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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两岸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两岸金融合作有了强烈的需求。构建金融竞争力指标体系，

比较大陆若干省市与台湾金融发展情况，发现两岸金融发展各有优势，存在较大的合作空间。两岸金融发展水平不

同，应从积极协商、扩大开放、加强监管等方面，逐步放宽金融业务政策限制，克服政治阻碍，共同推进两岸金融

开放与合作，不断提升两岸金融竞争力，努力实现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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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两岸经贸合作迅速发展，

逐渐形成了互利互补的经济格局。据台湾 “关税总

局”统计，两 岸 进 出 口 货 物 贸 易 额 从 2000 年 的

305. 33 亿美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1 310. 1 亿美元，增

长了近 4 倍之多，两岸贸易关系十分密切。金融是

现代经济的核心，随着经贸活动的日益频繁，两岸

对资金往来、货币兑换、结算等金融业务的需求越

来越大，金融合作步伐不断加快。两岸金融合作始

于 20 世纪 90 年代，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

是两岸加入世贸组织 ( WTO) 前，金融合作以间接

往来为 主; 二 是 《海 峡 两 岸 经 济 合 作 框 架 协 议》

( ECFA) 签署前，两岸金融合作稳步发展; 三是当

前两岸金融合作快速发展。

一、文献综述

与两岸金融合作发展阶段相呼应，入世以后学

者对两岸金融合作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讨，并取得

了诸多研究成果。邓利娟［1］阐述了入世后实现两岸

金融合作的必要性与紧迫性，针对两岸金融关系中

存在的金融业务直接往来、互设金融机构、货币兑

换等主要问题，提出要开创入世后两岸金融合作的

新局面; 林竞君和叶李伟［2］分析了入世以来两岸金

融关系的变迁，认为合作仍是主流; 衣长军［3］基于

海峡两岸金融合作的现状和客观要求，认为政策限

制、官方协商平台缺失、技术与制度标准不协调等

问题是制约两岸金融合作的瓶颈。随着 2008 年台湾

岛内政局的重大变化，两岸经贸关系取得了较快发

展，特别是 ECFA 签订后，两岸金融合作步伐明显

加快。叶耀明和曲伟玮［4］深入探讨了 ECFA 签订后

两岸金融合作的新变化，认为 ECFA 有利于发展两

岸贸易平衡、改善两岸投资关系、为台资金融进入

大陆创造有利条件，应从加快引进台湾金融机构、

扩大与台资银行的合作领域、推动两岸银行间直接

932018 年第 5 期 易小丽: 海峡两岸金融竞争力比较及合作前景分析

DOI:10.19473/j.cnki.1008-4940.2018.05.008



通汇、建立两岸货币回流渠道和清算机制等方面进

一步推动两岸金融合作; 龚天行［5］认为，待 ECFA

生效后，台湾金融业将面临新的契机及挑战。除了

对两岸金融合作总体形势进行探讨外，学者们还对

两岸金融合作的具体内容做出了积极有效的探讨。

李梁坚和杨智勇［6］通过对台湾银行业投资大陆进行

SWOT 分析，探讨了两岸银行业合作的前景; 刘义

圣和林菁菁［7］主要分析了海峡股权交易中心的运营

给两岸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的促进作用; 章和杰和李

璐［8］提出通过互联网金融实现两岸多层次资本市场

合作。

从已有研究来看，两岸学者们主要从实践操作

层面出发，研究两岸金融合作机制的完善、制度的

设计、合 作 的 障 碍 以 及 重 大 事 件 或 政 策 ( 比 如

ECFA 签署) 的影响等，对两岸金融合作的内在机

理和动因分析不够深入。曹小衡和阮向前［9］从银行

业、证券业、保险业、风险投资等四个行业比较了

两岸金融竞争力，但只是一种描述性分析; 罗薇薇

和曾五一［10］ 从金融规模、金融深度、金融外部环

境、金融开放度四个维度分析了两岸金融竞争力，

结果表明两岸金融合作有互补空间，但他们的指标

体系包含较多变量，变量间相关度较高。笔者试图

从金融体系和金融生态环境内外两个维度的相互作

用出发，剖析两岸金融合作的内在动因，阐述两岸

金融竞争力提升的动力机制，通过构建两岸金融竞

争力评价体系，深入分析两岸金融合作的现实条件，

以进一步寻求两岸金融合作的空间，共同提升两岸

金融竞争力。

二、金融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金融竞争力分析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机构是瑞士

