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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高質量發展與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
路」 為主題的中國人民大學首屆深圳

金融論壇昨日在深圳召開，會上成立了中
國人民大學深圳金融高等研究院。論壇圍
繞中國宏觀經濟金融形勢與金融 「五篇大
文章」 等主題，共論高質量發展與中國特
色金融發展之路。

多位專家認為，中國建設的金融強
國，應當是服務於中國式現代化、體現金
融普惠性並且能夠為改善國際金融體系作
出中國貢獻的金融強國，中國亟需建立和
完善中國式現代化金融體制，並提升金融
業助力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能力。

人民大學深圳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社會科學高
等研究院（深圳）執行院長宋科受訪時介紹，人民
大學深圳金融高等研究院以 「服務國家戰略，服務
地方發展，服務社會需求，服務學科建設」 為原
則，充分發揮人民大學在大金融學科及相關領域的
優勢，做好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
金融、數字金融 「五篇大文章」 ，致力於將深圳金
融高等研究院打造成為立足深圳、服務粵港澳大灣
區、面向全球，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金融人才培
養、科學研究與創新高地，不斷為全球金融學科發
展貢獻 「中國樣本」 與 「中國方案」 。

人民大學黨委書記張東剛致辭表示，金融是國
民經濟的血脈，是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
分。人民大學將深刻把握以金融強國戰略支撐中國
式現代化重點任務，做好推進金融業全面深化改革
擴大開放的「智囊團」，建好培養堪當建設金融強國
重任的時代新人的「人才庫」，為以金融高質量發展
助力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戴相龍：提高信貸效率 服務實體經濟
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戴相龍在會上發表演講時

表示，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亟需建立和完善中國
式現代金融體制，保持貨幣信貸供應適度有效，促
進融資結構合理，圍繞服務實體經濟做好金融服務
的五篇大文章。要深刻認識中國式現代金融體系是
保障金融高質量發展的基本金融制度。錨定金融強
國建設目標，建立中國式現代金融體系，堅定不移
走好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要進一步提高中央銀
行宏觀調控能力，提高貨幣信貸資金使用效率。保
持貨幣供應適度，充分發揮利率政策對金融宏觀調
控的作用，為推進金融高質量發展提供良好的金融

宏觀環境。要着力改善金融業結構，擴大股票融
資，逐步改變社會資金 「錢多本少」 的問題。推動
銀行業和保險業高質量發展，不斷提升金融服務實
體經濟質效，有效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更好服務中
國式現代金融體系建設。要全力做好提高金融服務
質量的五篇大文章。

尚福林：做好金融創新與風險防控機制
原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尚福林在論

壇上表示，提升金融業助力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能
力，一是要深刻理解新質生產力對金融高質量發展
的時代要求。二是要客觀認識金融業助力發展新質
生產力的薄弱環節。主要表現為金融體系結構難以
滿足投融資渠道的需求、金融產品服務難以匹配科
技創新的需求和金融風險防控機制難以適應科技創
新的特點。要在這些薄弱環節開展研究創新，更好
支持新質生產力發展。三是要加快金融強國建設，
努力發展新質生產力。

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
吳曉求在論壇上提出，中國在建設金融強國的進程
中，既要遵循金融發展的一般邏輯與共性，也要具
備中國特色，兼具硬實力和軟實力。我們要建設的
金融強國，應當是服務於中國式現代化、體現金融
普惠性並且能夠為改善國際金融體系作出中國貢獻
的金融強國。一方面，必須具備強大的、有競爭
力、有創新能力的實體經濟基礎，為市場注入源源
不斷的、有成長性的資產；另一方面，必須抓好市
場化、法治化和國際化這三個關鍵環節。具體來
看，第一，市場化是建設金融強國的基本前提。第
二，法治化是建設金融強國的重要基石。第三，國
際化是建設金融強國的目標。

人民大學深圳設研究院 育金融人才
面向全球服務灣區 助力金融強國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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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福林認為，要加快金融強國建設，努力發展新
質生產力。

▲戴相龍表示，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亟需建立和
完善中國式現代金融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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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
院原副院長、學部

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
揚昨日在論壇上，圍繞 「建立高質量的
政府債務管理機制」 作主旨演講。李揚
提到，圍繞建立政府債務管理機制，中
央金融工作會議強調要建立防範化解地
方債務風險長效機制、建立同高質量發
展相適應的政府債務管理機制及優化中
央和地方政府債務結構。

李揚認為，有效的政府債務管理機
制需回答好三個問題：一是國債發行的
必要性。正如中央所指出的，企業和居
民等私人部門需求不足、總需求不足仍
是內地當前經濟回升向好需要克服的重
要挑戰，政府需要通過發債來增加支
出、彌合需求缺口。二是國債的購買者
結構。政府債務發行有極強的貨幣政策
效應，這與國債的購買者結構密切相
關。關鍵要建立好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
的協調機制，實現預期與經濟產出的雙
向促進。三是債務的可持續性問題。微
觀層面，債務的可持續性取決於債務與
息稅收入的比例；宏觀層面則需要考慮
債務和可付息收入流的關係。

李揚指出，全球債務問題由來已
久，四次債務浪潮都發生在發展中國家
和新興市場國家，並對其經濟金融發展
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此次債務危機既
涉及發展中國家，更涉及發達國家，將
對世界經濟金融長期發展產生深遠影
響。

風險投資孕育高科技龍頭企
高科技金融化 打造高回報人幣資產市場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
監察委員會原主席沈聯濤發

