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 论12 2019年4月2日 星期二

推进商品期货市场开放
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 姜 洋

本版编辑 欧阳优

大宗商品供给充足、价格稳定对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意义重大。加快我国商品期货市场建设和开

放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利用好商品期货市场有利于防范价格波动风险，维护大宗商品安全。“一带

一路”建设拓展了商品期货市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空间。我国应抓住工业化进程中大宗商品

大进大出的“窗口期”，在与相关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进程中，加快推进商品期货市场对外开放，建

设大宗商品国际定价中心，助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商品期货市场对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有重要作用

■ 经济发展史证明，经济大国有必要利用自己的经济体量，建立起本

土期货市场，从而确立本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

“一带一路”建设给商品期货市场带来广阔空间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与中国在大宗商品贸易上往来密切

■“一带一路”建设显著拓宽了大宗商品运输路径

■ 商品期货市场能更紧密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互利共赢

■ 中国建立大宗商品定价中心拥有有利条件

把握建立国际定价中心的历史机遇

■ 工业化持续推进带来对大宗商品的大规模需求

■ 现货企业的国际化布局需要本土国际定价中心

■ 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建立亚太等地区大宗商品定价中心机会

大宗商品通过不同产业链影响国民经
济的各个领域。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对经
济的影响全面而深刻，关系到国家经济安
全。从全球看，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等
都普遍重视包括能源、矿产资源、粮食等在
内的大宗商品安全问题。

商品期货市场具有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
的功能。商品期货市场通过保障大宗商品价
格稳定、强化国家对战略资源的控制力和规
则的影响力，可以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
发挥积极作用。比如，墨西哥通过利用国际
期货和衍生品市场有效锁定了原油出口价
格，保证了预算的稳定性。再如，美国的金融
机构不断通过买卖期货合约，实现石油、粮食
等战略资源的“动态库存”，强化了美国对战

略资源的控制力。因此，早在上世纪70年代
初，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曾认为，建
立一个美国本土的期货市场符合美国的国家
利益。美欧在全球证券期货市场上通过制定
规则和推广理念极大地增强了软实力，从而
也获得了随之而来的巨大政治和经济利益。

英美等经济大国的经济发展史证明，经

济大国有必要利用自己的经济体量，建立起
本土的期货市场，从而确立本国在全球经济
治理中的影响力与规则制定权。西方大国
都非常重视本土期货市场建设，100多年前，
美国、英国在建立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为国家
利益服务的同时，也为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发
展作出了贡献。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顺应
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得到了沿
线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为金融开放和人
民币国际化注入了新的动力，拓展了商品期
货市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空间。

从资源禀赋和经济联系看，“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与中国在很多大宗商品上的贸易
往来密切。“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多数是发展
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具备劳动力成本低、
自然资源丰富等特点，是全球最具增长活力
和发展潜力的经济板块之一，与中国在很多
大宗商品上的贸易往来密切。这些资源禀赋
的有效利用和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存在
巨大的利益契合点，良好的合作能够实现互
利共赢。

从基础设施建设看，“一带一路”建设显
著拓宽了大宗商品的运输路径。基础设施的
不断完善必然降低贸易成本，加深沿线国家
与中国的经济贸易联系，形成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态势。中国大宗商品贸易运输的通
道大多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近年中国与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在大型“互联互通”基
础设施上的合作成效显著，伴随着中巴经济
走廊、中缅油气管道、中俄原油和天然气管
道建设的持续推进，原油、天然气等大宗能
源产品陆路运输到中国的路程将缩短 85%
左右。同时，来自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
大宗商品的多元化运输格局，可以缓解过去
单纯依靠海运、航道单一的困局，为大宗商
品物流安全顺畅提供了可能。

从期货市场的功能发挥看，商品期货市
场可以更紧密地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互利
共赢。商品期货市场能够通过提升“一带一
路”相关国家的现货市场与我国经济的紧密
度，为相关国家提供定价基准、风险管理和
投资工具，加强信息的汇集和传递。通过期
货市场交易共同形成公开透明的价格，共同
加强风险管理，共同促进相关国家资本市场
的发展。同时，商品期货市场通过提供价格
基准和套期保值工具促进经贸发展，通过推
广商品期货市场业务规则增强我国在大宗
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通过自身资金融通
功能和银保期合作为现货企业融资，通过技
术支持和平台建设促进内外市场融合，通过
市场培育、人文交流实现民心相通。