洛 桑 国 际 管 理 学 院 ( IMD ) 和 世 界 经 济 论 坛

( WEF) 。但 IMD 是基于国家层面，把金融体系作为

国际竞争力的八大构成要素之一进行评价，本质上

并不是对金融体系竞争力的专门研究，而 WEF 在指

标选择上以定性指标为主，过多依赖企业家的问卷

反馈，主观性较强。金融发展不仅涉及金融产品和

金融服务的创造，还与整个金融环境有关。一个完

整健康的金融系统通常包括金融体系主体和金融生

态环境，强调金融组织内部与其外部环境之间双向

循环、良性互动的关系。一个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可

以吸引各类资金流入，打造资金洼池，从而提高地

区金融竞争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反之，一个

较差的金融生态环境使得资金流入缺乏安全保障，

最终导致资金外流，从而不利于地区经济发展。影

响金融竞争力的因素很多，涉及经济、科技、教育

等方面，且各因素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要系统分析

评价这些因素，就必须建立一个综合评价体系。尽

管 IMD 和 WEF 使用的指标体系较为权威，但操作

起来难度较大，在参照国内外现有的金融竞争力评

价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结合现实情况和数据可获得

性，选取金融生态环境竞争力和金融体系竞争力两

大类指标进行分析，每个大类指标下设若干具体的

指标，这些指标能够从不同角度出发，全面描述两

岸金融发展状况，对金融竞争力评价具有一定的解

释力度。

( 一) 金融生态环境指标

金融生态环境代表的是金融体系运行的外部环

境，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较为明显。一个地

区的金融体系只有在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下才得以

将其竞争力充分发挥出来。自 2004 年周小川在国内

首次提出金融生态这一概念以来，国内学者对金融

生态问题展开了许多有益的研究。关于金融生态环

境指标，由于金融生态这一概念较为宽泛，许多学

者根据各自的理解进行构建，得出了不同的评价结

论［11－12］。参考现有文献，结合两岸金融生态环境的

现实，构建包括经济基础、财政稳定、对外开放、

人口素质四个方面的金融生态环境指标。与其他文

献不同的是，笔者所选取的金融生态环境指标侧重

于宏观层面的金融环境，包括人均 GDP、进出口总

额和实际利用外资占 GDP 比重、财政收入、人口素

质等方面的内容。实践证明，没有足够雄厚的宏观

经济作支撑，金融竞争力就不可能快速提高。纵观

大陆省域经济发展现状，诸如上海、广东、江苏等

省市，随着地区经济的迅猛发展，金融实力也得以

04
福建商学院学报

JOUＲNAL OF FUJIAN BUSINESS UNIVEＲSITY 2018 年第 5 期



提升，金融竞争力也远远强于其他省份。

( 二) 金融体系指标

金融体系是在金融生态环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根据 IMD 指标体系，金融体系竞争力包括金融规模

和金融效率两个方面。金融规模体现的是量，金融

效率体现的是质。在评价金融体系竞争力时，要同

时兼顾质与量。一个地区具有金融竞争力，不仅仅

有金融规模的扩张，还涉及金融效率的提高。金融

规模包括银行业金融机构各类存贷款余额、保险业

保费收入和赔付金额、证券业上市公司数及其市值，

金融效率可以用金融贡献率、保险深度、证券化率

三个指标来衡量。金融贡献率等于贷款与 GDP 之

比，能够反映金融机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 保

险深度等于保费收入与 GDP 之比，能够反映保险业

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证券化率等于上市公

司股票市值与 GDP 之比，能够反映地区资本市场的

发育程度。通过对上述指标进行分类和总结，指标

体系构成详见表 1。

表 1 两岸金融竞争力指标体系

Tab. 1 The index system of cross－Straits financial competitiveness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金融竞争力

金融生态环境竞争力

金融体系竞争力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X1

第三产业占比 X2

地方财政收入 X3

进出口总额占 GDP 比重 X4

实际利用外资占 GDP 比重 X5

每千人高等教育在校生数 X6

金融机构网点数 X7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X8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X9

