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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区域(武汉)金融中心建设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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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07年底启动的武汉城市圈的改革与发展必将加快中部区域(武汉)金融中心的建设进程, 而武汉金

融中心的建设对于武汉城市圈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与美国中部金融中心城市芝加哥比较, 武汉建设金融中心在

区位、经济、市场和政府作用等方面具有较强同质性。与中部五省比较, 表明湖北助推武汉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相

对优势开始显现,这必将进一步确立和增强武汉在建设中部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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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德尔伯格(1974)将金融中心定义为“金融中心不仅可以平衡私人、企业储蓄和投资以及将金融资本从存款人转向投资者, 

而且也可以影响地区之间的存款转移。银行与金融服务中心充当了交易功能和层际空间的价值储藏(store-of-value)功能的媒

介”。[ 1]按照这一定义, 金融中心具有交易媒介和专业服务功能,而金融机构集聚、金融市场发达、金融服务高效是其显著特征。

因此, 作为一国(地区)金融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区域金融中心是以区域经济为基础的资金融通和聚散枢纽以及金融服务功能

齐全的城市或地区。随着武汉城市圈被国家确立为“两型社会”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以来, 围绕构建和发展中部金融中心的相关

研究显得日益重要。 

一、武汉金融中心与武汉城市圈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 

从经济促进金融发展的角度看, 武汉城市圈的改革与发展, 必将大大加快武汉作为区域金融中心城市的建设进程。从国际

经验看, 区域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需要依赖于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 在区域人均收入和消费持续上升的过程中, 区域金融中

心也处于形成和发展之中。因此, 2007 年底启动的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合改革试验区, 无疑为把武汉打造成中部最具活

力和发展潜力的特大中心城市提供了良好机遇, 对武汉金融中心的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持。而从金融反作用于经济的角

度看, 武汉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将助推武汉城市圈的改革与发展。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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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融中心对于城市圈经济发展具有引致效应并发挥核心作用。金融在城市圈发展中的定位取决于金融政策在区域经济开

发中的作用。一个市场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会经历开放改革初期和相对平稳时期的两个特定阶段, 在前一阶段, 财政政

策进行宏观调控会更直接有效, 但金融政策也起一定作用。而在后一阶段, 金融政策以其自然调控的优势, 符合市场经济的发

展规律, 其作用更有效, 但财政政策的功效也是明显的。因此, 在区域经济的开发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要灵活运用金融政策和财

政政策。金融也是城市圈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 是城市各大要素集聚和扩散、优化资源配置最重要的手段和途径。金融对城市

圈中经济发展具有引致效应, 发展城市圈经济必须要有投资资本与消费信贷的拉动, 这就存在资金融通的必要, 需要发挥金融

市场的资金调节和疏导效应, 同时金融在城市圈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有一定导向作用。强化武汉城市功能和龙头作用, 加强武

汉城市圈的经济一体化,必须把建设武汉金融中心、推进武汉城市圈金融一体化作为突出重点。 

2.金融中心有利于区域经济分工的形成和发展。武汉城市圈的各区域之间存在着经济发展条件和基础方面的差异, 在资源

和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的情况下, 为满足各区域生产、生活方面的多种需求, 提高经济效益, 各个区域在经济交往中就必

然要按照比较成本的原则, 选择和发展具有成本优势的产业, 进行区域经济的分工, 而区域经济的分工又离不开金融的支持,

金融可以通过区域性的信贷市场、资本市场与外援资金等手段, 合理支持城市圈内地区性优势产业的发展,并使各地区形成不同

的主导产业部门, 从而促进了区域社会分工的形成和发展。 

3.金融中心可加快促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和合作进程。区域经济的合作要以统一的、开放的金融体系作为基本前提, 充分

发挥武汉金融服务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功能, 打破武汉及八个卫星城市之间金融市场方面长期存在的、已经固化的各种界限, 利

用货币资金与资本资产有效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促进区域经济的合作, 借助资本市场本身的极化效应、扩散效应使城市圈中

区域性主导产业带动并促进区域经济的协作,形成城市圈内统一的金融市场体系, 促进金融资源在圈内自由转移、快速流动和合

理配置。 

4.金融中心有助于区域经济社会和谐发展。金融中心可通过科学的区域性金融投向来缩小区域性差距和促进各区域在持续

发展中走向和谐。武汉城市圈内各区域金融发展不平衡, 要实现圈内金融的分工合作, 以及整个城市圈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和

完善, 必须扶持落后地区的金融发展, 有目的性的金融投向可以在区域性金融政策的直接支持下, 配合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对

口支援等制度, 使区域性金融差距在一定时期之内缩小, 从而达到城市圈内社会经济各个层面和谐发展的目标。 

二、武汉建设中部金融中心的国际比较 

根据金德尔伯格的定义, 区域金融中心应当具备以下三个特征(或标志):一是金融机构集聚；二是金融市场发达；三是金融

服务功能齐全。从实践经验来看, 也是如此, 香港在20世纪60年代, 是亚太地区一个重要的转口贸易中心, 70年代以后逐渐发

展成为离岸金融中心, 80年代在实施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的推动下, 香港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亚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截

止目前, 香港拥有持牌银行132家, 金融机构203家, 其中境外银行108 家, 境外金融机构121家, 世界上最大的100 家银行中

有70 家在港设立分行。香港拥有发达的股票市场, 港股市值长期位列全球前十名, 近年来港股集资能力(IPO及上市再融资)位

居全球前三。香港金融中心金融服务功能日趋完善, 年信贷总量占GDP的200%, 外汇交易量平均每天过千亿美元, 金融衍生产品

众多、交易量大。[ 2] 

