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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建设长江上游离岸金融结算中心的区位优势 

鄢凤霞 

2012 年 10 月 29 日，重庆市政府第 137 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长江上游区域性综合

型金融中心的意见》，标志重庆市建立长江上游区域性金融中心正式启动。 

从历史上看，重庆拥有悠久的经济文化氛围。二战期间，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把其作为陪都，使它由西南经济强市一跃成

为全国经济、政治、军事中心和远东反法西斯指挥中心，成为和纽约、伦敦、莫斯科并列的国际知名大城市。这种长期形成的

深厚的历史积淀， 使重庆在向我国内陆离岸金融结算中心转化的过程中没有历史文化上的屏障。 

本文主要基于重庆市的区位优势， 思考重庆市在创建长江上游离岸金融结算中心的过程中，通过加强金融生态建设、人才

队伍建设、以及经验借鉴等，促进重庆建立长江上游离岸金融结算中心的发展。 

一、重庆建立金融中心区位优势 

（一）地理区位优势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 位于嘉陵江长江两江交汇地带，处在中西部地区的结合部。承东启西，贯通南北，是西南地区商业重

镇以及水路交通枢纽，也是长江上游最大的经济中心。 

深处内陆却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以及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 决定了重庆将是我国乃至世界经济活跃的地区之一， 

同时也表明重庆建立离岸金融中心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重庆已经成为西部地区唯一拥有公路、铁路、水路与空路四位一体的

综合交通优势的特大城市。 

优越的地理位置， 使重庆成为中国西部唯一集水陆空运输方式为一体的交通枢纽， 横贯中国大陆东西和纵穿南北的几条

铁路干线、高速公路干线在重庆交汇，3000 吨级船队可由长江溯江至重庆港，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是国家重点发展的干线机场。

同时，重庆还是中国西部电网的负荷中心之一，煤炭、天然气产量大，能源供应的保障程度高。 

重庆在林木、土地、矿产和水资源等方面储量也非常丰富，工业基础雄厚，门类齐全，综合配套能力强。有利的地理区位

与丰富的自然资源， 对重庆创建离岸金融结算中心都起到有利支撑作用。 

（二）经济区位优势 

重庆曾经是重要的重工业城市， 近年来轻工业也得到了较快较好的发展， 这使得重庆工业产业门类齐全丰富，具备了良

好的经济发展基础。 

直辖以来，重庆的产业结构更加趋向合理。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逐年减少， 第二三产业所占比重有所扩大，并具有强劲的

金融需求。目前，重庆银行证券保险各类机构齐全，从业人数多，业务量大，银行业资产总额大幅度增加，外资存款余额不断

上升。随着一批结算中心如惠普亚太结算中心，宏碁、华硕第二运营总部等在渝设立，在渝“过境”的结算资金量逐渐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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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8年开始，重庆利用统筹城乡金融体制建设政策开展金融创新，已经取得一定成效，渝中区获得“2009中国最佳金融

生态区”称号，筹备已久的“西部华尔街”——重庆金融街已于 2009 年 10月正式开街。另外，重庆正在加快建设土地交易所、

OTC市场、生猪远期交易市场、电子票据交易中心等一些要素市场，参与外汇交易市场、保险市场和股权私募市场的相关交易和

活动，探索涉农金融产品、涉农保险、村镇银行等各种符合农业发展需要的新兴业务，使重庆未来成为除全国银行、证券和保

险三类主流业务之外的金融机构集聚地。 

截至 2011年 10月底，重庆市世界 500强企业数已达 195 家，其中境外企业 150家。市长国际经济顾问数量从 2010年的 23

位增加至 33位。重庆正成为海内外投资者抢滩的热土。 

（三）政策区位优势 

2007 年 6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区的通知》（发改经体〔2007〕1248号），国务院同意批准设立重庆市和成都市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全面推进重

庆市各领域的建设。 

近年来，随着重庆市通过了《重庆市促进金融业发展若干意见》（渝府发〔2006〕114 号）、《重庆市金融业发展激励政策实

施细则》（渝办发〔2007〕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2009)3

号）、在国家战略层面正式设立“两江新区”、2010年 2月 26日，重庆西永综合保税区正式挂牌成立，为内陆第一个综合保税区、

2011 年，《重庆市金融中心建设“十二五”规划》（渝府发〔2011〕113 号）等，为重庆市创建长江上游离岸金融结算中心提供

了政策支持。 

另外，2010 年 5 月国务院批复了重庆两江新区总体规划方案，成为内地第一个综合保税区。享受包括金融、财税、投资、

对外贸易、产业发展、管理体制等领域赋予先行先试权，允许和支持试验一些重大的、更具突破性的改革措施。 

两江新区作为保税港区，是国务院统一的具有特殊税收优惠的综合性对外开放园区，其“境内关外”的避税特点，对吸引

国际大公司、创建离岸金融结算中心具有更大优势。 

二、重庆市创建离岸金融结算中心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重庆作为新设立的直辖市，处在经济偏后西部，与京、津、沪相比，还有很大的不足。 