保费收入 X10

上市公司数 X11

股票市值 X12

金融贡献率 X13

保险深度 X14

证券化率 X15

三、海峡两岸金融竞争力比较

已有文献对闽台金融竞争力进行了广泛研究，围

绕福建与台湾金融发展状况，探讨二者合作的空间和

前景［13］。推进两岸金融合作是福建自贸试验区建设

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福建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最大

的亮点。然而近年来，福建对台经贸往来的优势有所

弱化。据商务部统计，2015 年两岸贸易额排名靠前的

是广东、江苏和上海，这三个省市对台贸易额占两岸

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二［14］，且中西部地区对台贸易额

也在迅速增长，这意味着要全面比较两岸金融竞争力

状况，就必须充分考虑与台湾地区发生密切经贸关系

往来的这些省市。囿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笔者选取了

2016 年大陆 30 省市的数据 ( 不包含西藏) ，并与台

湾金融竞争力进行比较，以期揭示两岸金融合作的动

因。数据来源为各地区统计年鉴、区域金融运行报

告、CEIC 全球经济数据库等。因子分析结果见表 2。

( 一) 从整体评价结果来看，广东、北京、江苏、

上海、台湾和浙江金融竞争力强

按照因子特征值大于 1、累计贡献率大于 80%的

要求，从 15 个变量中提取 3 个主要因子，这 3 个因

142018 年第 5 期 易小丽: 海峡两岸金融竞争力比较及合作前景分析



子可以代表原有变量绝大多数特征信息。3 个主要因

子累计贡献率为 0. 8957，说明这 3 个主要因子能够反

映 89. 57%的总体信息，可信度较高。为了对海峡两

岸金融竞争力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评价，对 3 个主要

因子采用默认回归法计算因子得分。从综合因子得分

来看，广东、北京、江苏、上海金融竞争力较强，排

在大陆前四名的位置，排名靠后的青海、宁夏、贵州

等地经济发展相对靠后，对其金融竞争力形成一定阻

力。广东金融实力位居大陆前列，为进一步加强粤台

两地金融产业的合作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的有力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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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比如举办穗台金融论坛、广州“金交会”，为两

