我国 的 国家形象就会变成别人眼 中 任人
“

梳妆
”

的小姑娘 。 总

之 ， 落后就要挨打 ， 贫穷就要挨饿 ， 失语就要挨骂 。 为此 ，
站在

实现
“

两个
一

百年
”

奋斗 目标的历史 交汇点 ， 我们迫切需要发挥

媒体的舆论宣传作用
，
改变在国 际舆论场上的

“

失 语
”

状态
， 更

好地塑造我国 国际金融 中心形象 ， 让全世界都能
“

听清
”

到 中 国

的声音 。 ？

（作者单位 ： 中 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

中 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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