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述 评

3值班总编:卢海容 值班编辑：梁丽春 值班校对：符莉萍
www.sanyarb.com.cn

2018年 4月 12日 星期四聚焦
2018年年会

博鳌亚洲论坛

在 10 日的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
会开幕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提
出，去年年底宣布的放宽银行、证券、
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要
确保落地，同时要加大开放力度，加快
保险行业开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
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
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

11 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
国家外汇局等金融部门迅速行动，开放
的具体举措密集宣布。中国金融业由
此开启对外开放的新篇章。

新动作连连：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步履

从未停顿

11 日上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
宣布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 10 余条举
措之后，中国证监会随即宣布沪港通、
深港通每日交易额度扩大 4 倍。

“5 月 1 日起将沪股通及深股通每
日额度分别调整为 520 亿元，沪港通下
的港股通及深港通下的港股通每日额
度分别调整为 420 亿元。”

业界认为，证券领域开放措施如此
迅速落地，折射的是中国金融业开放的
决心，彰显出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自信
和底气。

随着中国金融业开放路线图的明
确，证券业开放正在进入深水区。一系
列新动作将在未来几个月内落实：证券
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的外资
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 51％，三年后不

再设限；不再要求合资证券公司境内股东
至少有一家是证券公司；今年年底前，不
再对合资证券公司业务范围单独设限。

证 监 会 新 闻 发 言 人 高 莉 11 日 表
示，证监会在积极推进“沪伦通”准备
工作，将与英方共同努力，争取 2018 年
内开通。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将会同有关
部门研究推进 QDII 改革，根据国际收
支状况、行业发展动态以及对外投资情
况，进一步完善 QDII 宏观审慎管理。

中国资本市场近年来对外开放步
伐从未停顿。沪港通、深港通顺利开
通，境内交易所同“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交易所积极开展务实合作，A 股成
功纳入 MSCI 指数，我国首个国际化期
货品种原油期货正式在上海国际能源
交易中心挂牌交易……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
利辉认为，证券业的进一步开放是中国
金融壮大的路径，也是实体经济发展的
抓手。扩大开放能够让内资证券机构
逐步增强国际竞争力，也有助于引导更
多的智慧资本服务中国实体经济发展。

开放范围广：
银行业金融机构几乎全覆盖

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
外资持股比例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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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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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由银行扩
大到几乎所有的持牌银行业金融机构，
既包括新设立的比如金融资产投资公
司，也涵盖即将设立的比如理财公司，
体现了由点到面、由浅到深的全方位开
放。”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
任曾刚认为。

除了放宽市场准入，中国还将大幅度
扩大外资银行业务范围。专家认为，外资
银行的分行和子行的业务范围不同，这对
不同类型的机构来说有不同内涵，从大范
围上来讲，之前外资银行介入比较少的一
些业务，比如债券承销等有望放开。

曾刚表示，从放宽市场准入到逐步
放开业务准入，机构范围从银行扩展到
更多类型，这表明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
的速度、幅度和深度在不断提升。

“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外资的进入放
任不管，开放政策旨在实行内外一致的
监管规则，而不是对外资有特殊倾斜。
外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依然要满足金
融监管部门的投资准入条件，遵守业务
经营的规则。”曾刚说。

准入政策再优化：
保险业开放迈上新台阶

保险业也迎来一大波实打实的开
放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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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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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底以前
全面取消外资保险公司设立前需开设

2 年代表处要求。
“保险业的放开，促进保险市场的

进一步完善，有利于提高我国保险市场
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从保险大国向保险
强国迈进。”北京工商大学保险研究中
心主任王绪瑾说，保险市场的完善有助
于保险发挥社会“稳定器”和经济增长

“助推器”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保险与经济发展

研究中心主任郭金龙认为，保险代理、
公估、经纪业务等本地特点比较强，内
资公司具有天然的竞争优势，而且这些
年内资保险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不断提
高，开放政策对行业的影响不会很大。

近些年，我国保险业对外开放取得
了阶段性成果。分步骤取消外资在财
险企业中的持股比例限制，逐步取消地
域限制，健全法律法规体系等，吸引了
一批外资险企进入中国市场。目前有
16 个国家和地区的保险机构，在我国
设立了 57 家保险机构。随着我国保险
行业快速发展，更大程度的开放已经成
为现实需求。

记者从监管部门获悉，下一步，监
管部门将进一步优化准入政策，引入更
多优秀的境外保险机构；进一步优化监
管政策，鼓励已经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
保险公司，进入健康、养老、巨灾保险
等业务领域，参与保险经营新模式的探
索，参与保险行业的各项改革等。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力度前所未有！

