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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以统筹“两个大局”为时代背景，内嵌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从思想基

础上讲，其根源于“两个结合”，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魂，立足当代中国实际，服

务金融高质量发展；从内涵上讲，其包括“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慎，不急功

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五大实践要求，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强调规矩意识

和规律意识。当前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应以“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为基础，以金融人才为重

要载体，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和金融强国建设提供“软实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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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离不开文

化的有力支撑和丰厚滋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

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

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中提出“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

文化”，并将其概括为“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

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

新，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五个方面的

实践要求，深化了党对金融工作本质规律和发展道

路的认识，为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提供了根本遵

循和行动指南。

一一、、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时代背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时代背景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灵魂。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既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精髓，又彰显了现代金融元素、金融理念和金融

精神，是“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在金融领

域的生动体现。

（一）统筹“两个大局”为中国金融文化发展提出

新要求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战略全局交织交融、相互激荡。一方面，世界之

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格局正

在发生由量到质的变化；另一方面，新时代党和国家

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们比历史

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与此同时，我国发展进入战略

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

期，可能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这些为推进金融工作和发展金融文化提出了新

要求。

第一，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个大局”相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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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相互交织、相互激荡，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稳定面

临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各种“黑天鹅”“灰犀牛”

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一方面，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一些国家炮制“去全球化”“去

中国化”逆流。金融领域成为大国博弈的必争之地，

金融制裁和“金融武器化”严重威胁发展中国家金融

安全。另一方面，在新一轮科技革命驱动下，全球

化、金融化和数字化出现耦合演进趋势，推动金融创

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萌生迭代，各种新型金融风险

不可避免随之伴生，对金融安全不断构成新的挑战。

因此，必须统筹好金融发展和金融安全的关系，充分

认识发展与安全的辩证统一性——既要在金融发展

中体现风险底线和安全考量，也要在金融安全中包

容金融创新和金融发展，努力实现金融发展和金融

安全的动态平衡。我们需要培育新时代的金融安全

文化，把底线意识和稳健审慎深植到金融经营和金

融监管的每一个环节之中。

第二，平衡好效率和公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

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

兼顾、相促进、相统一”[1]。这一论断表明实现高质量

发展必须统筹好效率和公平。一方面，效率是实现

公平的重要基础。金融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应积

极流向社会经济的关键领域，做好金融“五篇大文

章”，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持久动能，带动社会全

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公平是提升效率的

有力支撑。金融业应自觉加强普惠性和包容性，打

破金融“嫌贫爱富”的惯性思维，降低准入门槛，使金

融服务触达更多的低收入人群和小微企业。因此，

我们需要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一方面瞄准

效率，以高水平金融供给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另一方

面注重公平，服务和“让利”广大群众和小微企业。

（二）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内嵌于中国特色金融发

展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基本

要义概括为“八个坚持”。其中，坚持党中央对金融

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

向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根本遵循；坚持把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

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

核心任务；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

新发展、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统筹

金融开放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是必

须长期坚持的重大原则[2]。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内嵌

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因此，中国特色金融发

展道路的根本遵循、核心任务与重大原则，也决定了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价值取向、核心主题和实践

路径。

第一，“根本遵循”决定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

价值取向。政治性和人民性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最

大的价值观，一切是非、对错、好坏、优劣都以之为根

本准绳。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根本在于坚持党的领

导，以人民的美好生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二，“核心任务”揭示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

两大主题。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围绕金融工作服务实

体经济和防范金融风险两大主题展开。二者共同引

导金融政策、金融制度和金融监管规则的制定，指导

金融机构确立职责使命、战略目标和实施路径，指导

金融从业人员明确职业定位和行为操守。

第三，“重大原则”指明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

实践路径。“重大原则”系统总结了新时代金融工作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关系的基本经验，也

指明了发挥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引领作用的“用武之

地”，包括金融的创新和发展、金融的改革开放以及

金融稳定等方面。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

金融创新发展，要求我们培育有效指导金融经营和

金融治理的优质创新文化，强调守正创新的重要性

和依法合规的底线要求；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则分别要求我们结合风险防范主题，在推

进金融改革开放和金融治理中贯穿稳健审慎的

原则。

二二、“、“两个结合两个结合””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

思想基础思想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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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两个结合”[3]。这表明，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当中蕴

含的中国特色，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移植，

也不是中国传统金融经营和金融治理文化的再现，

而是将优秀传统金融文化注入现代金融理论，实现

本土传统货币金融智慧与现代金融理论的有机结

合。这种结合不是拉郎配式的拼凑，不是简单的“物

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4]。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之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

