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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重庆金融中心，促进西部大开发 

周祖德1 

(重庆商学院学报编辑部重庆 400067) 

【摘 要】：重庆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构建重庆金融中心，降低金融商品的“交易费用”，提高资本积累效

率，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融通国际、国内资本，是重庆突破资金约束，赶超发达地区，实现“梯度超越，

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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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在西部大开发中要突破资金约束、技术约束、教育约束、制度约束，实现反梯度推移发展，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根

据重庆实施西部大开发“立足重庆实际，围绕中央五个战略重点，坚持七个结合、突出九大优势、构筑三大经济高地、把握五

项原则、发挥三大功能、抓好七项重点工作”的战略总体规划，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高度规划、设计、

实施构建重庆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科教信息中心。 

本文仅就重庆金融中心的构建谈几点认识。 

一、重庆金融中心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内容 

1、把构建金融中心作为重庆金融改革和调整产业结构的突破口。 

从战略角度超前思考，从国内和国际金融结合的角度科学地考虑重庆金融战略方针、金融战略目标、金融战略重点、金融

战略阶段、金融战略对策、及具体的金融人才战略、金融营销战略、组织战略等。这样可避免盲目、重复和滞后，提高效率，

缩短金融中心构建过程，高起点、跳跃式发展，“超越梯度”。 

新加坡、日本就是在经济和金融并不发达的情况下，政府审时度势，抓住机会，通过金融深化和金融创新，构建金融中心，

运用多样融资方式，现代化手段，满足不同类型融资者需求，积累国际、国内资本给国家经济起飞注入了强大的动力，经济迅

速崛起。 

2、金融中心的主要功能。 

一是降低金融商品的“交易费用”，提高资本积累效率;二是能迅速、及时掌握大量信息，便于优化资本配置，从而优化资

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资本运营效率。 

                                                        
1收稿日期:2000-O5-12 

作者简介:周祖德(1948-)，男，重庆市人，重庆商学院学报编辑部副研究员 



 

2 

重庆构建金融中心，抓住国内经济重心由东向西转移，世界经济重心由西向东转移的机会，科学、合理、充分、效率地利

用国内由东向西流动的资本、技术、产业和国际由西向东流动的资本、技术、产业，较好地解决上述难题，推动重庆经济的发

展，增强其产业辐射功能、产品辐射功能、技术辐射功能、金融辐射功能，带动长江上游和西部经济的发展。 

二、创造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筹划 CBD(中央商务区) 

第一，CBD择址可考虑南坪或渝北，其规划设计可吸收国际著名金融中心 CBD布局之优点。譬如在环境、氛围营造上，可建

欧式、美式、日式或其他风格智能化建筑，规划绿化带，种植樱花、郁金香、紫荆花、棕搁、法国梧桐、黄桶树、山茶花等，

营造异国风情，突出渝州特色，以清新、幽雅的环境和现代化的交通、通讯设施，吸引国内外金融、贸易企业来渝设立机构。

规划的 CBD要能较好地解决国际上金融中心 CBD普遍存在的地价、通勤、娱乐、体闲、污染、度假等问题。 

第二，给以适度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取消“金融压制”、放松“外汇管制”，给国际、国内金融、贸易机构进入和资本输入

开绿灯。 

第三，给以税收、土地优惠政策，为国际、国内金融机构进入和资本输入提供宽松环境。 

第四，培养优秀国际金融人才，为入渝的国际、国内金融机构提供优秀金融人才和良好的金融服务。 

第五，建设发达的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建设连通全球的现代化的电子通讯、信息网络，提供快速、便捷、高效的优质服务。

这是建立金融、贸易、经济中心之基础。 

第六，建立发达的市场体系。包括金融市场和贸易市场。这是金融、贸易、经济中心的载体。完善重庆金融市场，营构多

元化、多功能的重庆金融市场体系 

(1)开拓货币市场，发展同业拆借市场，放开拆借利率和期限，允许高进高出，长进长出;完善拓展重庆外汇市场，使重庆

外汇市场向规模化、市场化、电子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大力推进重庆贴现市场。 

(2)推进证券市场的发育成长，要扩大企业债证券和政府债券的发行量，考虑推出企业产权凭证交易，把企业产权交易与证

券交易集中到一起。积极探索和稳步推进重庆股票市场，扩大股票发行量。 

(3)完善、规范、发展二级流通市场，重点是建立和完善重庆股票交易市场，推动股票异地上市。 

(4)推进重庆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规范化、科学化管理进程。着手重庆证券交易所或二级市场的筹划工作。 

(5)考虑规划建设期货交易所和离岸金融市场，开拓重庆离岸金融业务，推进重庆金融业的国际化。 

第七，建立多元结构、开放式的金融机构体系。这是金融中心的主体。遵循国际规范，按照国际惯例，改革高度垄断的金

融管理体制，积极引进外资银行，鼓励成立中外合资银行，逐步放开人民币业务，加强与国内、国际金融贸易业务的往来，银

行管理要参照“巴塞尔协议”。 

发展重庆区域性股份银行，成立政策性银行，组建集团性信托公司，发展企业财务公司、城乡合作银行，允许试办私人的

金融机构，尽早形成一个重庆中央银行为核心，政策银行和商业银行为主体，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依托，合资银行、外资银行并