（一）金融生态不足 

重庆的经济基础与其他三个直辖市相比， 要薄弱很多， 而经济基础在金融业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济基础的

薄弱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金融体系与诚信文化的建设。和京、津、沪相比，重庆市的金融生态在契约执行制度、信用记录与评价

机构这方面发展得比较晚，在人才队伍建设、破产及破产保护、金融资产的所有权和抵押权执法规范、司法效率诸多方面，还

存在一定差距，成本高等问题的存在也对金融经济的发展造成一定的阻碍。只有不断加强重庆的金融生态建设， 才能为重庆市

金融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二）高端金融人才缺乏 

开展离岸金融业务需要大量精通国际金融业务的专业人才，然而，这种具有国际金融业务经验的高层次人才重庆还相当欠

缺， 不能满足重庆对金融人才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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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需加强对高端金融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打造一批能够灵活运用国际金融规则、了解国际贸易实务、具备时代要求的

不断开拓创新的高素质人才。因受金融危机影响，国外存在大量优秀金融人才，重庆应当建立良好灵活的用人机制和激励机制，

在培养本土人才的同时， 尽全力吸引大批外来的优秀国际金融管理者来到重庆发展。 

（三）金融经验缺乏 

在国内， 已经大规模开展离岸金融中心业务的有上海、深圳、天津等城市，但是与上述城市相比，重庆并不具备其他城市

的共性。重庆作为一个非港口城市， 与以上被普遍认可且经济繁荣发展的沿海城市相比，具有很大差距。且国外已经发展起来

的离岸金融中心均定位于沿海经济圈， 转口贸易与国际航运都非常发达。 

虽然重庆政府尽全力打造类似于新加坡的离岸金融中心，但是在离岸金融中心建设上，依然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以遵循， 存

在经验不足的问题。向金融经验成熟的地区学习，是重庆缩小与其他地区差距的一种有效且快速的途径。 

三、对策及建议 

（一）合理准确的定位 

当前中国的金融中心呈现三种形态： 一是以北京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总部集群， 二是以上海为代表的要素市场主导，三是

以深圳为代表的结算中心。 

重庆最大的优势在于其所拥有的政策优势， 相比以上一些金融城市， 重庆适合建立以贸易结算为主的金融中心，同时，

重庆不能像伦敦，东京，纽约那样成为自有型金融中心， 重庆自身没有大量的资金供给者和使用者， 因此可借鉴香港从外部

筹集资金以满足内部或者周边地区的发展需要。打造金融中心的目标应该密切结合产业发展的需要， 重庆应该立足于自身产业

发展需要，实事求是，合理定位，根据自身现状打造具有重庆特色的发展模式。 

（二）加强金融生态与人才队伍建设 

在科技突飞猛进的今天。金融业要不断创新才需要满足经济主体的需要， 才能带动新一轮经济发展，重庆应重视并积极推

动金融创新，以高新产业发展为导向，为区域内企业上市融资创造条件。 

重庆应强化金融生态法制环境建设， 法制环境直接影响着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稳定性和有序性。同时应增强地方政府的法

制观念， 提高执法效率和依法行政水平， 并加快制定与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有关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 

根据《重庆市金融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2012年， 重庆金融人才培养计划正式启动，着重解决金融人才

结构性矛盾。目前重庆市高校财经院系的优势并不突出， 政府应加大对财经院系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 加大力度培养具

有创新开拓品质高素质的本土金融人才。 

同时，重庆也应尽全力建立良好的用人机制和完备的保障措施， 尽可能地吸引外界优秀的金融从业人员来重庆发展。内陆

离岸金融中心的建立是一条未知的探索之路，在国际上都没有典型先例可循。重庆建立离岸金融中心切不可生搬硬套， 可适当

借鉴新加坡金融中心的经验，结合重庆自身情况，打造特色内陆金融结算中心。 

（三）强化电子商务结算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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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机产业的迅速发展， 世界经济逐渐向信息经济过度， 电子商务已成为影响 21世纪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电子商务在重庆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 而如今在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的情形下，重庆能推动国家外汇体制创新，率先建立起

电子商务结算中心可以占得先机， 提前聚集形成规模效益。 

因此，电子商务贸易结算中心是重庆成为国际化结算中心的关键所在， 重庆必须有力应对电子商务潮流冲击， 逐渐克服

传统贸易模式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制约，健全相关立法，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企业电子商务信息水平，努力建

立电子商务贸易结算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