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这一论断指明中国特色

金融文化必然脱胎于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其一方面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

另一方面也汲取了我国传统金融经营与治理经验。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以人

为本的价值观，崇尚中庸的方法论以及注重个人道

德修为的处世法则对于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具有

突出意义。

第一，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尚书·大禹谟》说：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春秋时期思想家将其总

结为圣王“三事”并作了进一步阐发：“正德以率下，

利用以阜财，厚生以养民，三者和，所谓善政”。（《尚

书正义》）“三事”承载着中华文明古老的价值理念，

很早就成为中国历代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原则，经过

现代诠释后，依然对社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5]。“正德

以率下”是要建立社会的“合德性”（类比合法性与合

理性）标准；“利用以阜财”是支持正德的工具或手

段；“厚生以养民”是正德、利用的旨归和自然结果。

“三者和”要求金融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发挥好服务

实体经济（“阜财”）的作用，厚泽民生、切实提升金融

服务的普惠性、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第二，崇尚“执中”或“致中和”的方法论。中庸

作为方法论和实践原则，着眼于矛盾双方的统一，强

调事物发展中平衡和稳定的一面，不仅深刻影响了

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道德标准，也在日用

不觉中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中国古代经济金融发展的

特色。金融领域，“执中”或“致中和”的代表当属《管

子》的“轻重论”。《管子·国蓄》中认为：“凡轻重之大

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财准平而不

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实质

上是利用市场规律达到一种动态平衡。传统文化中

蕴含的中庸思想落实到具体实践上，落实到金融发

展上，就是通过权衡达到动态最优。具体来说就是

在义与利、快与慢、发展与安全、德治与法治、守正与

创新等重要关系中实现真正的“中和”。

第三，注重个人道德修为。钱穆在《国史新论》

中提出：“（中国）两千四百年，士之一阶层，进于上，

则干济政治。退于下，则主持教育，鼓舞风气。在上

为士大夫，在下为士君子，于人伦修养中产出学术，

再由学术领导政治。”[6]士是一种兼具现实性和超越

性的文化。曾子强调的“吾日三省吾身”（《论语·述

而》）、“士不可以不弘毅”（《论语·泰伯》）等是中国人

不变的精神追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个人道德的

推崇决定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关注重点之一是金

融从业人员的思想境界和行为操守。以传统士人

“修齐治平”的理想顺序来衡量，对于金融从业者来

说，诚实守信、依法合规是底线要求。

2.传统中国的金融思想文化

在实践方面，中国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了国家

的财政储备和调控机构“泉府”；到北宋时，在四川地

区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再到南宋时，政

府发给盐商可转卖的盐引，以其为基础，形成了国债

发行的雏形[7]；到元代，虽然是少数民族政权，但政府

更进一步干预金融领域，建立并短暂维系了具有现

代特征的储备货币治理体系。在思想方面，先后出

现了管子的轻重论、司马迁的货币起源说、王莽的利

息说、沈括的货币流通速度说、袁燮的论劣币驱逐良

币等论述和观点[8]。由于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这

些思想智慧塑造着服务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生成的

现代金融体系的历史文化根基[9]。通过考察中国金

融史和中国金融思想史，我们发现中国古代的金融

实践和金融思想可以归为两类，即金融经营文化与

金融治理文化，前者注重信义，后者注重稳定。

一是注重信义的金融经营文化。中国民间金融

市场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早在夏商时期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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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内部的借贷活动，至南北朝时期已出现兼营信