从全球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看，中国建
立大宗商品定价中心拥有有利条件。中国企
业国际化经营形成重要大宗商品的新布局，
在改变全球需求结构的同时，也改变了全球
生产和进出口结构。随着国际产业结构的调
整，中国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进口的大宗
商品大量增加。由于新增的贸易对象主要是
发展中国家，商品期货市场发展程度相对落
后，进而从贸易基础和商品期货市场相对优
势两方面，为中国期货市场建立国际大宗商
品定价中心创造了有利条件。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
第一大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大宗
商品定价中心建设迎来难得机遇。

首先，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带来
对大宗商品的大规模需求。2017 年，中国
对铁矿石、水泥、镍和煤等工业品的需求占
全球总需求的69%、59%、56%和50%。大
量商品需要进口，棕榈油、大豆、铁矿石、
原油、天然橡胶等品种的对外依存度都比较
高。“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是中国大宗商品
的主要来源地，在很多品种上的贸易额占比
都很高。

其次，现货企业的国际化布局需要本土
国际定价中心。中国现货企业的国际化经营
步伐不断加快，“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成为投
资的热点区域。

第三，大宗商品国际定价中心主要在北
美和西欧，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建立亚太地

区和非洲大宗商品定价中心的机会。当前，
全球大宗商品定价中心主要在英美两国。由
于时差和地域关系，亚太地区和非洲还没有
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能够充分代表和反映
当地市场供求的大宗商品国际定价中心。这
为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的中国期货市场提供
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历程表明，以英国、美
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都利用工业化进程的机

会，在“窗口期”建立了自己的大宗商品国际
定价中心，伴随相关规则制度的不断推广延
伸，这些国家在国际市场上掌握定价话语权、
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尽管伴随制造业中
心的转移出去而减少了大宗商品的大进大
出，但大宗商品定价中心却留在了本土，形成
了具有影响力的软实力。当前，中国工业化
进程进入中后期，需要抓住机遇，把握“窗口
期”，抓紧建设国际定价中心。

推进商品期货市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建议

■ 纳入“一带一路”建设中统筹考虑 ■ 加快期货法出台步伐

■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外汇市场改革 ■ 提供税收和保险支持

■ 推动定价机制与产业发展相结合 ■ 深化简政放权改革

中国商品期货市场具备良好条件。经过
几十年探索实践，中国商品期货市场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市场交易规模连续多
年在全球名列前茅，运行质量和效率稳步提
升，价格影响力持续扩大，服务实体经济功能
有效发挥，对外开放格局不断显现。更为重
要的是，中国商品期货市场建立起相对完备
的法规体系和市场监管机制，历经多次市场
风险检验，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土市场情况、具
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当然，中国商品期货市场发展还面临
一系列困难和挑战。比如，部分商品期货
品种尚未对外开放，期货法没有及时出
台，外汇市场建设与相关制度方面存在限
制；境内外交易所制度规则缺乏融合对
接，产业客户和机构投资者参与不充分，
境外市场培育力度不够，跨境监管合作面
临诸多制约；等等。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抓住工业
化进程带来的大宗商品大进大出和共建“一
带一路”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商品期货市场
的作用，加快对外开放，建立本土的大宗商品
国际定价中心，提供与中国经济体量相适应
的风险管理平台，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建
设，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深化合作、共赢发
展，从维护大宗商品供给充足、价格稳定角
度，为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作出贡献，助力“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

一是将商品期货市场纳入“一带一路”建
设中统筹考虑。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
中，重视商品期货市场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方面的重要作用，听取期货监管部门、行业协
会和相关实体企业的意见建议，全面考察现
货市场和期货市场整体情况，充分发挥商品
期货市场的作用。

二是加快期货法出台步伐，补足法律短

板，推进期货市场的法治化进程。夯实中国
期货市场发展的基础，更好地适应境内外参
与者的需要，尤其是增强对国际投资者的吸
引力。

三是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外汇
市场改革。便利境外投资者参与，充分发挥
沿线人民币清算行、跨境支付系统（CIPS）功
能作用，积极开展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货币
合作。同时，完善特定品种外汇制度设计，为
投资者参与交易提供便利。