中国释放金融业对外开放强信号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李延霞 刘慧 许晟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
论坛 2018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
主旨演讲释放出金融业开放
的强烈信号，令人振奋。随即
中国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
具体政策密集发布。让全球
感受到中国的大国自信、真诚
与大度。

一言九鼎，信守承诺。早
在 2017 年，在一系列重要会议
上，中国就释放出了要扩大金
融 领 域 对 外 开 放 的 重 要 信
号。从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到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扩大金融
开 放 都 有 清 晰 且 详 尽 的 论
述。去年年底，中国就宣布了
一系列放宽银行、证券、保险
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
施。今日，金融业对外开放再
跨一步，正是落实中国对世界
的承诺。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
的日益增强，中国金融业和金
融市场也不断发展壮大。在
过去的 40 年中，中国在金融
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业已
成为世界公认的金融大国。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博鳌
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上所说
的，实践证明，过去 40 年中国
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
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
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

件下进行。
要支持并符合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需要，扩大金融业对
外开放是不二选择，这也是从
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必须
迈出的一步。

翻开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
的历史，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
金融领域，正是因为参与了激
烈的国际竞争才培养了我们
的竞争力，也只有在竞争中摸
爬滚打才能做大做强。

改革开放 40 年的实践已
经告诉我们，中国经济与金融
经受住了各种危机的考验，有
信心有能力应对来自全球的
挑战，更愿意与世界各国共同
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

今 日 之 中 国 已 非 往 昔 。
我们有自信、有底气自觉地扩
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更要用开
放促进改革和发展，以主动开
放的姿态，顺应历史潮流，勇
担时代重任，敢做弄潮儿。经
过努力，中国金融业竞争力必
将明显提升，资本市场必将持
续健康发展。

全球化的浪潮势不可挡，
从旁观者到参与者，从坚定的
支持者到坚强的捍卫者，中国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现了一
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对历史
潮流的理解和诠释。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扩大金融业开放
彰显中国气度

新华社记者 刘开雄

立鳌头，观滂滂大潮。临沧海，看
巍巍东方。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演讲，
宣示中国与世界携手同行、共同发展
的坚定决心，尽显中国敞开大门、开
放融通的广阔襟怀。新时代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的崭新画卷，正在世界面前
不断铺展开来。

勇立潮头，心系世界，引领方向。
习 近 平 主 席 的 博 鳌 演 讲 ，世 界 在 倾
听，元首外交的“博鳌时间”，世界在
关注——品读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深
邃和宏远，感受当代中国与世界共谋
发展的诚意和担当。

——在奔涌不息的时代洪流中，
中国将更加坚定地高擎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的鲜明旗帜。

大航海时代以降，人类从未像今
天这样紧密相连，又从未像今天这样

面临如此纷繁复杂的挑战。从地区冲
突、贫富鸿沟、保护主义等现实难题，
到网络安全、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
疾病等非传统威胁，面对大发展大变
革大调整，世界何去何从？前途指向
何方？

这是时代之问、世界之思。
“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

共同心声，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愈发
陈旧落伍，妄自尊大或独善其身只能
四处碰壁。”习近平主席发出呼吁：只
有坚持和平发展、携手合作，才能真
正实现共赢、多赢。

40 年前，“中国号”巨轮驶向改革
开放的辽阔海域。风云变幻中，坚持
和平发展、倡导合作共赢始终是这艘
巨轮的航行准则。“一带一路”向世界
延展，日益成为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
的最广泛国际合作平台；澜沧江－湄
公河合作蒸蒸日上；中国首倡建立的
亚投行稳健运营；中国与中东欧合作
渐入佳境；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
合作机制、中非合作论坛、中国－拉
共体论坛成为面向不同地区、不同领

域的坚强合作纽带。
前来参加论坛的联合国秘书长古

特雷斯说，当今世界许多和平与发展
问题，需要通过全球合作来解决，相
信中国未来数十年会在国际事务中发
挥更大影响力。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说，打造更加繁荣的亚洲和世界既是
我们的共同利益，也是我们的共同责
任，各国应当加强合作实现共同繁荣
的梦想。

—— 在 开 放 与 封 闭 的 战 略 抉 择
中 ，中 国 将 更 加 坚 定 地 架 设 互 联 互
通、开放融通的宽广桥梁。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中国改革
开放 40 年的伟大实践表明，中国经济
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
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
开放条件下进行。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
越开越大！”习近平主席的铿锵宣示，
向 世 界 发 出 明 确 信 号 ：保 护 主 义 思
维、以邻为壑做法、单边主义行动都
不是中国选项，中国将顺应开放融通
的时代潮流，按照自身发展节奏扩大