用业务的机构——寺院，以及专门从事典当业务的

质库。以南北朝为起点，中国传统民间金融业经历

了长达十五个世纪的漫长演化，取得了一系列的创

新成果[10]。元代以后，中国民间金融业的发展显著

快于官方。其中，明代中晚期出现的钱庄和清代中

叶出现的票号是中国传统社会晚期最重要的两种金

融组织。这些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内生出了相近的

金融经营文化。钱庄和票号都追求自身的“信用昭

著”，并以此为荣。以钱庄业为例。钱庄与小型的质

押店不同，专注于信用放款，很少接受商户的抵押。

传统钱庄的风控既依靠静态的“跑街”（即实地的信

用调查），也依赖更加动态的钱庄与商户的“交

情”[11]。尽管这种经营方式仍具有人格化交易的色

彩，不利于金融业务的范围拓展和内涵深化，但也反

映了中国传统金融信义文化的基本特点。此外，资

力雄厚的钱庄也对外发行庄票（具有准货币职能）。

庄票的流通全凭钱庄自身的信用支撑。

二是注重稳定的金融治理文化。中国古代金融

治理长期存在“政治导向”和“效率导向”两种竞争性

导向[12]。所谓政治导向主要是指限制金融活动，不

使其动摇国家稳定；而效率导向，由于古代没有经济

增长或经济发展的概念，主要是指政府利用金融活

动，增加财政收入，达到“理财”的目的。对此，历代

政府多采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相结合的治理措

施。其中正式制度包括通过价格管制限制金融业利

得；通过发展官营资本，直接参与资本运作等。非正

式制度则包括有意降低商人的社会地位，利用儒家

价值观引导资本“向善”以及鼓励民间资本积极承担

社会责任，等等[13]。从中国古代的资本治理可以看

出，中国传统的金融治理文化注重维护社会稳定，注

重通过较为“柔性”的文化价值观建设引导金融发

展。但过分强调伦理的“财富观”、僵化的“重农抑

商”文化等值得反思[14]。因此，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

化需要去芜存菁，在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之魂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中华文明朴素的社会主义

元素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被激活、继承和发扬，实现了

从以民为本到人民至上、从厚生富民到共同富裕、

从义利兼顾到以义取利等一系列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15]。具体来说，人民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的

本质属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以

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

矛盾运动及其规律揭示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作为

上层建筑对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马克思

主义金融理论对于金融的地位、性质、作用和与实

体经济关联的明确认识则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发

展指明了方向。

1.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特征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鲜明的特

征，从其研究的出发点到研究对象，再到探寻人类

彻底解放的理论旨归，无不体现出人民的立场。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指出：“人们自

己创造自己的历史。”[16]恩格斯则强调：“人们总是

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

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

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

历史。”[17]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人民至上，指明

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必须坚持人民立场。马克

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开宗明义指出，摆

在政治经济学面前的“首先是物质生产”[18]，因为人

要生存，“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

西”[19]，而生产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正是要满足这

些需要。金融作为“国之大者”在本质上也服务于

这些需要，因此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是中国特色

金融文化的应有之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终极

指向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对劳动异化的研究不仅针对劳动异化本身，也

高度关注人与人关系的“异化”。金融从业者的劳

动由于靠近资本，被异化的可能性和程度都更大，

因此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应从避免金融从业

者劳动异化的视角出发，倡导以义取利。

2.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是人类

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其中，经济基础是指由

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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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

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组织和设施，文化是其中

的重要内容，一直“无形胜有形”地深深扎根于经济

政治社会之中，其发展程度必然受到经济发展的制

约。如果没有经济建设的支撑，文化建设就会因缺

乏物质基础而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培育

金融文化，既不能脱离经济基础，也不能背离经济金

融的发展需求。而金融文化则会通过金融的价值

观、信念和行为规范等具体地反作用于经济建设。

其中，先进的文化、优秀的文化能够为经济建设提供

更为强劲的动力，更加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社

会生产力水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提高国

家文化软实力，不仅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

定位，而且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实现。”[20]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作为增强金融

软实力，激发“日用而不觉”、深沉持久力量的重要举

措，在当前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积极参与金融领域国

际竞争中大有可为。

总之，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指明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配置的重

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同时

由于其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管理和约束，就会给经

济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21]。这决定了中国特色

金融文化的“用武之地”，即服务于规范和引导我国

资本健康发展：一是治理各种金融乱象，不使资本胡

作非为；二是服务实体经济，防止脱实向虚。

三三、、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实践要求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实践要求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我国“金融领域各种

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有的还很突出，

经济金融风险隐患仍然较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的质效不高，金融乱象和腐败问题屡禁不止，金融

监管和治理能力薄弱”。这些问题和乱象的存在，

不仅严重威胁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也极大限制

了金融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质效。究其原因，既

有制度的因素，也有人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金

融从业人员不守规矩，忽视规律。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所强调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首先要“管住