岸金融合作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更加清晰了解海峡两岸金融竞争力的基本情

况，将大陆 30 个省市和台湾分成四个段位，竞争力

分别为强 ( 综合得分＞0. 5) 、较强 ( 0＜综合得分＜

0. 5) 、中等 ( －0. 5＜综合得分＜0) 、较弱 ( 综合得分＜

－0. 5) 。广东、北京、江苏、上海、浙江和台湾归为

第一类，这些区域的综合因子得分均大于 0. 5，金融

竞争力强; 大陆的其他省市金融竞争力处于较强或中

等类别; 宁夏和青海金融竞争力较弱。

( 二) 从主要因子得分来看，海峡两岸金融竞争

力各有优势

基于表 2 的实证结果，大陆与台湾在 3 个主要因

子上的得分排名有所不同。首先，第 1 个主因子涉及

人均 GDP、人口素质、金融规模等相关指标，广东、

江苏、山东、浙江等地在第 1 个主因子上得分靠前，

说明大陆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规

模上已经逐步缩小与台湾的差距，部分地区甚至超越

了台湾。金融规模的大小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度较

高，大陆经济发达、人口素质较高的地区，第 1 个主

因子得分较高，表明大陆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金

融竞争力得分较高，金融业较发达。比如，广东、江

苏、上海的金融生态环境良好，吸引了不少台商台

资。其次，第 2 个主因子涉及第三产业占比、金融效

率等相关指标，台湾在第 2 个主因子上列居首位，说

明台湾服务业发展具有较强优势。近年来，台湾服务

贸易规模迅速发展，两岸服务贸易合作热度也较高。

一方面服务业发展是大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点，

发展空间广阔; 另一方面台湾服务业发展成熟，拥有

先进的服务管理水平，两岸服务业相互开放是一件互

利互惠的事情。为此，2013 年两岸签署了 《海峡两

岸服务贸易协议》，该协议涉及通讯、旅游、金融等

多个服务行业的开放，其中大陆方面开放力度非常

大，允许台湾的银行在福建设立异地支行，在大陆发

起设立村镇银行，对保险业、证券业也给予了大幅开

放。这本是一份互利双赢的协议，可是由于台湾岛内

的极力阻拦，一直无法通过。这既不利于深化两岸金

融合作，也不利于台湾经济发展。就目前两岸金融合

作来看，更多的是大陆对台湾开放金融市场，而台湾

出于对大陆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大陆金融机构入岛“挤

压效应”的担忧，开放度并不高。再次，第 3 个主因

子涉及实际利用外资占 GDP 比重等指标，台湾该指

标得分最低，说明其在对外金融开放特别是对大陆开

放方面相对保守和谨慎; 相反，大陆不断扩大对外开

放，融入世界经济。自 2013 年上海自贸试验区批复

以来，一批又一批的台资贸易、咨询、文化创意、信

息科技企业选择落户区内，与此同时，台湾金融业也

相继在自贸区内设立机构开展业务。自贸试验区的金

融创新及政策红利对台商、台资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从而给上海带来了新一轮的“台商投资热”。

四、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前景分析

两岸金融竞争力的比较与分析发现，良好的金融

生态环境是提升金融竞争力的有力保证。两岸金融合

作滞后于经贸合作，其原因与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息

息相关。为了更好地开展两岸金融合作，大陆方面要

不断优化金融生态环境。通过金融体系竞争力比较发

现，大陆金融规模相比台湾具有明显优势，说明大陆

金融市场需求较大。台湾银行、保险、证券市场发展

较为完善，在风险管理、产品创新等方面具有相对优

势，说明台湾管理先进。为了进一步深化两岸金融合

作，两岸应取长补短，共同打造现代和谐金融。

( 一) 积极协商，实现金融合作共同发展

积极推进两岸金融合作，对两岸经济发展都有

利。然而两岸现有的金融合作层次并不高，还需继续

努力，开展更深层次的金融合作。为了实现更深层次

的金融合作，需要两岸积极配合，共同协商。大陆方

面，要努力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不断优化产业

结构，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台湾方面，要尽量改变长

期以来对大陆金融合作的限制性思维和做法。造成两

岸金融合作不对等开放的原因之一在于大陆与台湾经

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距，两岸金融业发展阶段也不

同。数据显示，台湾人均 GDP、第三产业占比远超过

大陆。与大陆相比，台湾金融体系市场化较早，管理

理念更先进。台湾金融业进驻大陆的主要目的在于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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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市场，寻求利润; 而大陆金融业进驻台湾，除了更

好地服务大陆台商之外，主要是想通过与台湾金融业

合作，学习和借鉴其先进经验，提高金融业务水平，

进一步提升两岸合作空间。在这种不对等的经济发展

水平和金融发展阶段背景下，为了寻求共同发展，需

要双方共同努力。

( 二) 扩大开放，实现金融合作广泛对接

目前两岸金融合作主要集中在福建省、长三角、

广东省等地区，合作的内容较为有限，包括互设金融

机构、货币兑换、结算等。2012 年 8 月两岸货币管理

部门正式签署《海峡两岸货币清算合作备忘录》，此

举不仅为两岸经贸往来提供便利，也给两岸金融合作

带来发展机遇。建立两岸货币清算机制后，两岸金融

机构可以互开相应币种代理账户，办理多种形式结算

业务，这为台湾金融业带来了新的业务增长点，也降

低了两岸民众和企业在汇款、贸易、投资等方面的交

易和结算成本。未来两岸金融合作要进一步完善建立

两岸货币清算机制，推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快速

发展。如今，两岸金融合作随着两岸贸易投资的地域

转移逐渐向其他沿海地区或中西部地区展开，未来可

以在充分吸收福建、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等先行

成果经验基础上，扩大合作范围，引导两岸金融合作

向大陆更广阔的内陆地区进行转移，促进两岸金融业

转型。

( 三) 加强监管，实现金融合作安全有序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金融风险管理

与控制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大陆部分省市比如

福建、浙江等，银行不良贷款率超过 2% ( 数据来源

于《区域金融运行报告》 ) ，金融风险系数较高。为

了积极推动两岸金融合作深化发展，必须健全两岸金

融监管合作。2010 年初两岸金融监管合作备忘录正式

生效，两岸银行业、证券业、保监管机构都将据此建

立监管合作机制，但该备忘录并不具备法律效力。

2015 年，福建银监局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定期向监管

部门报送试验区机构、试验区新型业务、试验区涉台

业务、试验区非居民业务和试验区创新动态等 5 个维

度的数据和信息［15］，该报表制度也是福建自贸试验

区金融开放的一项重要举措，极大地推动了闽台金融

合作先行先试。未来随着两岸金融合作的不断深化，

金融监管合作也要进一步加强。

参考文献:

［1］邓利娟 . 两岸入世后金融交流与合作问题的探讨［J］. 台

湾研究集刊，2002( 3) : 63－71.

