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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t is an important period for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power to begin formally, and also 
a key period for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inanc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levant paths of high-quality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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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期间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相关路径探索
赵竟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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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四五”期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正式开始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论文重点针对
“十四五”期间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相关路径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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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现代化信息的发展过程中，金融业发挥着十分核心

的作用，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但是，分析

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发现中国金融的高质

量发展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与此同时，伴随而来的是金融

脆弱性和金融风险复杂性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对

“十四五”期间中国金融的高质量发展路径进行探索和研究。

2 促进金融开放与金融改革之间的良性互动

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当中，金融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在“十四五”期间，要想实现中国金融的高质量发展，就必

须要对行业存量状况以及宏观环境进行详细地分析，并以此

为基础推行金融开放政策，借助金融开放与金融改革之间的

相互促进作用来增强二者之间的有效互动。

首先，进一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将各种类型的金融机

构、金融产品以及金融服务引入中国市场，充分发挥其对中

国体制机制改革的促进作用。

其次，“引进来”与“走出去”要同时进行。对外，我

们要根据“宜快不宜慢，宜早不宜迟”的原则出台各项中国

金融开放政策，进而对外资银行、券商以及保险公司产生吸引，

借助这部分力量来提升中国金融布局速度。对内，我们要在

“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下，引导中资金融机构在外海的布局，

使其积极参与到国际竞争当中。

最后，加大各种金融开放渠道政策的整合与推广。虽然

近几年来施行的管道式、多渠道金融开放政策可以最大限度

地满足金融机构的具体发展需求，但是在各渠道政策相互矛

盾等问题的影响下，交易成本高、监管困难也是一个普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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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对这些金融开放渠道政策进

行科学的整合，提升这些政策的制度性与系统性，才能为中

国金融的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1]。

3 对资本项目开放持以审慎态度

在“十四五”期间，中国金融的高质量发展并不是一朝

一夕可以完成的，它需要有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分析中国

的金融领域发展现状，发现金融体制还需要进一步优化，风

险防控能力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允

许资本项目的盲目开放，一旦有跨境资本大规模进出，将会

对中国的经济体系稳定性产生影响，甚至导致严重的金融危

机。因此，我们还需要对资本项目开放继续持以审慎态度。

首先，对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政策进行持续性推进。自

1996 年资本管制彻底过渡到资本项目可兑换之后，外汇管理

部门也逐步加大了资本项目开放政策的推进，贸易投资的自

由性与便利性逐渐提高。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进一步将外汇

市场继续开放想全球投资者，使其在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中

获得发展。

其次，对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的作用进行充分地发挥。

通过对自贸试验区的分析，发现其在完善金融管理，优化金

融环境、促进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进一步发挥自贸试验区的作用，可以有效促进中国金融的高

质量发展。

最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大力推进人民币

国际化战略，也可以有效促进中国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近几年来，虽然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国际上的人民币信心明显增强，但是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依然

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加快资本项目可

兑换等相关政策的进一步推进，并以此为基础不断地为跨境

交易和投资的正常开展提供便利。只有这样，才能将人民币

国际储备货币的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需要注意的是，国际

环境的日益复杂，还需要提醒我们不能以为的加快资本项目

可兑换的进步，还需要把握一个度 [2]。

4 建立健全宏观审慎政策

在“十四五”期间，要想实现中国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还需要建立健全宏观审慎政策。因为金融开放具有双向性，

需要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详细的分析，并以此为基础确定

出金融开放的具体节奏和路径。在中国扩大金融开放政策的

过程中，资本的流动将会更加频繁，金融机构承担的风险也

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告诉我们，

金融市场有着很强的周期性和传染性，一个国家的金融风险，

很可能在其他国家快速传递开来。为了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

的发生，非常有必要建立健全宏观审慎政策 [3]。

首先，要对金融风险的防控工作予以高度的重视。金融

开放是一把双刃剑，合理的金融开放，可以促进国家的繁荣

和富强。但是不合理的金融开放，也可能使国家陷入前所未

有的危机。因此，我们要在扩大金融开放，实现中国金融高

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对金融风险进行重点防控。

其次，强化金融监管工作。在中国金融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过程中，只有强化金融监管工作，做好金融数据的综合统

计、加强金融风险波动的实时监测，才能为跨境资金流动的

有序性、安全性与稳定性提供保障。需要注意的是，在互联

网时代下，5G 技术、物联网技术与工业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

进步有可能对中国金融业的格局和形态产生巨大影响。对此，

我们在强化金融监管工作的过程中，还需要将科技手段和创

新意识融入到金融服务当中，对监管边界进行合理化的延伸。

最后，重视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构建一个与国际惯例、

国际金融市场规则相协调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只有这样，

才能为中国金融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保证 [4]。

5 提升中国金融的国际影响力

近几年来，全球金融治理局势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

传统金融治理话语权也越来越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

只有继续推进金融开放政策，实现中国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才能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获得应有的话语权和治理规则制

定权。

首先，要加快中国金融强国战略的布局，将其与国家发

展战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目前，中国已经设立了亚洲基础

设施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以及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们要积极利用这些金融平台与国际

金融组织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提升自身在国际金融治理中

的影响力。

其次，借助科技手段推进金融领域的创新发展，即在

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以及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下，提升金

融市场的深度与广度，为整个金融行业运行效率的提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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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

最后，对国际金融合作予以重视，并利用自身的国际影

响力对美元本位下的世界金融格局进行改变，维护国际金融

发展的安全性与稳定性 [5]。

6 结语

综上所述，自改革开放一来，中国的金融领域也由传统

的计划性金融转型成为市场化金融。“十四五”期间是实现

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只有促进金

融开放与金融改革之间的良性互动，对资本项目开放持以审

慎态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提升中国金融的国际影响力，

才能提升中国金融对各类金融风险的防控能力，为实现高质

量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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