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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中心格局的变革前景 

与策略选择
＊
 

国际金融中心是国际金融市场的枢纽，既可聚集

大量国际金融资源，又可促进国际资本流动，在一国

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金融

中心的变迁与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当前全

球金融中心的布局正朝着均衡化、专业化的方向发

展，未来有望形成“三足鼎立”“全面开花”的新型

格局。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 年中国是全球唯一正

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已具备较好的经济基础，未

来可保持香港的传统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重点打造上

海、深圳等新金融中心。通过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

高效发挥金融科技作用、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金

融合作等不断增强金融中心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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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中心格局的变革前景与策略选择 

国际金融中心是国际金融市场的枢纽，既可聚集大量国际金融资源，又可促进国

际资本流动，在一国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金融中心的变迁

与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当前全球金融中心的布局正朝着均衡化、专业化的

方向发展，未来有望形成“三足鼎立”“全面开花”的新型格局。受新冠疫情影响，

2020 年中国是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已具备较好的经济基础，未来可保

持香港的传统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重点打造上海、深圳等新金融中心。通过对标国际

高标准规则、高效发挥金融科技作用、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金融合作等不断增强

金融中心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一、当前国际金融中心格局变革的基本特征 

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转移通常是经济地位变迁的缩影，伴随着有关国家或地区兴

衰变动的历程。国际金融中心的演变呈现着从集中走向分散、又从分散走向集中的重

要特征。从 13 世纪的佛罗伦萨开始，先后经历 18 世纪的阿姆斯特丹、19 世纪的伦敦、

20 世纪的纽约、未来的亚太，这印证了金融中心与经济地位同步变化的特征。近年来，

全球国际金融中心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呈现出许多重要特征。 

（一）主要金融中心保持“强者恒强” 

从 2020 年的第 28 期全球主要金融中心指数（GFCI）来看，在全球范围内排名前

10 的金融中心分别是：纽约、伦敦、上海、东京、香港、新加坡、北京、旧金山、深

圳、苏黎世。纽约、伦敦、东京、香港等传统金融中心仍然具备极强的竞争力，综合

实力较强，新金融中心尚难以对这些金融中心带来威胁。从各专业市场来看，传统金

融中心在诸多领域依然牢牢占据优势地位，分项业务排名的变化也主要是在传统金融

中心之间发生，新金融中心仅在少数分项业务中表现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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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第 28 期全球主要金融中心指数 

 GFCI28 GFCI27 

主要金融中心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纽约 1 770 1 769 

伦敦 2 766 2 742 

上海 3 748 4 740 

东京 4 747 3 741 

香港 5 743 6 737 

新加坡 6 742 5 738 

北京 7 741 7 734 

旧金山 8 738 8 732 

深圳 9 732 11 722 

苏黎世 10 724 14 719 

资料来源：英国 Z/YEN,2020年 9 月 

表 2：主要金融中心竞争力分项指标排名 

排名 商业环境 人力资本 基础设施 金融发展 声誉综合 

1 纽约 纽约 纽约 纽约 纽约 

2 伦敦 伦敦 伦敦 伦敦 伦敦 

3 香港 香港 东京 上海 新加坡 

4 日内瓦 卢森堡 新加坡 新加坡 香港 

5 芝加哥 新加坡 香港 香港 东京 

6 新加坡 巴黎 旧金山 法兰克福 上海 

7 阿姆斯特丹 上海 斯德哥尔摩 苏黎世 日内瓦 

8 北京 芝加哥 北京 北京 北京 

9 上海 东京 上海 旧金山 苏黎世 

10 苏黎世 北京 阿姆斯特丹 巴黎 多伦多 

11 法兰克福 洛杉矶 马德里 东京 芝加哥 

12 哥本哈根 日内瓦 波士顿 深圳 旧金山 

13 东京 旧金山 温哥华 洛杉矶 斯德哥尔摩 

14 旧金山 深圳 布鲁塞尔 阿姆斯特丹 悉尼 

15 蒙特利尔 迪拜 巴黎 哥本哈根 奥斯陆 

资料来源：英国 Z/YEN，2020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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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中心数量增多，分布趋向均衡化、专业化 

