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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开放度加大对我国金融业和 
金融市场的影响 



一、金融开放新举措 
2018年4月10日博鳌亚洲论坛， 

习近平主席：“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 开
放措施“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重大开放措施：第一，大
幅度放宽市场准入。第二，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第三，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第四，主动扩大进口。 

11日，易刚行长：当前金融方面的主要工作，一是实施好稳健的货
币政策；二是推动金融业的改革和开放。三是打好防范和化解重
大风险的攻坚战，保持金融业整体稳定。 



一、金融开放新举措 
未来几个月要落实的开放措施： 

1、“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
允许外国银行在我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2014年11月修订）：对中资银行和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单一持股不超过20%、合计持股不超过25%。 

“外国银行分行改制为由其总行单独出资的外商独资银行的，经国务院银行
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该外国银行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保留1家从事外汇
批发业务的分行”。这意味着外资银行分行转为子行以后，基本不能再
设立分行。此次开放决定取消了这一限制，放大了外国银行的经营空间。 

 



一、金融开放新举措 
2、“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
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三年后不再设限”； 

入市承诺：证券公司不大于49%，人身险公司不大于50%。放开
坚持了多年的股比限制，不仅是彰显中国开放的决心，也证
明经过多年改革开放，中国金融业具备了进一步开放的条件
和实力 

3、“不再要求合资证券公司境内股东至少有一家是证券公
司”；2017年末我国仅有131家证券公司，与台湾地区大体
相当，仅为日本券商数量的一半，取消上述限制，将有利于
外资券商寻找中资合作伙伴。 



一、金融开放新举措 
4、“从5月1日起把互联互通每日额度扩大四倍，即沪股通及深股通

每日额度从130亿调整为520亿元人民币，港股通每日额度从105亿
调整为420亿元人民币”； 

目的：进一步完善内地和香港股市的互联互通机制，扩大股票市场
的双向开放，提升A股市场的流动性和国际影响力。2018年6月
起，234只A股将正式纳入MSCI指数体系。有机构估计，此举将有
可能给A股市场带来110-150亿美元的资金。调整沪深港通额度限
制将有效应对成交金额骤增的压力，增强投资者的信心。 
 



一、金融开放新举措 
5、“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
险公估业务”； 

拓展外资在保险中介服务领域的经营范围，有助于解决当前保
险代理和公估行业存在的从业人员素质不高、缺乏专业人才、
缺少公信力，以及规模小、实力弱、地域分布失衡等问题，
提高保险中介行业的服务质量和效率。 

6、“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与中资机构一致”。 

开放前，外资保险经纪公司仅只能经营国外再保险经纪业务。
经营范围狭窄导致外资机构专业优势无法发挥，也限制了保
险经纪领域服务能力和水平的提升。 



一、金融开放新举措 
在今年年底以前，还将推出以下措施： 

1、鼓励在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引入

外资； 

2、对商业银行新发起设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不设上限； 

3、大幅度扩大外资银行业务范围； 

4、不再对合资证券公司业务范围单独设限 

5、全面取消外资保险公司设立前需开设2年代表处要求。 

6、争取于2018年内开通“沪伦通” 

外资机构的反应迅速。英国韦莱保险经纪公司已提交了变更经营范围的申请。日本野

村控股株式会社、摩根大通、瑞士银行等都已提交将持股比例增至51%的申请。 



二、中外金融机构优劣势比较 
外资金融机构的竞争优势： 

——稳健+风控能力（资产负债表管理能力）。2017年四季度，外资银行的不良率
0.7%，远低于1.74%的平均水平。 

——资金优势（除银行） 

——吸引人才能力（市场化薪酬机制、全球资源） 

——全球市场经验 

——无政府压力，无需承担政策性业务（三个不低于、扶贫等） 

竞争劣势： 

——资金成本高 

——缺少拓展业务的人脉关系 

——业务模式有待本土化 



三、开放度加大带来的机遇 
——外资进入有利于形成多元化的竞争格局，有利于中资金融机构于建立更

加市场化的公司治理结构，有利于加快经营转型。 

——通过引入外资股东的风控体系和金融产品体系，深化与外资机构在金融

产品及服务上的合作，有利于提升中资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和能力，提高

金融效率。 

——有利于中资金融机构更好地理解海外市场文化、规则，了解海外市场、

产品、服务，拓展视野，从而推动中资金融机构提高“走出去”和国际化

的质量，进一步促进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 

——增加中外金融机构之间人才、信息等资源的交流，有利于中资机构优化

员工队伍和组织架构，整合内部运营流程，以及改进管理机制。 

 