四是提供税收和保险支持。出台支持产
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可考虑针对典型大宗商
品出台相关税收政策给予支持。发挥政策性
保险公司优势，尝试在“一带一路”沿线市场
基础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推进“保险+期货”
试点，复制、推广国内成熟经验。

五是推动期货市场定价机制与产业发展
相结合。可考虑将市场运行比较成熟、价格
影响力比较好的期货品种价格纳入国内大宗
商品定价体系，推动“商品期货价格+升贴
水”定价模式深入“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六是继续深化简政放权改革。建议支持
更多商品期货品种对外开放，简化报批流
程。同时建议相关机构发起成立面向“一带
一路”相关国家的期货市场教育培训基金，制
定人员培训规划，为相互间的人员往来提供
便利。

（作者系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

资
本
市
场
与
大
国
兴
衰

□
祁

斌







































































































































【美】约翰·S·戈登 著
祁 斌 编译

历史使人智慧。了解历史，有助于人们
穿越认识的迷雾，坚定前行的步伐。《伟大的
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
起》是一部讲述华尔街历史的著
作，展现了华尔街和纽约崛起成
为世界第一大资本市场和全球
金融中心，以及与此相伴相生，
美国经济和社会从原始混沌走
向现代文明和第一大经济强国
的历程，跨越了350多年的时间
维度，呈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
历史画卷。研读华尔街和美国
经济的历史，能够帮助我们把
握时代的脉络和世界的走向，
探索中国资本市场和中国经济
的发展之路，推动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

美国建国之初，如何将广
袤而荒蛮的北美大陆迅速联结
起来，在依靠马车和步行的时
代，是个无法想象的艰巨任务。
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华尔街
支持运河和铁路的兴建，将美
国早期相互分割的区域经济体
连接在一起，第一次形成了真
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经济体。马
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假如
依靠单个资本积累到能够修建
铁路的程度，估计直到今天世
界上还没有铁路。通过股份公
司集中资金，转瞬间就把这件
事完成了。到19世纪末期，美国
的钢铁、化工、橡胶、石油、汽车
等产业依托华尔街的融资和并
购活动迅速崛起，一举完成重
工业化并超越欧洲列强，产生
了通用电气、美国钢铁、通用汽
车、杜邦等世界级企业。千百万
人在资本市场这个博弈场中低
买高卖追逐自己的利益，客观
上推动了美国社会资源的市场
化配置，华尔街得以成为全球
第一大资本市场，纽约得以成
为全球金融中心，美国得以成
长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经济
体。在美国经济走向世界舞台
中央的每一步背后，我们都能
够看得到华尔街的影子。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
美国太平洋舰队仅有的三艘航
母恰巧不在港内，得以侥幸逃
脱。但到1942年，美国已经拥有
了约50艘航母。它们来自于哪
里？来自于华尔街支持的美国经济强大的
工业生产能力。到二战末期，美国已经拥有
了逾百艘航母。大国崛起离不开资本市场
的强有力支持。在国家和世界命运的转折
点，资本市场的强弱可以是决定性的。

1939年，在“淘金热”造就的旧金山南
部农场中，斯坦福大学的两位年轻人创立
了惠普公司，这一片山谷随后演变成为全
球高科技圣地——硅谷。在半个多世纪的
时间里，美国的创业者们与华尔街的结合
创造了无数的奇迹，培育了苹果和亚马逊
等一大批世界级公司，并使得美国成为创
新大国。

20世纪40年代，通用汽车总裁威尔逊
主张鼓励工人用养老金来购买股票，当时
美国的右翼人士问他：这样工人不就会成
为资本家了吗？威尔逊回答说：正应该如
此。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的根
本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和极少数人占有生
产资料的矛盾。1929年，美国拥有股票的
人只占 2%，而今天，已经有超过 50%的美
国人拥有股票。上世纪80年代，美国推出
了401(K)计划，数千万美国家庭将养老金
源源不断地投资于资本市场并与其实现了
良性互动和协同增长，每个家庭养老金账
户的平均财富与道琼斯指数在过去几十年
中的相关系数超过90%。《伟大的博弈》的
作者戈登先生认为，在过去100年里，美国
社会发生的最深刻社会变化是，更多的人
成为了“资本家”。在一定程度上，资本市
场实现了股份的高度多元化和社会化，有
助于缓解社会矛盾，实现共同繁荣。

