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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金融中心构建战略研究 

袁全 

（武汉东湖学院，湖北武汉 430212） 

【摘 要】武汉市是中部唯一的特大城市，在金融方面发展的空间和潜力非常大。随着“中部金融”、武汉“1+8”

城市圈和“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全面实施，武汉地区有了更加充足多样的资源。因此，必须要赶紧抓

住这难得的战略机遇时期，推进武汉金融中心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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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金融中心的相关理论 

1.1概念和特点 

区域金融中心类属于金融中心的其中一种，影响范围只限于某一个区域。我们常说的区域金融中心一般指代某一个区域内

的金融机构聚集、市场较为发达、各类贸易活动比较频繁、融资集资的能力较强，而且对于区域的经济可以起到扩散和极化效

应的中心城市。区域金融中心主要在一个区域里起到辐射效应，是这一区域开展金融交易活动的纽带，从中将吸收的资金集中

起来，再把大部分的资金运用在这一区域。区域金融中心的主要特点就是资金能够自由流通，证券交易市场和金融的衍生产品

的市场颇具规模，金融服务行业高度集中，该区域本身就是国家的重要工商业城市，且对于周边甚至世界都有一定的经济影响

力。 

1.2基本功能 

最本质的功能就是中介功能，是金融中介和技工集中进行交易、对金融资源进行高效合理配置的场所。它的基本功能主要

有以下几点。 

1.2.1聚集功能 

金融中心在发展的过程中，会产生非常大的聚集效应，这种作用大大提高了本地区经济的凝聚性，作为区域外最有吸引力

的代表，大大吸引生产要素和外部要素的流进。一个成熟的金融中心就是这个城市有力的名片，号召力非常大，无形之中也是

一份非常大的资产，可以帮助这个地区、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招商、融资等经济方面的合作活动。因此，该地区金融中心的聚集

效应会让地区的经济实力和金融强度大大增强，也是带动该地区未来经济发展的根本。 

1.2.2优化功能 

成熟的金融中心为该地区提供了成熟的市场和工具，使得金融方面的活动大大增加，大量融资引进集中，金融的相关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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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提高。随着金融中心的进一步发展，更多的企业、集团进人金融中心，由于实际需求，融资的机构和工具也会逐步攀升，

进而对地区的金融结构起到优化作用，推进金融和经济的发展。 

1.2.3辐射功能 

金融中心在经济发展、金融实力和近代化都较发达的地区，所以能够帮助该地区人才、信息、资本、技术等的流动，也能

对武汉地区的思想、文化、生活有传播作用。通过各方面的流动，让未来武汉地区的金融资源配置大大提升，促进了该地金融

和经济的发展。 

1.2.4创新功能 

随着金融中心的成熟，各大金融机构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想要不被淘汰，就要跟随市场改变及时开展金融创新，随着金融

中心的日益成熟，各种设置出金融完善，再加上信息时代，互联网、计算机等的发展，也推进了金融创新的成长。 

1.2.5监督管理功能 

过度竞争、行业荃断、外部因素、部队称的信息等非常易导致价格信息出现扭曲，而这几类市场失灵的情况一般都是在信

息、资本密集和风险高的公共产品的行业出现，而金融行业当中的银行、保险、证券恰好类属其中。取得金融中心聚集了金融

活动和金融主体，它们之间的竞争有利于垄断的消除，让信息不完全的现象有所下降，方便金融的监督和管理。而且这种聚集

效应还能够让政府监督管理的成本大大减少，效率大大提高，也促进了行业之间彼此监督。 

2 建立武汉金融中心的可行性分析 

根据目前的表现和实际情况分析，武汉金融中心的构建是可行的。 

2.1历史底蕴浓厚 

其实在古代时期，武汉就是中国内陆地区金融中心的老大。19世纪中期，汉口地区就已经出现了现代银行业，20世纪前期

就成立了证券交易所和外商的保险公司等。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农行的总部设立在武汉，其他银行机构也在此建构了分支。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武汉地区的金融活动也越来越丰富，资金融合流通的范围也越来越大，渗透人各行各业，金融市场的实

力和规模与日俱增。因此，武汉从很久之前就已经具备构建金融中心的实力了，且对内陆地区众多城市都有比较强的聚集和辐

射的力量。 

2.2地理交通优势非常明显 

首先在地理位置上，武汉位于华中府邸，是内陆重要的经济枢纽，也是沿海和内地经济交汇的中心。其次交通和通讯非常

方便，自古以来，武汉在交通便利方面就极有优势，素有“九省通衢”之美誉，汉水、长江在此交汇，粤汉、京汉一线相连，

武汉成了交通网络的中西，铁路、公路发达，水路、陆路便利。最近几年来，武汉的交流又有了更大的发展，几座最近修成的

长江大桥、过江隧道、火车站和机场的新航站楼使得武汉成为了全国内唯一一个有三座火车站和两条过江铁路桥的城市，这对

于金融中心的构建是有着难以匹敌的先天优势的。 

2.3科技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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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是中国第三大高校聚集的大城市，还有武大、华中科大等两大名校，中南财政大学和华师大在行业内也有着非常大的