人”[22]。“管住人”既要依靠法律制度的“硬约束”，也

要用好文化的力量。

（一）筑牢规矩意识

规矩是底线。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重点

是筑牢规矩意识，积极发挥伦理与法理、德治与法

治的各自优势和组合效能。

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信用是现代金融的

基石，不仅是诚信意识与守约践诺的道德修养，也

是人与人之间、社会机构之间、商品或货币交易之

间形成的一种相互信任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

反映了社会成员获得他人信任的资本，被认为是

“最大的社会资本”。如前所述，中国古代金融经

营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注重信义，诚信位居首

位。票号、钱庄等新金融组织的出现，将中国的信

用体系和信用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由此带

来了商业利率的下降，促进了当时商品经济的繁

荣。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金融机构信用水平的上

升有助于直接降低资金供需双方的信任成本，提

升金融市场流动性和效率，对于实体经济发展具

有积极影响。

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金融业和货币打交

道，天然面临着较高的道德风险和操作风险，想要

让其不胡作非为，必须礼法结合、德法共治。所谓

“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德治

与法治的组合拳方能最大化治理效能。一方面，

要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23]。完善

金融立法，加强金融执法，让金融监管“长牙带

刺”，“处理一案，教育一片”；另一方面，要发挥好

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职业道德和个人

道德。让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严格遵纪守法，在

监管许可的范围内依法经营，不钻制度和法律的

空子，不“打擦边球”，更不能撞红线、冲底线，游走

于法外，同时也要使其从心底尊崇法律、敬畏法

律，使依法合规成为一种行为自觉。

（二）强化规律意识

规律是方向。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另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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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深刻把握经济金融发展规律，不断强化规律意

识。其核心在于把握好三对关系，即义与利、快与

稳、守正与创新的关系。

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金融具有功能性和营

利性的双重特性，如何平衡这两种特性是人类面临

的共同课题。中国古代“义利之辨”有着相对特殊的

发展轨迹，从孔孟时代的“不言利”，到中古时期的

“重义绝利”，再到明末以后商帮文化中的“以义为

利”“以义制利”，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义

利辩证关系的认识愈发朝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方

向不断深化。新时代金融业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第一是充分认识义与利的统一性。只有义利兼顾，

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任何

只顾自身短期利益，不看长远、不管他人、不顾大局

的行为最终都会造成“反噬”；第二是发挥好基本功

能，以义取利。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具有配置资

源、管理风险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功能。金

融业的“义”是在金融机构主动让利、金融从业人员

不谋私利的“道义”，更是金融业发挥好自身功能，为

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的“大义”，是金融的“社

会价值”所在。经济金融具有共生共荣的关系，因此

金融业要学会算“大账”，坚持在有效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中创造价值和利润，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的统一。换句话说，金融业明“大义”，社会才能取

“大利”。

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金融业是通过识别风

险、度量风险、管理风险和处置风险来获取收益的行

业，天然具有高负债经营、高杠杆、高风险的特点，这

决定了防范风险是金融发展的永恒主题，而审慎文

化是金融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第一，稳健经营才

能行稳致远。金融机构应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

观和风险观，在追求业务增长的同时，不能放松风险

控制，要注重审时度势，及时调整经营战略。否则

“潮水退去就知道谁在裸泳”；第二，审慎监管才能守

住底线。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

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

迹，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一直把处理风险、防范应对系

统性风险作为思维“底线”。当前在我国向金融强国

迈进的过程中，更要坚持这种底线思维，坚持“稳”字

当头、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不断提升金融治理体系

防控风险的能力。

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金融创新必须坚持守

正为前提，不能伪创新和乱创新。第一，金融创新

有好坏之分，评判标准就是能否更好服务实体经

济，更好服务人民群众。回顾近代金融发展史，部

分所谓的“创新”只是以逐利为目的，费尽心机逃避

监管的产物，不仅违背金融的初心和使命，还造成

风险过度积聚，甚至诱发系统性金融危机。比如美

国金融产品的过度创新和金融衍生品的滥用是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诱因。第二，金融创新

应瞄准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点。金融机构应以真

创新引领实体经济各领域的真发展。具体来说应

有的放矢地将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先

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方面，把创新落

到实处。

四四、、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发展方向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发展方向

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提高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质效、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高金融国

际竞争力和金融软实力的必然要求，更是推动金融

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的必然要求。因此我们

不仅要重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本身的创新发展，更

要“发挥好”金融文化的独特作用，尤其是通过服务

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培育强大金融人才队

伍，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文化滋养。

（一）突出“第二个结合”，不断发展中国特色金

融文化

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应坚持“两个结

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深入汲取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精髓，进一步推进其与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

深度结合。首先，以习近平总书记概括的五大实践

要求为方向，进一步探索中华民族在长期经济社会

活动中凝聚而成的道德观、是非观、义利观、经营

观、治理观和创新观的思想精髓，古为今用，坚持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寻求其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适应金融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精神养分。其次，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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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经营、金融治理两个角度系统梳理、总结传统中