存的多元化、开放式的重庆金融体系。促进金融部门的竞争，明确有关新金融机构准许设立的政策。对国外及国内金融机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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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政策框架和激励政策应透明、平等。对外国银行和合资银行以及不同金融机构的税收待遇的管理框架也应透明。 

第八，在朝天门、九龙坡、南岸、江北、长寿、涪陵、万州等内河库区天然良港设“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自由

港”、“面向国外的金融” 

三、树立“网络经济”观念，实施全方位开放、合作工程 

重庆落后于东部的原因之一是市场化程度较低。因此，须着力推进市场化进程，着力培育市场，突破封闭保守，实现东西

部区域市场接轨，进而与国际市场接轨，真正走向开放。 

在这一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统一协调，加强交流合作;组织中介机构，参与区域经济协作，为项目合作与招

商引资做好服务;建立信息交流网络，推广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搞好对口支援和结对帮扶活动，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

裕。 

重庆与国内、国际的中心城市建立多元、多层的网络关系。 

1、构筑东、西、南、北互联的综合化、一体化、网络化、多层次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各类科技创新交流与推广网络，组

建各具特色的、多元化的科技信息服务体系。在西部和东部之间建立一种知识创新、生产、技术创新及成果集成转化的合作机

制，构筑政、产、学、研一体化的知识、技术开拓创新体系。 

如，在南坪、沙坪坝等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区聚集地带创建重庆“硅谷”，形成科技创新

极，以产生极核效应。 

2、按“博弈理论”形成“大市场.大贸易.大流通”的商贸网络体系，实行各地之间的“门户开放”，市场准入，建立按经

济区划组织商品流通的各级各类低成本，少环节的互联的商贸渠道，有的可实行购、销、调、存连锁，或贸、工、农、科、金

融联体的综合商社。 

如建立沿江、沿路、沿边的大商贸、大市场、大流通经济带。 

3、“依据产业理论，，形成工业发展网络，与沿江、沿路的东、西部各中心城市建立重要产业的分工协作体系，避免产业趋

同现象，实现合理的资产联合与结构组合。如建立成渝产业经济走廊、三峡库区生态经济走廊，沿长江、嘉陵江、乌江的水利

电力走廊等。 

4、依据“信息理论”，大力建设信息网、电信网、电视网为主体的信息基础设施，搞好与交通、电力网的配套衔接、借国

家“金桥工程”之东风，加紧信息港建设，形成以多媒体电子技术为主体的信息纽带，与 NII(国家信息网络)和 INTERNET(国际

互联网络)相联成全国、全球信息通讯网络。 

5、按“资本流动理论”，形成资本融通网络，组成各中心城市共同参与的多层次、多渠道、相联合、便融通的资本融通的

金融体系。 

6、按“以人力资本理论”，与各中心城市建立人才培养、交流、互聘的金融人才网络体系，形成人才培养和流动机制。 

7、按“大旅游观点”，形成国内外，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点、线、面互联的大旅游网络体系。如建立三峡库区旅游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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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川、滇、黔、桂、藏、渝旅游圈或网。 

四、重庆构建金融中心有赖重庆金融改革、振兴 

1、从重庆二元经济结构实际出发，制定重庆金融改革战略。要根据重庆在国家西部开发战略中的战略地位，制定一套适合

重庆情况能快速掣动西部经济发展的重庆金融改革的目标、步骤及配套措施。 

2、注重金融改革理论研究。改革措施要有理论支撑。以“金融深化”作为重庆金融改革的支点，以“金融创新”作为金融

改革的突破口。 

根据金融深化论，重庆的金融改革不仅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更重要的是要以重庆直辖后的经济起飞作为背景，建立和健

全一个高效率的金融体系，完善融资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 

从经济起飞的角度看，重庆金融改革必须是“超前”的。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之间，金融是一个主动性因素，只有金融改

革，才能取消金融压制，促进资本积累和资源配置，走出“再生产恶性循环”，启动整个经济起飞。金融深化须通过金融改革来

减少或取消金融压制，进行金融创新。 

前者是对原有的金融体系进行改革，后者是在原有金融的基础之上进行创新，创新条件使更多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业

务脱颖而出。 

目前，要通过规范竞争主体、摆正创新与竞争目标、完善竞争规则、拓宽创新与竞争的范围来解决因低质量的表层金融创

新、低水平的失度金融竞争所引起的服务过剩、成本激增、风险加大和效益下降、银行业陷入低效和无序中的问题。 

3、重组多元、多层、开放式的重庆金融体系。 

4、营构多元化、多功能的重庆金融市场体系。 

5、进一步深化重庆专业银行企业化改革。 

6、重庆中央银行要研究如何更有效地利用现代金融工程方法来加强和改善宏观和微观金融管理，提高金融机构与工商企业

的竞争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要主要运用控制基础货币、再贴现、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制定金融法规等经济、法律手

段加强金融调控。专业银行推行资产负债风险比例管理。 

7、防范金融风险，加强金融法制法规建设，加大对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的力度。 

8、培养西部大开发函需的金融人才。 

9、构筑四通八达的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体系。立足实际，着眼“梯度超越”，高起点，按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大都会

规格科学拟定战略规划，分步实施。抓住西部大开发机遇，缩短赶超发达地区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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