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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离岸金融中心（Offsllorc Financial Center）又称离岸金融市场（Offshore Financial Market），是在20
世纪50年代形成并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国际金融市场。
任何国家、地区或城市，凡以自由兑换外币为交易手段，以非本国居民为交易对象，由本地银行与外
国银行所形成的独立的资金融通市场，都可称为离岸金融中心。
非居民性、特殊的制度安排和国际性是离岸金融中心的关键属性。
由于离岸金融中心设在货币发行国境外，又不受所在国的法规和税制限制，通过发达的资讯系统与世
界各地相联，交易瞬间达成，既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加速资金的跨国流动，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逃避
监管，因而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各国政府的普遍重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国家政
府开始有意识地在本国设立离岸金融中心，以实现提高金融服务收入、资本流入以及促进本国金融服
务业发展的目的。
不仅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等发展中国家如此，就连美国也于l981年在纽约、底特律等地设立了从事
离岸金融业务的国际银行设施（IBF），试图将从事离岸金融业务的美国银行吸引回来。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离岸金融中心改变了国际金融市场的结构，并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主
体。
广义的离岸金融中心包含了资金借贷、外汇黄金买卖、证券交易、离岸基金与保险等各种离岸金融业
务，并由这些业务活动形成了离岸货币市场、离岸资本市场、离岸外汇市场、离岸共同基金市场、离
岸保险市场、离岸咨询市场，以及离岸黄金市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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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研究离岸金融中心的建设与发展的专著，书中具体包括了：经济全球化与离岸金融业的发
展、离岸金融中心形成的相关理论、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与跨国资本流动、国际组织及各国对离岸金
融中心的监管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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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金融创新趋于活跃　　金融创新活动的日趋活跃，在金融衍生品市场上的金融工具创新方
面表现尤为明显。
作为一种进行对冲操作和头寸控制的金融工具，不少大型的国际银行正逐步减少对传统同业拆借业务
的依赖，加大了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参与力度，产生这一转变的原因是：一方面，巴塞尔协定对资本
充足的要求促使银行增加表外业务，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银行传统的中间业务；储蓄结构的合理化要
求更为高效、安全地进行资产组合管理；银行风险评估能力和客户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据国际清算银行报告，1986年到1992年期间，金融衍生工具交易量增长了900％，而同期银行的对外资
产仅增长了83％。
衍生工具的广泛使用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在银行风险管理和融资过程中的重要性，而对于以经营传统
银行业务为主的大多数离岸金融中心来说，无疑减少了其在国际银行业务中的份额。
另一方面，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主要集中于纽约、东京、伦敦和芝加哥，其交易量占全世界交易量的80
％以上，像新加坡、中国香港这样的区域型离岸金融中心所占的业务比例极小，而巴哈马、百慕大等
避税型离岸金融中心在这方面的业务量几乎为零。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是：金融衍生品的信用风险、清算结算风险、法律风险以及主权风险远远大于同
业拆借业务，因此要求比传统银行业务更高的流动性，而新兴离岸金融中心由于其金融立法、金融监
管制度薄弱，融资渠道、产品数量有限，清算、结算系统不健全，主权风险较大，在这些方面的竞争
优势显然不如主导性国际金融中心。
　　随着传统借款人和储蓄者之间金融中介关系的变化，投资银行、证券公司、资产管理机构、共同
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以及专业贸易财务公司等机构投资者迅速崛起。
这些机构投资者对金融市场流动性要求很高，其资产主要配置在政府债券、大型公司发行的高利率债
券以及流动性较高的股权市场。
此外，机构投资者主要进行资产组合投资以及跨国证券交易，因此对跨国清算服务要求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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