开放，坚定维护多边贸易，推动贸易
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始终做世界和
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
秩序的维护者。100 多年来，中国走过
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全面
融入世界的艰辛历程，能更深刻地理
解开放发展、融通共进所迸发的澎湃
动力，能更主动地在对外开放的理念、
架构、机制建设上不断升级。

上善若水，海纳百川。中国秉持
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提出“一带一
路”等开放倡议，不打地缘博弈小算
盘，不搞封闭排他小圈子，不做凌驾
于人的强买强卖，而是建设各国共享
的百花园，打造联动发展的大平台，
筑就开放融通的主渠道。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说，习近平主
席的演讲针对当前国际经贸形势作出
了 回 答 ，各 国 必 须 合 作 应 对 保 护 主
义。“开放！开放！开放！这才是面
向未来的最佳做法。”

——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变局中，
中国将更加坚定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建设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世
界，这是千百年来人们思索探求的永
恒命题。

“我希望，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携
手前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创和平、安宁、繁荣、开放、美丽的
亚洲和世界。”“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对话协商、共担责任”“同舟共济、合
作共赢”“兼容并蓄、和而不同”“敬畏
自然、珍爱地球”。面向未来，习近平
主席进一步明确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
系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的 前 进 路
径。这是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历史
自觉，彰显和而不同、天下为公的文
明底蕴。

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对中国和平
发展的传承与创新，也承载着中国对
建设美好世界的理想和追求。它超越
了国别、党派和制度的异同，顺应谋
发展、求合作的时代潮流，汇聚起各
国都认同的最大公约数，蕴含着人类
都接受的共同价值，获得越来越多国
家的支持和响应。

“建立一个没有纷争、所有国家都
获 得 发 展 、所 有 人 都 幸 福 生 活 的 世
界，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刚刚卸任博
鳌亚洲论坛理事长的日本前首相福田
康夫说，“将理想变为现实，需要政治
家 高 瞻 远 瞩 ，并 尽 最 大 努 力 付 诸 行
动。中国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并且中国具有
实践的能力”。

欧洲议会欧中友好小组秘书长盖
琳说，人类的未来，必将是世界各民
族因共同命运而聚集到一起并建立一
个相互合作的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无疑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的

“最佳选择”。
时代潮涌，中国向前。习近平主

席曾说过，亚洲和世界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的事业没有终点，只有一个接
一个的新起点。进入新时代的中国，
将与世界同行，为人类担当，坚持开
放共赢，勇于变革创新，与各国携手，
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勇毅
笃行，开创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
（新华社海南博鳌4月11日电）

书写中国同世界交融发展新篇章
新华社记者 韩墨 周慧敏

4 月 11 日，博鳌亚洲论坛“互
联网的下半场”分论坛举行。

本报记者 翁叶俊 摄

新华视点

与会嘉宾精彩发言引媒体关注。
本报记者 翁叶俊 摄

与会人士：

“泛南海经济合作”
助力南海繁荣稳定

新华社海南博鳌 4 月 11 日
电（记者 潘洁 伍鲲鹏）博鳌亚洲
论坛 2018 年年会南海分论坛 11
日在海南博鳌举行。与会嘉宾认
为，加强泛南海经济合作潜力巨
大，有助于推动南海繁荣、稳定和
发展。

外交部边海司司长易先良在
发言中表示，泛南海经济合作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潜力巨大，领域广泛，
效果可期。

他认为，相关合作可以南海
沿岸国为中心区域，构建开放性
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网络，以海上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依托，以海
洋经济和产业合作为主题，以开
展海洋生态和环保合作为范例，
促进区域内生产要素和商品服务
的自由流通。

“中方愿同各方特别是东盟
国家一道，积极推进泛南海经济
合作，构建泛南海地区合作平台，

共同把南海建设成和平之海、友
谊之海、合作之海。”易先良说。

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
在发言中指出，各方应通过推进

“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与构建“泛
南海经济合作圈”，实现地区规则
制定与海上合作机制建设“双轮
驱动”的良好格局，助力南海长治
久安。

吴士存建议，在建设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框架下打造“泛
南海经济合作圈”，可采取开放型
合作方式，分步骤吸纳泛南海及
周边地区国家，以具有一定合作
基础与潜力的产业和项目为切入
点，推进沿岸国在海空互联互通、
临港经济、海洋旅游、渔业养殖、
海洋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合作。

本次分论坛的主题是“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与泛南海经济合
作”。来自南海区域内外十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参
加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