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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金融很重要。
金融是现代经济活动的核心，金融产业发展水平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尺和核心构成。
金融不仅是配置经济资源的最重要的手段，也是调配经济命脉的供血系统。
一方面，在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关系中，金融体系依附于经济结构，经济发展对金融发展起到积极的促
进作用，但金融体系对经济结构的升级和发展又会产生反作用力，即金融通过配置资源引导各种生产
要素有机流动，重新塑造经济乃至社会格局，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另一方面，在金融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中，由于金融产业所经营的对象是货币、资金、资本，
因而其在具备其他产业的共同特征的同时，具有“被其他各产业广泛需求、影响和制约其他产业发展
、依赖其他各产业生存”等特性。
这时，金融产业与其他产业相互制约、相互促进：金融产业是其他产业发展的支柱，其他产业是金融
产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金融产业的发展要依靠其他产业提供闲置资源，同时也提供市场需求，其他
产业要依靠金融产业的发展和其所提供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来推动及完成自身的产业生产与升级。
因此，金融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高端产业，在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中可以起到引领作用，其强大的辐
射带动能力，使得金融业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能够引领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显而易见，研究金融问题，在周期性世界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背景下以及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和经
济、金融快速发展的今天，具有深刻性、前瞻性和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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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建设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本书共18章。
内容涵盖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概念内涵以及重庆区域金融体系构建的基本框架。
主要运用产业集群、要素市场、金融控股公司与博弈论的理论、观点和方法。
研究了区域性金融中心构建实践中所凸显的各种问题。
包括建设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的经济。
金融基础和文化、政策环境。
催化金融业集群的理论与实践。
培育统筹城乡的金融要素市场的思路。
组建金融控股公司的路径和完善金融控股集团公司治理机制。
强化金融业监管和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的机制设计。
最后基于理论与实证的研究结论。
提出重庆建设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的内陆开放高地金融体系建设思路、对策措施和政策建议。
书中有大量的实践资料和数据。
内容丰富。
取材新颖。
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区域金融发展理论体系。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区域经济学、金融学、数量经济学、公共管理等学科专业高年级本
科生和博士、硕士研究生阅读。
也可作为经济、金融实际工作者和经济、金融领域研究人员的科研参考资料。
还可以作为宏观经济金融管理与决策机构、微观金融企业、金融业行业协会等部门决策者的学术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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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与约束机制　　第四节 研究总结及拓展性思考第五篇 金融监管篇　　第十三章 对金融监管的博弈
分析　　第一节 背景分析：强化金融监管的重要性　　第二节 对金融业风险监管的博弈研究　第十
四章 金融机构信息披露机制的构建研究：以商业银行为例　　第一节 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问题与
架构　　第二节 基于监管视角的信息披露机制：以商业银行为例第六篇 对策建议篇　第十五章 长江
上游地区金融中心的功能定位　第十六章 内陆开放高地的金融体系建设思路　第十七章 建设长江上
游地区金融中心的对策措施　　第一节 催化金融业集群的对策　　第二节 培育金融核心区的对策　
　第三节 培育金融要素市场的对策　　第四节 推进金融生态建设的工作重点　　第五节 建立金融控
股集团内相机监管机制的对策　第十八章 政策建议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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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金融是现代经济活动的核心，金融产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尺和核心构成。
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背景下，国际范围内的各种竞争加剧。
在经济领域，经济竞争又突出表现为金融竞争。
为了在全球、国内或区域竞争环境中保持竞争优势，避免被边缘化，谋求对地区经济空间更大的占领
，建立区域性、全国性和国际性金融中心或强化其既有功能，是各地区、各城市、各国家促进开放型
经济发展、参与全球和区域竞争基本战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以及信息化的不断推进，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速度不断加快，金融形态
、金融组织和金融制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整合和重组，金融机构和金融要素市场的空间集中趋势日益
凸显。
汇聚金融资源，构建区域性、全国性乃至国际金融中心，通过金融中心的集聚力、辐射力和带动力，
增强区域金融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来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已经成为各个国家或地
区经济发展的战略任务。
　　在过去30年间的经济全球化过程里，交通运输、通信、网络以及企业组织管理技术和生产技术等
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并实现了相互之间的渗透和耦合。
在微观经济领域，信息和交易成本的大幅降低，以及企业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学习经济的大幅度提
高，不仅导致了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的生产要素的大规模跨境空间流动和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
，而且显著扩展了货币和金融在全球跨时空“延展”、“压缩”、“整合”经济活动的功能。
发生在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的这些重要的革命性的变化，不仅对全球经济运行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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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重庆是通往中国长江上游广袤地域的必经之路，也是集航空、公路、铁路和水路于一体的中国内
陆综合交通枢纽，更是充满商机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和商贸中心。
建设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尚需要从完善区域金融体系的视角去夯实基础，推进中国区域金融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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