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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0年是一个格局复杂的年份。
放眼全球，欧洲债务危机频发引发了“欧元波动加大是否会引起世界经济二次触底”的疑虑。
而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加拿大却开始步人“退出”经济刺激计划的战略轨迹。
两者截然相反的表现，考验着各国政策的取向。
为此，政策的制定既要保持连续性，又要提高前瞻性。
审视国内，虽然2009年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用了“猛药”，及时地阻止了外来冲击可能导
致的经济下滑，但中国经济在2010年中还面临许多不确定的因素。
尽管中国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打击投机的措施，但延续2009年房地产泡沫的惯性，2010年的房价还
在高位徘徊，通胀预期还在继续攀升，产能过剩等现象还没有消化，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没有实质性
解决，“国进民退”的经济结构调整障碍重重。
　　2010年对中小企业、民间资本、农户、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而言又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份。
自从2005年联合国提出“普惠金融体系”的概念以来，中国在构建普惠金融体系方面已经做出了许多
有益的实践。
2010年初，中国人民银行牵头成立了“普惠金融协调委员会”，其主要目标是在2010年底前撰写出一
份关于构建中国普惠金融体系的政策建议报告，以适当形式在适当时候上报国务院及相关部门。
这意味着“普惠金融体系”有望被提升到国家政策的高度。
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新36条”），鼓励
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金融服务、商贸流
通、国防科技工业等六大领域。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继20世纪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之后的中
国第三次重大制度改革。
2010年有望成为下一个经济周期的“民间投资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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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0中国金融发展报告》的核心议题是中小企业融资。
本报告由三编组成：第一编“2009年中国金融回顾与展望”回顾和总结了2009年我国货币金融(主要包
括货币政策和资本市场)的运行状况，讨论了后危机时期流动性的国际传递及我国保险业的发展；第二
编“中小企业融资”和第三编“农村金融发展概述”是本报告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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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上海财经大学小企业融资研究中心，上海财经大学小企业融资研究中心由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共同发起，于2007年4月成立，是我国第一家小企业融资方面的专业学术研究机构
。
中心旨在利用上海市的金融中心地位，整合上海财经大学的研究力量，结合上海农村商业银行的实践
经验，对我国小企业融资和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的相关理论与实务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此外，中心也为金融监管部门和中小金融机构提供相关的课题研究服务和职业培训服务，促进我国中
小金融机构和小企业的发展和成长，成为沟通学术机构与实务部门的研究平台。
　　自成立以来，中心已经在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省市开展过大规模的关于中小企业生态结构
和融资需求的调研活动，积累了相当数量的一手数据。
在此基础上，中心的研究团队在报纸和学术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此外，中心还组织了学术研讨会，加强了与学界和业界同仁们的交流与合作。
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作出自己的贡献。
　　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是在对上海
财经大学原有金融科研机构进行重组的基础上于2001年10月正式建立的。
其发展目标是：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现代金融理论和政策研究、学术交流、信息和咨询基地。
中心凭借上海市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依托上海财经大学的综合优势，联合其他学术研究机构，集聚
有志于从事金融学前沿研究的专家、学者，对重大金融前沿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力争使中心成为国内
公认的金融领域的权威研究机构。
中心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财政部、上海
市教委等多项课题。
许多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家、省市级奖励，部分成果受到国外同行瞩目，被邀请参加国际研讨会，在海
外学术杂志上发表。
　　中心将与时俱进，在新的金融环境下创造出自己的特色和品牌。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于1998年8月在原财务金融学院、万泰国际投资学
院、证券期货学院和国际商学院的基础上合并组建。
现设有银行系、国际金融系、证券期货系（学院）和保险系。
学院拥有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授予权，现任院长为王能教授。
　　金融学院现有金融学、保险学、信用管理、金融数学和金融工程四个博士专业，金融学、保险学
、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信用管理四个硕士专业，金融学、保险学、信用管理、金融工程学四个本科
专业。
金融学专业为上海市重点学科。
学院还下设金融工程研究中心、信用管理研究中心、证券研究中心、保险精算研究中心、金融保险研
究所、中韩保险交流中心和金融科学实验室等科研机构。
　　金融学院与多所海外大学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金融机构建立了教学、研究和培训
等合作关系，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
会、中国保监会等机构的研究和教育培训项目，是中国最重要的金融人才培养基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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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给投资交易者提供了最便捷的路径来设定他们的决策。
储敏伟、贺瑛、朱德林（2009）叙述了上海金融市场的历史的综合累积要素和其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的
优势。
张纯威（2009）和陈红泉、曹龙骐（2009）则从港澳地区的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历史发展来支持中国香
港应该作为人民币离岸业务的中心的主张，同时还表明这在现行的中国资本项目限制的条件下是可以
实施的。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金融市场管理部课题组（2009）突出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推进步骤要与
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逐步开放）相匹配，提出以固定收益产品开发为突破口。
这些研究都是从某一方面涉及了“匹配”问题。
从历史发展看，任何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都是多重要素匹配下形成的，满足“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意味着顺应着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的推进，资本项目有限开放的时机。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并非全面开放，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尚未达到应对投机资金涌动的管理水平，为此，
定位在固定收益产品上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与中国金融业的改革步伐相匹配的。
　　“地利”与“人和”共同显示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的绝对规模和国务院对全国
金融业的政策性支持因素，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规模分不开，只有规模才能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同时
也要看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规模还必须与相应的境外市场匹配，并需要境外的那些与中资机构相关的
外资企业、华人企业等机构的支持，以达到境内与境外市场相匹配，中央与地方政策相匹配的目的。
　　最早提出“匹配”（match）思想的是美国的麦金农教授，他在“原罪论”（original sin）中间接
地解释了匹配的重要含义。
麦金农（2006）在论及东亚国家为何害怕汇率浮动时提出了“原罪论”，其指代这样一种状况：一国
的货币不能用于国际信贷（外国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不能用该货币提供贷款），甚至在本国货币市场
上也不能用于长期信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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