表視頻演講時指出，中國的高質量發展不是完全
只依靠政府率領的經濟發展思路，還要靠民營企
業配合、國有企業把基礎設施建好、政府加強為
市場及為老百姓服務。民營企業去研發它的高科
技、把它的高科技放在股市裏面金融化，打造出
一個高繁榮、高回報率的人民幣資產市場對中國
經濟發展至關重要。

區別於歐洲、日本、中國等國家的企業主要
靠債務（銀行貸款、債券市場）融資，美國有一
個非常龐大的資本市場，美國企業融資主要靠直
接融資，美國企業靠自身的經營盈利和股票市場
的上漲來支撐企業的韌性。

美維持高息 全球市場受考驗
「這二、三十年來，全球央行競相降低貸款

利率，導致出現房地產泡沫、金融市場泡沫，如
果美國接下來維持息口在5厘或以上，全球恐要
面對一個資產負債通縮的核心問題。」 沈聯濤分
析，美國股市的市值相當於美國GDP近200%，
去年該國的高科技公司、平台公司、軟件AI公司

在股市就收穫了10萬億美元的財富，今年至今又
收穫了3萬多億美元財富，這兩個加起來是13萬
億美元，等於是美國近50%的GDP總值，這個
財富就對沖了美國的高利息對本國房地產的壓
力。

「而歐洲、日本、中國都受到美元高利息的
壓力，所以房地產通縮，如果股市再漲不起來，
那麼整個資產負債表都會受到通縮的壓力。」 沈
聯濤認為，完善金融體制與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息息相關。

外資對人幣需求增
「當前中國實體經濟的主要競爭力是在製造

業，硬件非常強、基礎設施非常強，但是軟件方
面，還是美國最強，其高科技軟件已經走向AI。
中國走和平發展、共享繁榮的道路離不開人民幣
走出去的支持。」 沈聯濤分析，從歷史角度看，
中國經濟的起飛與美元走向基本一致，如果全球
化繼續順利推進，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貿易夥
伴，很多產品賣出去需要用人民幣結算，全球市
場對人民幣有需求，對人民幣資產也有需求，所
以中國也有必要大力提升人民幣的資產回報率。

發展思路

優化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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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深刻理解新質生產力對金融高質量發展
的時代要求，及要客觀認識金融業助力發
展新質生產力的薄弱環節

原中國銀行業
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尚福林

建設金融強國的進程中，既要遵循金融發
展的一般邏輯與共性，也要具備中國特
色，兼具硬實力和軟實力

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吳曉求

人口問題始終是中國面臨的全局性、長期
性、戰略性問題，關係現代化強國建設和
民族復興偉業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黨組書記馬建堂

在地緣政治緊張和供應鏈斷裂的背景下，
科技創新對高質量發展至關重要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原主席沈聯濤

亟需建立和完善中國式現代金融體制，保
持貨幣信貸供應適度有效，促進融資結構
合理，圍繞服務實體經濟做好金融服務的
五篇大文章

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戴相龍

大公報記者毛麗娟製表

▲深圳金融論壇圍繞中國宏觀經濟金融形勢與
金融 「五篇大文章」 等主題展開。

▲企業和居民等私人部門需求不足仍是中國當前
經濟回升向好需要克服的重要挑戰。

昨日活動中， 「科技金融
與新質生產力」 為主題的平行

論壇吸引了眾多學者、金融行業人士參與並進行深
入探討。國家科技部原秘書長、中國科技體制改革
研究會理事長張景安認為，科技金融是深圳創新型
新質生產力的必要推動力量。

企業併購有助產業發展
張景安曾到深圳調研，看到華為的5G、騰訊

的微信、邁瑞的醫療器械、比亞迪的汽車， 「當時
看到深圳這一幕幕創新，覺得非常震撼！」 張景安
表示，深圳這些奇跡得到了很多金融工具尤其是風
險投資的支持，風險投資是中小企業創新的堅強後
盾。 「早期的創新型企業，很難應對不確定性及風
險，所以無法盡快進行規模化。在上市門檻較高的
情況下，我們應利用民間的多樣化投資促進風投、
併購，讓深圳多產出震撼全球的高科技企業。」 張
景安認為，新質生產力需要併購的支持，併購極有
可能成為新時代的大浪潮。

「一方面，我們呼籲有關部門盡快在併購的政
策上進行研究、進行大力支持；另一方面，我們希
望深圳抓住機遇，先行先試、培養人才，探索一條
新時代中國金融的特色併購之路。」 張景安表示。

中山大學吳小蘭講席教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

心產業經濟研究部原部長趙昌文則講述了在常規與
非常規兩種情況下，科技金融要解決的關鍵問題。
趙昌文提到，現在金融服務科技創新面臨難得的有
利環境，不僅僅是銀行、私募基金等科技金融要素
更加齊全，科技自立自強和金融支持科技自立自強
的共識正在形成。趙昌文指出，十幾年前，中國並
沒有面臨今天的地緣政治問題，但中國已經提出科
技金融。現在中國面臨某些技術遏制，必須加快解
決關鍵核心技術問題。因此，在科技金融領域，無
論是金融工具的安排，制度的安排，還是政策的安
排上，都必須抓緊時間進行追趕。

抓住機遇

▲科技金融是深圳創新型新質生產力的必要推動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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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深圳金融論壇舉行暨成立深圳金融高等研究院
主）完善金融體制 助力新質生產力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