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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家嘴﹒

浦东·三十而立

提出“浦东开发，金融先行”口号

金融业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关系国计民
生的重要行业，因此金融业的改革开放往往
体现一个国家的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的程
度。应该说在我国金融业改革开放的历程中，
上海率先迈出了重要步伐。比如，我们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尝试发行了改革开放后新
中国的第一张相对规范的股票，成立上海外
汇调剂中心，开办了资金作为一种商品可以
流通的资金市场等等。

1990 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浦东开
发开放的决定后，金融领域也很振奋，大家都
在思考着怎么抓住机遇进一步推动金融领域
改革发展的同时，为陆家嘴金融中心建设做
贡献。那时，我还在中国工商银行任行上海市
分行行长，我们很快成立了浦东开发领导小
组，认真研究工商银行参与浦东开发的思路。

1991 年 10 月，我从工商银行上海市分
行行长的岗位上调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
行行长。不同于商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在整
个金融体系中居核心和主导地位。因此，央行
上海市分行对浦东开发的态度，广受各大商
业银行关注，都在观察人民银行的反应。也是
这年年初，邓小平同志到上海视察，上海市委
书记、市长朱镕基汇报浦东开发打算金融先
行时，小平同志给予肯定，说“金融很重要，是
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
盘棋活”。这段话深刻揭示了经济与金融之间
的辩证关系，是对金融业在现代市场经济活
动中的科学定位和对新时期金融实践新鲜经
验的科学总结，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对我国经
济建设至关重要的金融发展战略，指明了经
济和金融改革的方向。

以小平同志的金融思想为指导，我们分
行围绕上海市委、市人大提出的建立陆家嘴
金融贸易区的构想，明确要全力支持，并提出
了“浦东开发，金融先行”的口号，鼓励各家
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到浦东设立分支机构，
以促成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尽快形成，并服

务解决好浦东开发资金短缺难题。

发挥表率作用带头东迁陆家嘴

虽然，我们提出鼓励各家银行及其他金
融机构到浦东设立分支机构的要求，但很多
人的态度是“你人民银行搬到浦东，我们才有
可能考虑也到浦东发展”。经分行党委研究讨
论，决定将人民银行分行机构从外滩搬迁到
浦东，要在浦东选址造楼。

其实这个事情，早在龚浩成同志任中国
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期间，赵启正同志
就曾向龚浩成同志建议跨江建造一幢大楼把
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搬过去，建立一个“浦江
两岸金融中心”，当时黄浦区政府则希望人民
银行继续留在外滩，并愿意将惠罗公司房子
调拨给人民银行。于是，这件事情便搁了下
来。

我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后，意识
到这个工作需要推进下去。我是中国人民银
行上海市分行行长，最应该理解中央“浦东开
发、金融先行”的深刻含义，这副担子既然落
在我的身上，那就让我们来带这个头吧！不是
说要将那儿辟为国际金融中心吗？把中国人
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的办公大楼搬过江去！这
就是国际金融中心的第一幢办公大楼，何况
作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所在地的中山
东路 23号，已经显得太小了。

这个消息一传开，行内不同的意见立刻
冒出来了！当时浦东的条件比较艰苦，交通靠
轮渡，非常不方便，家里有小孩、老人困难更
多，许多职工提出我们过江去，家搬不搬？不
搬，上下班交通等生活上的不方便怎么解决？
那儿，可像乡下一样，一片荒凉啊！⋯⋯不过，
我们通过做思想工作，决定搬迁浦东。因为人
民银行属于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建设费用属
于国家财政拨款，我们迅速立项上报总行，很
快获得批准，得到总行资金支持。1991 年 12
月 18日市人行浦东新大楼奠基开工之时，时
任上海市副市长倪天增、市政府副秘书长夏
克强亲临现场，参与奠基，以示对人民银行积
极参与浦东公开发的支持。

1991年12月18日，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
浦东新大楼———银都大厦奠基动工仪式举行

