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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载科技的力量，中国人的金

融生活场景越来越丰富，而从支付

方式的创新到金融平台的搭建、金

融模式的创新，近四十年来，金融行

业一直在不断尝试摸索。目前，中

国的金融生活令国际羡慕，一位出

国留学的朋友告诉记者，“在国外无

比想念国内到哪都能用手机支付，

出门不用带钱包的便利。”

四十年来，金融创新体现在方

方面面，随着金融行业模式的变迁，

金融行业面对的群众越来越广，服

务理念也在不断创新，在注重产品

业务发展的同时，金融企业更注重

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如今很多金

融网点撤掉了冷冰冰的玻璃窗，为

客户面对面微笑服务，智能柜台的

分流也减少了客户排队等待的时

间，在这一点上某超市老板向笔者

表示，自己经营超市十几年真真切

切地感受到了金融网点服务的变

化，以前揣着一堆零钱去银行，心里

很忐忑，不仅要排着很长的队，网点

网点员工清点零钱也会很不耐烦，

如今再去网点存钱，大家都会微笑

迎接，而且指派专门工作人员进行

零钱清点工作。金融服务的创新体

现在行业员工守则、便民服务的每

一个细节中。

创新的金融场景给我们带来

了多元化的金融产品，随着对大数

据、云科技、人工智能的运用，金融

场景不断丰富，无人银行带来的震

撼，手机银行带来的便捷，多种金融

生活的体验，无一不见证着中国金

融创新的力量。

创新力量丰富国人金融生活场景

改革开放四十年
见证中国金融创新力量

“1978年，我们没有资本市场，在40年的改革过程中，金融释放它的全部

能量，经济金融化，改革前金融抑制的状态得到了根本改变。”这是中央财经大

学王广谦教授写在《改革开放40年中国金融学理论和金融实践的发展与创

新》一文中的原话。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金融市场几乎是从无到有，自

1997年以来，我国每五年召开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推动我国金融业实现

了从“计划金融”向“市场金融”的转型，20世纪90年代股票交易所的建立，中

国金融市场在复苏中创新发展，2017年末，我国各类债券余额74.74万亿元，

上市公司3485家，总股本5.37万亿股，期末市值56.71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存

量达到174.6万亿元。

四十年前，我们还在拿着粮票、油票兑换物资；四十年前，很多人还不知道资

本也能用来交易……四十年间，中国金融不断创新，多元化的金融机构设立，搭载

科技的力量，打造综合平台，让我们的金融生活变得更丰富多彩。 □ 张境宁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金融业发

展无法满足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

革要求，逐渐暴露出金融组织体系

单一、金融供给渠道匮乏、应对金融

风险能力不足等问题，成为制约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明显短板。因

此，加快发展现代金融业、建立健全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金融

体系就成为这一时期金融工作的首

要任务。

党中央、国务院准确聚焦这一问

题。1998 年，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

有商业银行资本金并剥离不良资

产。2002 年和 2007 年召开的全国

金融工作会议对持续推进国有商业

银行股份制改革等关键问题作出周

密部署，并对保险、证券、信托等行业

的发展提出明确要求。这一时期召

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坚持推进银

行体系改革不动摇，提升信贷市场运

行效率不松劲，着力完善金融市场体

系和金融组织体系，为构建适应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金融体系提供

了有力指导。

伴随我国经济金融改革的进程，

在借鉴吸收西方现代经济金融理论

成果的同时，我们自己也进行了一系

列的理论创新。其中最主要的是从

计划金融体制向市场金融体制转轨

中的理论创新。比如改革初期的“流

动资金全额信贷”、财政基本建设资

金的“拨改贷”、信贷资金的“差额管

理”，1990~1993年的清理“三角债”，

1998~2001年的“债转股”，资本市场

发展过程中的“股权分置改革”，市场

机制改革中的“利率市场化”和“汇率

并轨”等，一系列理论的创新有力地

支持和推动了现实的金融改革。

从金融机构体系来看，我们从

“大一统”的银行改革开始，先是通

过扩大基层银行经营自主权，提高

银行的经营活力，当时叫作“搞活银

行”。经过设立专业银行，建立中央

银行制度；设立政策性银行，把政策

性业务与经营性业务分开；设立资

产管理公司，把专业银行转为商业

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把商业银行

改制为上市金融机构等阶段，实现

了国有金融机构的转型。与此同

时，多元化的各类金融机构也先后

设立，逐步形成了与市场经济相适

应的竞争性金融机构体系。

从金融市场来看，我们从发行国

债和企业债开始，先后建立了同业拆

借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货币

市场和资本市场体系的建立，为经济

体制转型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和支

持。我们从“官定利率”，经过“扩大

利率浮动”和分层次逐步放开利率，

已接近完成利率市场化；从“汇率双

轨制”，经过“汇率并轨”和完善市场

化形成机制，已实现了以市场供求为

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

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理论与实践结合下的金融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不

断深化改革创新，着力兴利除弊、补

齐短板，不断推动金融业发展与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回顾我

国金融业由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

展历程不难发现，改革创新是金融

业突破难点问题、不断发展壮大的

根本动力，因而也是历次全国金融

工作会议都予以强调的重要任务。

从 1997 年、2002 年和 2007 年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循序渐进推进

金融改革，到 2012 年全国金融工

作会议进一步明确金融改革的主

要任务，再到 2017 年全国金融工

作会议把深化金融改革作为金融

工作的三项重要任务之一，我国始

终坚持以改革创新解决阻碍金融

业平稳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

解决不同历史时期金融业发展面

临的风险和挑战；着力通过推进一

系列改革创新举措，把金融工作一

步一个脚印地做扎实，推动金融业

持续健康发展。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仍然要把深化改革创新贯穿

于金融市场建设、金融机构成长、

金融监管发展、金融风险处置等金

融业发展的方方面面。目前，我国

利率市场化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

机制改革、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等已

初见成效，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业

双向开放取得积极进展，多层次资

本市场体系建设稳步推进，资本项

目可兑换、民营银行试点等改革工

作也在扎实开展。这些成绩的取

得充分表明，坚持金融业改革创新

的市场化方向符合金融业发展一

般规律，是推动金融业发展适应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实践经验，

也是做好下一阶段金融工作的必

然选择。

坚守改革创新之路促金融平稳健康发展

市场经济促进金融体系构建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