影响力，在武汉的“光谷”内有建成了一大批高新的技术企业。教育资源的优越、科技实力的强大，使得武汉在建构金融中心

时拥有着强大的人才和科技的后备力量。 

2.4日渐完备的金融体系 

武汉目前的金融体系是多元化的，有多种金融机构互利共存，目前武汉已经聚集了众多金融机构，并且建立了金融街，以

武昌中南路和汉口建设大道为中心，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也逐渐深人，金融行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聚集力和辐射力更有优

势。 

2.5已形成跨区域的金融监督管理机制 

中国人民银行和见证会在武汉的分支机构一直以来担负着监督管理湖南、湖北、江西三大省的金融活动职能，武汉作为区

域的金融调控中心的监管地位可以说十分稳固。而且央行武汉的分行能够通过运用再贷款、再贴现等调控的方式在管辖区域里

面进行资金的调度。 

2.6战略性机遇 

中部地区的崛起、武汉城市圈以及“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战略是武汉金融中心构建所遇到的最大地历史性的

现实机遇。这些战略的整体实施会为武汉带来更多产业国际化水平、资本集聚、区域平衡发展以及吸纳越来越多要素的机遇，

如此武汉作为城市圈的中心城市地位可以进一步得到提升，武汉对于金融资源的聚集和辐射能力也会更有索提高，资源的配置

得到优化，有利于建设武汉城市圈经济的一体化的推进。武汉城市圈经济的一体化带来的必定是一体化的区域金融，有利于金

融各类资源的整合，也能够帮助武汉金融中心的成立和未来的成熟。 

3 构建武汉金融中心的对策和建议 

3.1政府适度的引导和支持 

形成金融中心主要是自然形成和政府主导这两种模式。前者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在时间方面来说效率不足。武汉地区虽然

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交通和通信优势，经济和金融在中部占得先机，但是要想构建金融中心实际上还有很多问题等待着解决。

而想要解决这些存在的问题只是靠武汉地区自身经济发展以及自我完善的金融体系是不够的，所以对于武汉来说，构建金融中

心最好是适度地采取政府主导型的模式，在市场执法和政府扶持二者共同合作之下，把武汉打造成中部的金融中心。政府应该

要实事求是，首先对武汉金融中心的功能要有合理的定位，提出总体的思路、战略性和阶段性的目标，并且要制定发展上的具

体规划，包括了银行和非银行等金融机构、货币和资本市场、外汇及期货市场未来的发展上的规划。实际来说，武汉市的政府

对于金融中心未来的一定目标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决定，所以如今最关键地存在，怎么样把目标合理分到各个部门，并且落实到

位，细致、实在。首先可以成立相关的机构，组织领导及落实武汉金融中心构建过程当中的各样工作。其次要对金融中心的定

位、目标和未来的计划以及计划的各个步骤、工作的重点等等有所明确，有目标有组织有记录地推进工作。最后，要有髙质量

的服务水平，政府和相关的各个部门要转化自己角色、功能以及理念，提供到充分到位、高效率的信息和审批服务，政策沟通

要更加积极，咨询服务也要重视效果和效率，如此才能推动金融中心未来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3.2对武汉金融生态环境进行优化 

未来，金融行业要是想要有健康积极地发展，成熟完善的金融生态环境是必须的，在武汉金融中心的建构过程当中，金融



 

4 

生态的优化就呈现出非常紧迫的态势。这项工作是复杂的系统性的，所以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政府要在自身创建低成本和风

险，又有高收益的运营环境的金融机构时，要积极争取央行和银监会的支持，才能够把金融生态的优化落实到实处。制度是非

常重要的，制度的构建和完善也能够督促和推进金融生态的优化。强化金融的监督和管理，对所可能产生的金融风险可以防患

于未然，稳定的协调机制有利于金融中心的发展。信用环境的建设也需要加强，对于恶劣的违法的行为一律狠狠打击，严格按

照法律形式，用最短的时间把武汉金融中心建设成最安全的资金港。金融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要尽快完善，并且要提升金融服

务的各项效率。鼓励金融行业个股部门强化金融信息化的规划以及建设，现代化支付系统也要不断的更新和完善，建立各类服

务创新信息平台。 

3.3加快推进金融创新 

运行环境、产品交易和业务这三者的创新是迫在眉睫的。首先，只有不停地对运行环境及时创新，才能够让相关的机构和

主体在社会经济和金融的发展过程中有竞争的可能性，不落后，更强大，未来才会有更好的发展。政府要建立一个相对宽松的

环境，鼓励机构进行擦边业务的创新，如此一来，金融的管制也会有更大的创新空间，武汉地区的金融在未来的发展才会更有

活力，更加有集聚力。产品交易方面要多多引入企业和金融类债券、融资票据、利率、汇率、股票指数、期货等各类产品的交

易，推动期货的交易。业务创新表现在要积极推动有“新经济”特点的现代金融服务网络的开发和发展，比如“网银”、理财

顾问等业务，让金融服务的科技含量以及产品增加值更高。 

4 总结 

武汉金融中心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紧迫的系统性工程，需要投人大量的精力，把一切及时落实到位，合适的战略构建，

恰当的政府支持，并且鼓励市场自发，如此才能够更快地形成成熟的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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