国的金融思想文化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

金融文化，不断夯实研究基础，丰富研究方法，多

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为“中国特色”“中国道路”贡献

历史智慧。如同黄达强调的，“将中华文化传统的

精华渗入货币金融理论”，作出“中国特点、中国风

格、中国神韵”的贡献[24]。

（二）以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现代

金融体系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对于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

系建设既有价值取向的引领作用，也有实操层面的

促进作用。

第一，积极发挥文化的独特作用，推动中国特色

现代金融体系形成有机统一整体。现代金融体系一

般包含六个方面、三层结构：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是

金融治理，在上层；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

服务是金融运行（经营）主体，在中间层；金融基础设

施是基石，在底层。而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则要

加上价值取向。正是价值取向的不同，决定了中西

金融体系的差异，这个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就是由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所决定。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为我

国的金融经营和金融治理提供了共同的价值观和信

念，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治理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有助

于市场形成稳定的预期，进而维系长期金融稳定。

第二，把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建设融入中国特色

现代金融体系建设当中，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现代金

融体系韧性。一是贯穿金融机构经营发展的全过

程。在全社会尤其是金融机构内部大力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不断强化金融从

业人员的规矩意识和规律意识，从源头规范其个人

行为、降低道德风险。金融机构和从业者要恪守市

场规则和职业操守，发扬“铁算盘、铁账本、铁规章”

传统，始终不做假账，诚实经营，珍惜信誉，不逾越底

线。二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将中国特

色金融文化的深刻内涵与金融治理和金融基础设施

建设相结合，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信用体系，着力

推动“机构不作假、股东守规矩、高管知敬畏、员工有

操守、公众识风险”局面的形成。这些做法符合金融

监管对金融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的

治理导向，不仅有利于阻断引致金融风险的主观意

识，而且有利于提升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行为能力，

能够有效增强金融体系的韧性。

（三）以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培育强大的金融人才

队伍

金融强国建设离不开一支纯洁、专业、有战斗力

的金融人才队伍。其中纯洁性是政治要求，专业性

是业务能力要求，战斗力是作风要求。培育中国特

色金融文化，助力人才队伍建设，应牢牢把握这三个

方面，凝心铸魂，不断强化金融人才的规矩意识和规

律意识。首先，坚持价值观引领，增强纯洁性和战斗

力。金融是国之重器，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金融机构要牢固树立正确经营

观、业绩观和风险观，平衡好功能性与盈利性的关

系，坚持盈利服从功能发挥。金融从业人员应自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汲取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思想精髓，深入学习领会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的实践要求，胸怀国之大者，强化使命担当，增强纯

洁性和战斗力。其次，努力把握现代金融发展规律，

不断提升专业水平。金融领域专业性强、复杂程度

高、知识密集度高。做好金融工作，一方面要能更好

地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风险，另一方面要更好发挥金

融的资源配置和风险配置功能，推动金融创新发展。

这些都需要加强学习，以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为指

导，充分掌握现代金融学知识，了解国内外金融实践

的前沿。特别重要的是，要打破西方金融学理论长

期以来的主导话语，以中国自主的金融学知识体系

夯实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根基，培养出能够真正推

动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金融

人才队伍。再次，抓好组织保障。金融文化建设是

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金融机构和职能机构密切配

合，形成合力。一是要制定具有长期主义的金融文

化建设方案，建立健全金融文化建设的体制机制。

二是金融系统要树立德才兼备的人才选拔导向，将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清理出队伍，促进人才队伍在严

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与实践锻炼中成长，敢于发

声亮剑，办好金融发展和金融安全两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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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Practical Requirements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Wang Qing, Zhang Xiaojing

Abstract: The financial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based on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the "two overall situations"

as the biggest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and is embedded i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fi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an

ideological view,it is rooted in the "two combinations", with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s the root, Marxist theory as

the soul,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d serv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finance. In terms of

connotation, it includes five major practical requirements:"being honest and trustworthy and do not cross the bottom line; seeking

gains through righteous approaches and avoiding a single-minded focus on profit; maintaining prudence and caution in work

without succumbing to the lure of quick success; preventing funds from being diverted out of the real economy; ensuring

compliance with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refraining from reckless actions", which reflects a prominent problem orientation. At

present, to cultivate a financial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two combinations", highlight the

"second combination", and use financial talents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to provide "soft power" support for the modern financi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financial power.

Keywords: Financial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wo Combinations,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inancial

Power, Financial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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