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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分析金融发展度、经济持续力和基础设施支持力三大主因素，对全国31个金融中心城市
的金融竞争力进行了综合评价，客观比较了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实力和相关因子的得分参
数，并在此基础上，对各金融中心城市进行聚类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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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从经济大国向金融强国转变，金融崛起必不可少，而金融崛起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拥有全球性金
融中心。
拥有了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就可以提升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发挥金融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提升
制定国际金融准则的话语权，有效防范经济金融风险。
　　（七）区域经济振兴需要金融中心超前发展从区域经济的角度分析，金融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
要素。
它不仅能够弥合断裂的买卖行为，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而且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推动力量。
特别是金融中心通过对资金的配置，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金融信息的传递使人们能随时掌握
经济发展的动态趋势。
因此，一个地区要实现跨越式和超常规发展，必须建立起机构集中、市场发达、信息通达、设施先进
、服务高效的金融中心，通过集聚资本等生产要素，推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分析，经济中心城市同时也是金融中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等均如此。
　　金融中心作为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的聚集地，是整个金融市场网络的重要节点。
金融中心一旦形成，必将发挥资本集聚和辐射功能，其外围地区在接受金融中心对其金融市场要素吸
纳的同时，也承受着来自金融中心的辐射效应，自身的金融结构逐渐向金融中心靠拢。
通过金融中心的资金融通和资本运作，实现资源在区域内外的优化配置，并且作为一种相对独立于其
他产业的战略资源，持续带来金融中心所在城市及周边地区投资的繁荣，形成产业的扩张和交易的集
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和财政收入，为区域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从我国区域发展实践分析，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区域金融中心发展能加速
区域经济的发展，但如果区域金融本身被压抑就会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
东部地区由于金融效率较高，区域金融中心的发展加速了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中西部地区由于金融效
率相对较低，区域金融发展的滞后加剧了经济发展的落后。
显而易见，区域金融发展的不平衡性是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性的一个显著特征。
因此，各地都在采取措施超前发展金融业，金融基础好的城市提出建设金融中心的目标，把金融中心
建设作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从经济圈的角度分析，中国金融中心城市密集于全国三大经济圈，即环渤海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和
珠三角经济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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