［2］林竞君，叶李伟 . 入世以来两岸金融关系的变迁及策略建

议［J］. 亚太经济，2003( 4) : 45－47.

［3］衣长军 . 海峡两岸金融合作的瓶颈与机制创新构想［J］.

经济纵横，2007( 6) : 52－55.

［4］叶耀明，曲伟玮 . ECFA 与海峡两岸金融合作新变化［J］.

上海金融，2011( 6) : 28－32.

［5］新华网 . 台富邦金控总经理龚天行: ECFA 创商机也培育沃

土［EB/OL］. ( 2011 － 06 － 30) ［2018 － 08 － 30］. http: / /

www. chinanews. com/ tw /2011/06－30/3148774. shtml.

［6］李梁坚，杨智勇 . 两岸银行业合作的现状及对策研究［J］.

现代台湾研究，2015( 6) : 47－51.

［7］刘义圣，林菁菁 . 海峡股权交易中心的现实作用与发展策

论［J］. 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 11) : 172－176.

［8］章和杰，李璐 . 互联网金融促进两岸多层次资本市场合作

探讨［J］. 台湾研究，2016( 6) : 46－53.

［9］曹小衡，阮向前 . 海峡两岸金融竞争力比较及合作研究

［J］. 长白学刊，2017( 6) : 77－83.

［10］罗薇薇，曾五一 . 两岸金融合作的空间与路径分析———

基于区域金融竞争力的比较分析［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7( 11) : 69－75.

［11］中国人民银行洛阳市中心支行课题组 . 区域金融生态环

境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 金融研究，2006( 1) : 167－177.

［12］陈雁云，刘晔 . 江西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价［J］. 江西社

会科学，2013( 5) : 77－81.

［13］黄梅波，李菲瑜 . 两岸金融合作: 现状与前景［J］. 福建论

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 1) : 35－39.

［14］商务部台港澳司 . 2015 年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经济贸

易关系［EB/OL］. ( 2016－05－09) ［2018－08－30］. http: / /

tga. mofcom. gov. cn /article /sjzl / zs /201605/20160501314157.

shtml.

［15］中国银监会福建监管局办公室 . 中国( 福建) 自由贸易

试验区银行业监测制度( 试行) ［EB /OL］. ( 2015－ 08－

31) ［2018－08－30］. http: / /www. fzftz. gov. cn /show. aspx?

Id= 1153＆ctlgid= 535447.

44
福建商学院学报

JOUＲNAL OF FUJIAN BUSINESS UNIVEＲSITY 2018 年第 5 期



Analysis of Cross－Straits Financial
Competitiveness and Cooperation Prospects

YI Xiaoli

( School of Economics，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108，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 up，the cross － Straits relations in economy and trade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close，which creates a great demand for financi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of several provinces in the mainland and Taiwan by constructing financial

competitiveness index system and finds that with respective advantages in different aspects，both sides of the Straits

can enhance their financial cooperation. Therefore，it is proposed to relax policy restrictions and remove political

barriers through negotiating，expanding opening－up and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so as to promote cross－Straits

financial competitiveness and bring benefits to both s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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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Contents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Opening－Up for a New Era

YU Jianxiong

( Department of Economics，Fujian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ujian Administrative College，Fuzhou 350001，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current mild inhibition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of development，Xi

Jinping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important discourses on opening－up on the basis of Marxist theory of opening－up，which

have stro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such as multiple balance，security and efficiency． The main contents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opening － up include: introducing the new concept of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establishing a new－era global partnership，expanding imports and developing balanced trade，and creating a

new landscape in all － round opening －up under the establishment of pilot free trade zones and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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