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银研究：浦东新区改革
新定位、新方略及对金融
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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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中银研究 

 

近年来，上海地区的金融改革开放大踏步推进，不仅为促进国内金融

体系完善、结构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有效地促进了国内国际金融资源

的有效配置和良性互动，已成为全球前三大金融中心。7 月 15 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 打造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不仅对上海自身的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也将对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商业银行要准确把握

浦东新区发展的金融机遇，从以下五个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一是加大重点

产业支持力度，助力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二是加快跨境金融发展，助力

开放型经济建设。三是积极开展科技金融业务布局，为科技类企业提供综

合化金融服务。四是配合金融要素市场建设，加快金融市场业务发展。五

是把握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建设机遇，着力打造消费金融最佳体验和财富金

融最佳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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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国家战略高度充分认识推进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的重大意

义 

一直以来，上海都是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先试高地。浦东更是创造了 50

多个全国第一，例如全国第一个保税区、第一个综合配套试点、第一个自

由贸易试验区等。2020 年 11 月，在“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庆祝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正在研究制定《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

改革开放 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将赋予浦东新区改革

开放新的重大任务，建设“引领区”被首次提出。本次《意见》从“打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窗口”的高度再次明确了浦东新区的战略定

位，提出五大发展方略，即“更高水平改革的开路先锋”“自主创新发展

的时代标杆”“全球资源配置的功能高地”“扩大国内需求的典范引

领”“现代城市治理的示范样板”，确立了浦东新区在 2035 年、2050 年

时期的总体目标，部署了八个方面的具体工作（表 1），这对引领带动上海

“五个中心”建设（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中心、人民币金融资产风险管理

中心、金融科技中心、优质营商环境中心、金融人才中心），更好服务全国

发展大局和带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实现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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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新举措对金融业的主要影响 

作为金融改革的试验田和先行区，《意见》的实施将对中国金融业尤其

是上海的金融发展产生长期、深远的影响。这其中，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重点需要把握五个方面： 

（一）加强金融对科技的赋能，助力打造自主创新高地 

上海创新基础好，科创资源丰富。《2019 国际科技创新数据洞见》报

告显示，近五年来，在全球二十个主要城市中，上海的研发投入强度和增

长率名列前茅，尤其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集成电路领域的科研人员活

跃度及论文产出数量上具备优势。《意见》提出，要全力支持浦东新区做强



 

 - 5 - 

创新引擎，打造自主创新高地，加强对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

民用航空等领域创新活动的支持。包括而不限于减免所得税，建立高水平

的知识产权保护制造，实施更大力度的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等，

预计未来上海地区“数据港、智能造、未来车、中国芯、创新药、蓝天梦”

这六大产业将加快发展，并有望成为拉动上海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以数字经济为例，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2018 年我国数字经济

规模为 4.7 万亿美元，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12.3 万亿美元）。长三角地

区数字经济规模和增速均居全国领先地位。2018 年，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

规模达到 8.6 万亿元，占全国数字经济比重的 28%，远高于珠三角（14%）、

京津冀（11%）等区域。金融业要围绕这六大产业的融资特点及难点，加

大支持力度，助力形成世界级产业集群。特别是要跳出基于“抵押、担保、

现金流”的传统思维窠臼，通过理念创新、流程优化、工具变革为新经济

产业提供支持。 

（二）金融对外开放再获新突破，离岸金融业务加快发展 

近年来，上海金融开放力度不断加快，积极支持外国银行设立分行和

子行，支持外资设立合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放松保险经纪

公司经营范围，拓展 FT 账户投融资功能，鼓励跨境金融业务等，上海在金

融领域的开放已走在全国前列。为将上海打造为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先锋，

《意见》就加大金融开放力度做出了具体部署。 

一是支持浦东率先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实施路径，支持银行便利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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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合规企业的跨境资金收付。 

二是创新面向国际的人民币金融产品，扩大境外机构人民币境内投资

金融产品范围，研究探索国债期货的对外开放，为境外投资者提供更便利

的风险对冲工具等。 

三是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市场，支持浦东发展

人民币离岸交易，允许开立离岸账户（OSA）的商业银行试点开展非居民

离岸人民币业务等。 

所谓离岸金融，是指由非居民参与的、在某种货币发行国国境之外进

行资金融通，且基本不受所在国法规或者税收限制的国际金融市场，主要

为非本地居民提供境外货币借贷或投资、贸易结算、外汇黄金买卖、保险

服务及证券交易等金融业务和服务。目前，世界主要的离岸金融市场有英

国伦敦、美国纽约、日本东京、中国香港、新加坡、卢森堡等。就业务范

围来看，离岸金融市场有避税港型、内外一体型、内外分离型及分离渗透

型离岸金融市场（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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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非常重视离岸金融市场建设。早在 1989 年，中国人民银行和国

家外管局就批准了招商银行在深圳开办离岸金融业务。近年来，又不断在

上海自贸区和海南自贸区探索建立自由贸易账户（FTA 帐户）。《意见》关

于金融开放政策的实施将对金融机构产生重要影响。 

第一，跨境贸易结算迎来新机遇。根据《意见》关于跨境资金收付的

安排，未来浦东新区跨境资本双向流动将更加便利，且对人民币流出的管

控可能放松，这对金融机构的跨境收付款、汇兑、代理和结算等业务带来

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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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跨境投融资活动增多。《意见》提出要扩大人民币境内投资金融

产品范围，这意味着境外机构参与境内股票、债券、外汇等金融市场交易

的规模有望持续扩大，这为金融机构争揽境外机构的境内股票发行、债券

交易等金融市场业务提供了新机遇。 

第三，离岸金融业务迎来新突破。《意见》支持浦东发展人民币离岸交

易，允许开立离岸账户（OSA）的商业银行试点开展非居民离岸人民币业

务等。预计浦东新区更多银行有望获得离岸人民币试点银行资格且离岸金

融业务的种类将进一步丰富。 

（三）金融要素市场加快发展，金融市场业务再上新台阶 

上海集聚了股票、债券、期货、货币、票据、外汇、黄金、保险等各

类全国性金融要素市场，已是全球重要金融中心。在 2020 年全球金融中

心指数（GFCI）排名中，上海已进入全球前三。从分项数据看，上海在保

险业指数方面位列第 1，银行、金融科技分别位列第三，贸易和投资管理

分别位列第五，专业服务和政府监管位列第六，金融指数位列第二（表 3）。

与此同时，浦东新区集聚了 10 多家要素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有 1075 家

持牌金融机构，占上海总规模的三分之二。此外还拥有 30 万名金融从业人

员和 50 万名信息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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