四、开放带来的新挑战 
2007年外资银行资产1.25万亿，占比2.36%；2017年外资银行在华总

资产3.24万亿元，市场占有率下降至1.32%。在上海，外资银行资
产占比也刚刚超过10%。2016年年外资银行的资产收益率仅为
0.44%，不足银行业平均水平的一半。 

保险业外资占比自 2005年达到峰值（8.9%）后逐步降至 2016年的
5.6%，其中外资寿险占比7.43%，外资财险占比2%。 

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没有竞争力？ 

政策壁垒：持股比例，业务限制。如拟设分行的外国银行总资产不
少于200亿美元、外国银行分行应当由其总行无偿拨给不少于2亿
元人民币的营运资金、外国银行分行不得经营中国境内公民人民
币业务等。 



四、开放带来的新挑战 
对银行业的挑战： 

——风控能力（大银行和中小银行的问题不同） 

——资产负债期限错配 

——海外盈利能力（两个市场的资源调配和相互补充，共享客户） 

图：工农中建交、招商、中信推进国际化战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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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开放带来的新挑战 

对证券业的挑战 
——传统经纪业务为主 
——投行、财富管理业务能力不够强 
——智能投顾，综合服务平台等，考验公司的业务整合能力 
 

对保险业的挑战 
——资产负债管理。中国资本市场缺陷使得中资保险功能很难实现资产和负债

的久期匹配，加大的经营风险 
——产品创新（癌症保险、长期护理险等经验比较丰富） 
——经营成本相对偏高（香港保险产品为什么便宜？） 
——年金管理 



四、开放带来的新挑战 

对金融监管的挑战 

原有监管方式、工具是否适用？ 

——例如如何解决中资金融机构因负有政策性职能而与外资
机构不能平等竞争的问题？合意贷款规模管理办法是否适
用于外资银行？ 

——如何有效监管国内外市场联通程度提高可能带来的非法
套利行为？ 

——如何解决监管越位、缺位、不到位问题？怎样创造一个
公平竞争的环境，支持中资金融机构在市场竞争中取胜 



小结 
对中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而言，机遇大于挑战。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将优化竞争结

构，加快国外成熟金融产品的引入，提升资本市场的交易量和流动性。 

对金融机构来说，可能挑战大于机遇 

银行业：大银行雄厚资金实力、品牌、国家信用。小银行业务领域外资银行水土不服。
短期直接冲击不大，中长期压力会逐渐加大。 

证券业：竞争可能集中于投行、财富管理等利润丰厚的领域，海外业务。 

保险业：短期内对财险冲击不大，但以车险和价格竞争为主的业务模式已不可持续。 

农业保险、健康险、再保险、保险中介等领域，中资保险机构实力弱、专业能力不
足、风控机制不健全。 

大型保险公司相对安全，但产品和服务仍是软肋。中小寿险公司可能首当其冲。 



小结 
以开放促改革： 

——加快转型，危机感、竞争意识（中兴教训：在挑战面前，妄
自尊大、盲目自满、迟钝犹豫是最大的障碍）。提升服务实体
经济能力和经营效率，完善风控体系和机制，加快改进公司治
理结构 

——加快中资金融体系内部结构调整，兼并重组+抱团取暖 

——加快发展金融市场，丰富金融产品，完善交易制度，提高交
易效率 

——加快监管体制改革，构建更好的竞争环境。使监管更有弹
性、更有效率、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 



感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