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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简介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是在上海市政府支持下，

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与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于 2007 年 10 月共同发起

创办。研究院通过开展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前沿研究，为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服

务，为中国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稳定发展服务。研究院定位为开放、国际化的学

术交流平台，依托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有利条件，积极研讨新发展格局下金

融开放与服务业发展的机遇与路径，致力于为金融市场、金融监管部门及广大金

融投资者、消费者提供一流的研究、咨询和培训服务，成为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

心和推动金融机构、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研究院每年常态化立项承接 10 多个上海金融系列重点课题、提交各类决策

咨询专报 60 多份、举办论坛峰会与沙龙讲座 20 余场、出版学术研究著作多部、

发表各类报刊媒体文章逾百篇。研究院创新性研制“全球资管中心评价指数”，

自 2021 年起已持续发布 3 期指数报告，日益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 

2022 年 12 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以研究院为基础，发起设立“中欧陆家

嘴金融 50 人论坛（CLF50）”，汇聚了首批 100 余位经济金融专家，致力于

打造上海及长三角地区极具成长性的经济金融思想交流平台。CLF50 现由研究

院院长、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姜建清教授，研究院理事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院长汪泓教授任联席主席；由研究院创始理事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原院长朱晓

明教授，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上海市原常务副市长屠光绍教授任学术顾问；

由研究院高级学术顾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教授，研究院常

务副院长赵欣舸教授等任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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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对我国金融业改革开

放提出了更高要求，也赋予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更多使命。当前，上海已实

现高标准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确立了以人民币产品为主导、具有较强金融资

源配置能力的全球性金融市场地位，特别是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

规划明确提出“两中心、两枢纽、两高地”建设的目标指引下，上海从加快金融

改革创新、提升金融市场功能、健全金融机构体系、聚焦国家发展战略、扩大金

融开放合作、优化金融发展环境等多个方面发力，持续推进更高水平的金融服务

业对外开放与发展。 

《2023 上海金融前沿研究报告》是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在上海市地

方金融监管局的委托及指导下开展的系列课题研究成果。报告不仅聚焦于当前国

际金融形势的重要议题，还探讨了金融领域的发展趋势与前沿动态。对绿色与可

持续金融、国际金融监管、离岸金融与航运金融等多个关键领域进行了关注与研

究。报告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从课题的立项、论证、调研及完稿，凝聚了上海市

地方金融监管局领导及业界专家的建设性建议和帮助。管中窥豹，见微知著。其

间述及的许多经济金融热点问题，有的已达成了阶段性结论，有的本身是未尽的

开放性议题，值得持续关注。 

“绿色企业资本成本国际比较分析及政策启示”课题通过实证研究对不同国

家间绿色企业资本成本差异进行分析，探讨如何从政策层面降低企业的资本成本，

提出我国可从绿色贷款、绿色债券、财税工具、信用提升支持以及可持续金融分

类体系等方面改善绿色企业资本成本的政策建议。“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与欧洲

国家级碳市场协同发展对中国的启示”与“可持续金融助力上海稳固国际金融中

心地位的思路和举措研究”课题分别通过梳理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欧洲国家级

碳交易市场现状以及全球可持续金融的发展概况审视中国碳市场建设和可持续

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并对我国碳市场建设和上海加强绿色金融枢纽建设提出重

要建议。 

“金融监管国际经验与我国本轮改革实践——以香港、新加坡、伦敦为例”、

“欧美数字经济监管政策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和“银行理财挤兑及监管应对的

国际比较”三个课题从国际经验出发，为中国金融监管改革、中国数字经济监管

以及增强银行理财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提供全球视野参考，助力中国金融监管体



 

 
 

系更全面、更有效地与国际接轨，促进金融领域的稳健发展。 

“离岸金融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对上海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的启示”、“加强上

海国际金融中心与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联动研究”立足上海，分别从推动航运、贸

易、金融紧密互动发展，打造各要素深度关联、跨界融合、开放协同、利他共生

的生态圈系统和完善顶层设计、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功能、离岸金融法律体系、

打造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强化科技赋能等方面为上海航运金融和离岸金融市

场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此外，报告还对金融风险管理、养老金融、投资者保护等相关议题进行了研

究。“上海金融风险管理中心城市建设的可行性与路径举措研究”课题明晰了上

海打造金融风险管理中心的内涵、目标和现实障碍，从金融风险监测体系、场内

风险管理产品体系、金融稳定保障基金以及金融风险管理法制体系建设等方面探

索了潜在的路径举措。“上海探索养老金融试点研究”课题探讨了上海在探索养

老金融试点上的优势以及个人养老金试点在产品差异化、选购渠道、税收优势覆

盖群体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如何进一步完善上海养老金融建设。

“上市公司退市中的投资者保护”课题在梳理退市规则的基础上，对退市原因进

行了统计分析，并具体阐述了退市公司中的违法违规问题，探究了退市中投资者

保护的现状及问题，并从事前预防、事后处罚力度、退市规则修订、投保基金公

司以及回购资金来源等方面提出了相应建议。“国际发达金融中心城市最新动态

研究”滚动课题对香港、新加坡、伦敦、纽约等国际发达金融中心城市在绿色和

可持续发展领域、金融科技创新和监管、人才政策等方面的最新动态进行了跟踪，

并在对标国际领先金融中心的基础上提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政策建议。 

综观而言，随着金融开放不断扩大，金融改革不断深化，经济、贸易、航运

和科创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以及金融强国建设目标的提出等，都为国际金融中心

建设提供了重要机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升级版”建设值得我们共同期待。 

当然，我们的研究仅提供了一种参考视角，肯定还存在诸多不足，欢迎批评

指正。 

202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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