与以上三大特征相联系, 一国或地区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需要具备相关条件。从芝加哥、新加坡、法兰克福、多伦多、

卢森堡等国际主要区域金融中心发展历程看, 一个城市演变为本地区金融中心的主要原因在于区位条件、经济基础、市场条件

和政府作用等方面, 这是金融中心得以基本形成和快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以美国中部金融中心为例, 芝加哥位于美国中部地

区, 地处伊利诺伊州东北部, 紧靠密歇根湖, 面积590.5平方公里, 人口278.4 万人, 属全国第三大城市, 为中西部地区最大

的城市和交通中心、工业中心,商业和金融业日趋繁荣。[ 3]为长期有效促进芝加哥经济金融发展, 政府早在20世纪初就拟定了影

响极其深远的“1909年计划”。因此, 芝加哥以上述四个条件为基础, 逐渐发展成美国中部金融中心, 该中心有仅次于纽约交

易所的芝加哥证券交易所, 有世界上最大的芝加哥商业交易所, 以及举世闻名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和芝加哥交易局, 拥有4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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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银行分行和16家保险公司, 各种金融资产居美联邦第三位。 

相比较而言, 武汉与芝加哥在区位条件、经济基础、市场条件方面十分相似, 在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方面具有很强的同质性。

2007年 12月中央政府确定了武汉城市圈的改革与发展计划, 而地方政府也将武汉金融中心建设规划写入武汉市“十一五”计划

纲要。因此,武汉已基本具备建设中部区域金融中心的四项条件(见表 1), 所以从金融领域首先将武汉建设成为“东方芝加哥”

———中国中部重要的金融中心是完全可行的。 

 

三、武汉相对于中部其他五省的比较优势分析 

与国内中部五省对比, 武汉建设中部金融在基础条件上具有比较优势, 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1.区位上得天独厚———其它城市不可替代。武汉地处中国内陆腹心, 承东起西, 连接南北, 九省通衢,世界第三大河长江

及其最大支流汉水在市区交汇, 豫、湘、赣、皖四省省会及三峡地区均在500 公里范围内。地理位置相比华中其他各省的太原、

郑州、长沙、南昌、合肥等省会城市, 优势十分明显, 可谓得天独厚, 完全可以类比美国的芝加哥, 是中部广大地区的政治、

经济、交通、文化和金融中心。 

2.经济上位居前列———所在地区支持强劲。根据武汉市政府《2008年武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 4] 武汉市生产

总值达到 3141.5 亿元, 增长 15.6%。财政收入达到 634.06亿元, 增长 26.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732.79亿元, 增长 30.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18.3 亿元, 增长 17.4%。外贸出口 47.53亿美元, 增长 25.8%。直接利用外资 22.5亿美元, 增长 12.4%。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357.64元, 增长 16.2%。农民人均纯收入 5371元, 增长 13.1%。湖北省在中部六省中, 2007年人均

GDP、可支配收入、消费性支出位居第二位(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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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场条件比较优越———内陆省份最大市场。从当前经济指标看, 湖北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均位居六省第二位, 

进出口总额位居第三位, 资本市场的固定资产投资位居第三位, 因此, 湖北省在中部地区具有极其重要的市场地位(见表2)。 

从发展历史角度看, 武汉自古以来就是有名的商业重镇, 明朝就已成为全国四大名镇之首, 是内陆最大的市场。武汉的金

融历史底蕴雄厚, 早在1865 年, 英国麦加利银行就进入武汉, 随后横滨正金、汇丰、花旗、美丰、大孚等银行相继在武汉开设

分支机构, 形成了江汉路“汉口华尔街”。一战后, 武汉在全国金融市场中, 地位仅次于上海。最新研究表明, 武汉是中国第

一个直辖市发祥地, 被称为“京兆区” 。1927 年1 月1日, 国民政府宣布定都武汉, 同年4月18日成立武汉市政委员会, 成为

中国实际上的第一个直辖市。而南京国民政府设立的上海、南京等中央直辖的特别市均稍晚于武汉国民政府。[ 5] 改革开放以来, 

武汉市在多项金融改革与创新领域均走在全国前列:1984 年9月, 武汉成立全国第一家城市信用合作社；武汉融资中心是全国最

早的资金市场, 业务辐射23省市；1988年3月开业的武汉证券公司是国内较早的股份制证券公司；1991年设立的武汉证券投资基

金是国内较早的地方性投资基金；1992年的武汉证券交易中心也是较早获得国家认可的证券集中交易场所。近年来, 金融市场

发展较快, 已有一大批外资金融机构落户武汉, 全市共有各类金融机构2300余家。1996年底建成全市同城票据自动清算系统, 

1997年8月开通了武汉金融机构数据网, 1999年人民银行武汉分行成立, 其监管范围涉及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截止2007年底, 

武汉地区银行业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547亿元, 占全省46.65%,保险公司实现保费收入66亿元, 证券市场融资110亿元, 上述各

项指标位居中部省会城市首位。[ 6] 

4.政府作用日益突出———城市金融变迁向好。2002年, 为了发挥武汉的核心辐射作用, 促进湖北经济的发展, 湖北省委

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武汉经济协调区的基础上, 结合中央确立的中部崛起战略, 提出了构建武汉城市圈的设想, 随后出台了

相关的鼓励政策和措施, 多年的努力终于促成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合改革实验区获得中央批准, 随后地方政府进一步加

大了支持金融发展的力度。因此, 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 地方政府在武汉金融发展规划、生态环境营造和各种政策支持等方面

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大大加快了武汉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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