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倾情守“沪”金融中心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尽快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标志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成为国家战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从此翻开更加宏伟的新篇章。 经过 28 年的接续奋斗，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基本建

成。从 2020年开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站上新起点，履行新使命，奔向新愿景。当前，上海正在奋力提高国际金融中心的
国际化水平，增强竞争力和影响力。

作为一家身处上海陆家嘴金融城并由党中央机关报主管主办的主流专业财经媒体，《国际金融报》一直以“国际”和

“金融”两条主线展开报道，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这道洪流水乳交融。 三十年守望相助，三十载笔耕不辍，《国际金融
报》紧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鼓点”，记录下每一个精彩难忘的历史瞬间，也发展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一支

重要的媒体力量。

在党中央提出上海建设国际

金融中心的目标后， 上海市委市

政府和国家有关部门紧锣密鼓坚

定落实， 把战略构想变成一个个

清晰的战略规划、 一幅幅施工蓝

图、一件件惊喜成果。

2001 年 2 月 7 日，上海市政

府向市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提交

专题报告《“十五”期间上海国际

金融中心建设规划设想》， 描绘

“十五”期间全方位推进上海国际

金融中心建设的蓝图。 2005 年 2
月 18 日，上海市金融工作座谈会

召开。 会议部署 2005 年金融工

作， 提出加速推进上海国际金融

中心建设的五项计划。

《国际金融报》记者及时跟进

报道， 并对蓝图中的各项计划进

行分析， 提供专业人士的建议和

解读。

就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马不停蹄地推进之际，2009 年 3
月 25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

过“19 号文件”，明确提出到 2020
年， 上海要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

实力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

国际金融中心， 进一步明确将上

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为国家战

略。由此，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驶入快车道。

“十二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

中心建设规划于 2012 年 1 月 30
日出台。 规划阐述了“十二五”时

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指导

思想、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是指

导“十二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

心建设的行动纲领。 《国际金融

报》记者迅速展开报道，“2015 上

海金融市场目标千万亿” 引起读

者的广泛关注。

营 造 良 好 的 金 融 法 治 环

境 ， 既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

设的重要内容 ， 也是上海国际

金融中心建设不断推进的重要

保障 ， 因此推动金融法治建设

至关重要。

上海通过地方立法途径，促

进金融业发展。 2009 年 6 月 25
日， 全国首部推进国际金融中心

建设的地方性法规《上海市推进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 经上海

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自 2009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这从法律制

度环境方面给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 《国际金

融报》 记者第一时间进行采访报

道， 见证了上海在推进国际金融

中心法治环境建设中所付出的不

懈努力。

我国首家金融专门法院———

上海金融法院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成立， 上海金融法治环境进一

步完善，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

设更添法治保障。 《国际金融报》

与上海金融法院建立紧密联系，

及时报道相关的金融案件， 普及

金融法律，关注金融投资者权益

保障。

金融机构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建设的重要基石。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建设带来极强的集聚效应。 目前，上

海集聚了 15 家金融要素市场和金融

基础设施， 持牌金融机构总数超过

1700 家，其中外资金融机构占比近三

分之一。

1998 年 11 月 18 日， 人民银行

上海分行成立。 这是我国第一家跨

行政区的央行分支机构，在上海市 、

浙江省、福建省履行中央银行职责 。

这表明央行对上海金融业的高度重

视， 也进一步提高了上海金融业的

对外开放水平。 《国际金融报》记者

及时报道， 并对后续的聚集效应进

行了分析预测。

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战略

的巨大感召下，国内外金融机构纷至

沓来。 中国银行上海人民币交易业务

总部于 2012 年 3 月 20 日正式落地。

中国银行是第一家将第二总部设在

上海的国有银行。 2015 年 7 月，金砖

国家新开发银行落户上海，这是首个

总部设在上海的国际金融组织。 在上

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集聚了

一大批中外资金融机构， 涉及银行、

保险、信托、债券 、证券、期货等各行

各业，其中包括跨国金融机构的中国

区总部。 上海金融国际化程度进一步

得到提升。

《国际金融报 》持续关注和跟踪

报道在沪中外资金融机构动态，开辟

“金融机构群聚上海”专栏，彰显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集聚效应和辐

射效应。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

不同。 ”虽然发布的机构不同，衡量的

指标也不一，但全球金融中心排名能

够从一个相对独立的视角来体现一

座城市金融中心建设的发展水平。

毫无疑问，进入全球国际金融中

心排名前列是个关键性的指标。 2010
年 9 月，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的全球

金融中心指数显示，上海首次跻身国

际金融中心前十，排名大幅跃升 5 位

至第六位。 《国际金融报》第一时间进

行了报道和解读，分析各个指标的得

与失， 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进

步欢欣鼓舞， 同时找出与其他国际金

融中心的差距，寻求解决和提升之道。

2020 年，是上海实现“基本建成

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

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 这一国家战略

目标的收官之年。 在 2020 年 9 月和

2021 年 3 月连续两次全球金融中心

指数 （GFCI）排名中 ，上海均位列第

三，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上海国际金融

中心建设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

可。

近年来，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实现了新的突破， 金融交易总量大幅

跃升，在全球金融中心城市排名中名

列前茅。

“以人为本”，优化人才服务机制，

也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一个

亮点。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工作的

加快推进，离不开人才和智力支持的

保障，特别是与人工智能、大数据、区

块链等新兴科技发展相适应的新型

复合型金融人才。

2010 年 10 月 20 日 ，《国际金融

报》与陆家嘴人才金港签署合作协议，

将在培养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所需

的复合型高端人才以及大型论坛讲座

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

外资金融机构落户上海， 更是对

复合型金融人才求贤若渴。《国际金融

报》开辟 “外资银行在中国 ”专栏 ，对

“外资银行人才大战日趋激烈”“老外

为上海金融中心输送人才”展开报道；

对于上海如何海纳全球人才，《国际金

融报》通过“观点争锋”专版，针对金融

人才观、 以国际化视角构建人才软环

境、 打造以人为本的文化软环境等话

题给出专家建议。

根据最新发布的 《浦东金融人才

发展白皮书》，浦东金融人才占比持续

提升， 金融行业人才占总就业人口的

比例从 2015 年的 6%增长至 2022 年

的 8.9%。 与世界主要金融中心相比，

浦东金融人才占比仅次 于 纽 约 的

11.5%，已超过伦敦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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