报告中共有 50个城市被银行家以及财富、资产管理专家认为是普遍意义上的国际

金融中心。这些国际金融中心基本覆盖了全球，除欧洲和北美外，也涉及到中东、南

美、东南亚等多个地区的城市，并且包括里约热内卢、圣保罗、曼谷等经济并不十分

发达的城市，改变了过去国际金融中心集中在发达地区的现象。精细化、专业化的金

融中心正在蓬勃发展，数量不断增加，不同领域内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包括：马

德里和卢森堡快速发展的债券市场；多伦多、日内瓦日益增大的财富管理市场；芝加

哥、波士顿表现活跃的财富管理市场等。 

（三）脱欧事件对伦敦金融中心地位具有长期影响 

英国在跨境银行信贷、外汇交易、利率衍生品交易和海运保险等方面均位居各国

首位，在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和证券化市场等方面也仅次于美国，遥遥领先于其他国

家和地区。英国是欧洲最重要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贡献了全球 15%左右的交易量。

伦敦在英国金融业中占核心地位，附加值占英国金融业的一半左右。近些年由于接连

受到欧债危机、脱欧事件的冲击，影响力有所减弱。一些金融机构开始迁往欧洲其他

国家，苏黎世、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维也纳和米兰金融中心排名显著上升，伦敦

金融中心的排名由第一位降到第二位。 

图 1：全球前 5位国际金融中心的评分及排名变化

 

资料来源：英国 Z/YEN，2020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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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英国主要金融市场在全球份额的变化（%） 

主要金融市场 2004 2007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跨境银行借贷 20 18 18 18 18 17 17 17 16 16 16 -- 

外汇交易量 32 35 37 -- -- 41 -- -- 37 -- -- 43 

OTC 利率衍生

品交易量 
42 44 46 -- -- 49 -- -- 39 -- -- 50 

基金管理规模 8 9 8 8 8 8 7 7 7 6 6 -- 

资料来源:The City UK，2019年 12 月 

（四）亚太地区地位明显提升，中国内地的金融中心表现突出 

从全球政治经济环境来看，英国脱欧、美国逆全球化政策等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冲

击伦敦和纽约两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为其他金融中心的发展提供契机。亚太地区

香港、东京和新加坡依然占据重要地位，中国内地的金融中心地位稳步提升。从 2020

年 9月的 GFCI排名中可以看到，上海、北京和深圳的排名分别跃升至第三位、第七位

和第九位，显示中国内地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突出成效。 

二、国际金融中心格局的变革前景 

近年来，全球经济重心呈现向新兴经济体倾斜的重要特征，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

济发展的贡献稳步提升，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从全球经济金融中心变

迁的基本逻辑看,经济实力的增长通常要求与之相匹配的金融实力。未来全球金融中

心有望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金融科技将成为格局变化的重要驱动力。 

（一）金融中心向亚太倾斜，有望形成“三足鼎立”格局 

世界经济中心转向美国后，金融中心自然从伦敦转向了纽约。当前世界经济重心

正在从欧美逐步转向亚太地区。中国是亚太地区最为重要的经济体，对世界的影响力

越来越大，同时亚太地区存在着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未来世界经济格局将逐

步演变为美国、欧盟、亚太“三足鼎立”的局面，金融中心或也将随之出现类似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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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亚太地区本身已拥有了较强的金融实力，东京、上海、香港、新加坡等已是全球

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将使亚太地区逐步成为下一个金融中心聚

集区。同时，亚太地区是“一带一路”的起点，已具备成为区域化国际金融中心带的

条件和实力。 

（二）欧洲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有望进一步强化 

“一带一路”的布局具有超前的视野和意义，起点是最具活力的亚太经济圈，终

点是经济实力最强、现代文明程度较高的欧洲经济圈，这将是世界上最长、经济基础

最为雄厚、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欧洲地区国际金融中心数量多、实力强，包

括伦敦、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等，在世界范围内具有较高的认可度，更加有利于该

区域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提升。欧洲拥有较强的金融实力和辉煌的金融历史，借助

“一带一路”的契机，欧洲各国在更好与中国开展合作的同时，也能够更充分挖掘沿

线的发展机遇。在巨大的金融需求下，可以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

和实力。 

（三）“一带一路”沿线有望催生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 

“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目的是帮助沿线国家发展，更好地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已经建设了众多境外经贸

合作区，累计投资数百亿美元，在上缴东道国税费的同时还为当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

机会，推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但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大多区域，尚缺乏真正意义

上的、世界普遍认可的国际金融中心。多数国际金融中心空间上与沿线国家距离太远，

虽然在信息化大发展的今天，物理距离已不是问题，但从实际情况上看，拥有国际金

融中心的国家仍然在发展中能够获得更多便利。目前沿线国家或地区很难形成某一国

家的金融中心，但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巨大的金融服务可能会催生区域

性金融中心的发展。 

（四）金融科技发展影响未来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和形态 

根据全球 FinTech 中心联盟的数据，伦敦、新加坡、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在全球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