《伟大的博弈》折射了美国经济与华尔
街交互作用并共同崛起在世界舞台上的变
迁历史，揭示了美国社会从原始蒙昧和混
乱腐败走向现代文明的演进历程，同样启
迪我们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些基本规律。

华尔街跌宕起伏的历史表明，金融市
场必须与实体经济相互结合，凡是两者结
合得比较好的时候，就会产生事半功倍的
效果，否则就离危机不远。华尔街历史上最
大的两次危机正源于此，也证明了放任自流
的金融和经济发展模式会给无数人带来灾
难。在上世纪20年代，一战后美国经济的
复苏催生了股市的繁荣，也带来了全社会的
疯狂投机，加之监管的缺失和过度自由的经
济发展模式，造就了1929年的股灾。2000
年前后，华尔街在高科技泡沫、房地产非理
性繁荣和过度证券化的催生下，再次踏上了
不归之途，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几乎在
瞬间波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很多国家至今
仍未走出这场危机的阴影。

华尔街的历史也告诉我们，资本市场
走向成熟是一个曲折的过程。早期的华尔
街是一片蛮荒之地，投机盛行，欺诈猖獗，
法律缺失，监管缺位。在19世纪“运河股”
和“铁路股”的投机狂潮中，很多发行的股
票纯属欺诈，项目从未动工；而过度投机和
过度建设又使得很多建成的运河或铁路从
未启用。而那个时代的美国社会，深陷腐
败的泥潭中，股市的庄家往往与法官和议
员相互勾结，翻云覆雨，兴风作浪。这些都

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制度的
完善而逐步得以改变的。

《伟大的博弈》还讲述了
一个危机带来变革的经典案
例。1912年，“泰坦尼克号”触
礁后发出求救信号，很多在相
邻海域的船只却因为无线电
报务员睡着了而未能收到信
号，致使本可得救的大量落水
者最终被冰冷的海水吞噬。
悲剧发生后，国际社会制定了
加强北大西洋海域航运安全
的公约，要求每一艘船只必须
有至少一位无线电报务员醒
着。这一制度的进步，使得在
随后的一百多年中，人类社会
再也没有出现类似的悲剧。
金融市场的历史也是如此。
正是1929年的股灾，带来了罗
斯福的“金融新政”和现代金
融体系的基本监管和法律框
架。同样，也正是2008年的国
际金融危机使得人们认识到
需要对过度创新加强约束和
监管，并寻求全新的全球治理
体系。

近代中国从闭关锁国到
走向改革开放学习借鉴发达
国家有益经验，历经沧桑，日
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1792年，纽交所成立。时
年乾隆57年，正值康乾盛世的
巅峰时期，但闭关锁国的清王
朝对大洋彼岸蛮夷之地发生
的变化毫无所知，而后者因武
装了先进的经济金融制度而
蓄势待发。

同治8年，即1869年，最后
一支使用太平天国年号的残
余捻军被消灭。同年，高盛公
司成立，并将在随后的 100 多
年中伴随着美国和华尔街的
崛起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投资
银行之一。

光绪 34 年，即 1908 年，离
清王朝的轰然崩塌还有 3 年。
这一年，通用汽车成立，并将
在半个世纪后成长为世界第
一大汽车公司。

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历史
经验和教训中，中国选择了发

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资本市场也在
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推进和监管体制的不断
完善中发展壮大。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
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
幕。1990年，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
成立。1992 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表
示，“证券、股市，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
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
地试”。同年，中国证监会成立。2001年，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10年，中国经
济总量超越日本，通用汽车在中国市场销
售的汽车量超过美国。2017年，中国A股
市场加入 MSCI 全球新兴市场指数。今
天，中国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资本市
场为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已经
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并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中国经济
社会的改革和发展。

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
经济社会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迫切要求
我们加快资本市场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
为全社会的发展创新提供强大活力和动
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这样一个历
史阶段，了解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
发展历程，借鉴其经验，吸取其教训，洞悉
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规律，尤为重要。

2018年，中国隆重庆祝改革开放40年，
中华民族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继续走向未
来。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金融
高水平双向开放”。年轻的中国资本市场正
迈着坚定的步伐，不断融入国际金融体系，
谱写着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绚丽篇章，
推动着中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作者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
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