1995 年，位于浦东的人民银行大楼完
工，上海分行正式迁至浦东。我还记得 1995
年 6月 18日，人民银行搬迁到位于浦东陆家
嘴 18号（现改为陆家嘴东路 181 号）的人民
银行新大楼时，场面非常热闹，其中还有一个
小插曲让我终生难忘。在新办公楼落成启用

庆典大会上，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
副市长、浦东新区党工委书记赵启正，区长胡
炜前来祝贺，并呈上了一份厚礼———一只雪
白干净的小山羊，寓意是人民银行在浦东开
发开放中发挥着“领头羊”的作用。这也标志
着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由形态开发转入功能开
发。

1995 年 6 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
从浦西迁往浦东，在落户仪式上，浦东新区管
委会向上海分行增送一头活羊以示祝贺，并
希望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成为沪上金融业的领
头羊

当然，仅仅是我们人民银行市分行搬迁
到浦东还不能引导形成一股金融先行的热
流，为了吸引更多中外资银行进驻陆家嘴。我
们经过思考，在征得人民银行总行和上海市
政府的同意后，在大楼还没有竣工的过程中，
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措施，主要有：

一是对中资银行，凡到浦东设立分行的，
都可以提高规格，从支行提升为二级分行（行
长为副局级），可以以分行副行长过江兼任的
形式工作。

二是对外资银行，规定要在浦东注册，已
经在浦西注册的，可以到浦东设立分行，将原
浦西的营业机构改为支行，这实际上是给外
资银行增加了营业网点，同时，外汇买卖可以
放宽。

三是对过江落户的种子银行，尽可能鼓
励他们自我发展，自找出路，自我控制，防范
风险。在当时，信贷计划控制是比较紧的，现
在对过江的银行实行信贷倾斜，在比例管理
上尽量从宽，将信贷额度的 20%用于浦东，这
对上海 10个区县而言，是相当有吸引力的。

四是鼓励他们引进和运用国际通行的金
融工具，多种渠道、多种方式筹措国外资金包
括银团贷款、买方信贷、专项贷款等等。五是
鼓励非银行金融机构进驻浦东，如证券公司、
投资公司、保险公司等等。

如此一来，众多中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
构纷纷进驻浦东，工农中建交、人保、上证所
等相继选址浦东，建造自己的办公大楼或营
业场地；外资银行为扩大自己的经营区域，纷
纷到浦东开办分行，一时之间，位于浦东大道
上最早建成的中国船舶大厦涌进了许多外资
银行机构。我还记得那是 1995 年的时候，日
本富士银行要在浦东设立分行，没有找到合
适的办公场所，便来找我反映这个事情，我就
让他们先到我们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的办公
大楼里临时借房，先开业办公，再抓紧时间，
寻找浦东地区网点。

大胆创新服务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建设的主要承载区。我们人民银行上海市分
行办办公大楼建造在浦东陆家嘴，就是要以
浦东为龙头，抓住机遇浦东开发开放先行先
试的优势，加快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的创新，
拓宽融资渠道，在帮助解决浦东开发资金短
缺问题的同时，加快推进上海金融领域的改
革开放步伐。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东方明珠塔的建设资
金问题。该项目在 1989 年外资不断撤离的困
难时刻，由于该工程投资巨大，期限又长，各
家银行都望而却步，一度差点因筹资难没有
建成。时任上海广播电视局局长龚学平多次
找到我，希望能帮助他们解决资金问题，为此
我们对这个项目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最终考
虑到其重要意义，决定给予积极支持。

考虑到这个项目资金需求量大，单靠一
家银行提供资金有一定困难，于是借鉴国外做
法，提出组织本市各家银行，包括外资银行，通
过银团贷款的方式来解决资金不足和风险较
集中的问题。经与多家商业银行商量，由市工
商银行负责牵头组织银团贷款。在当时的情
况下，银团贷款也是一件全新事物，需要突破
一些旧条框、旧模式。我当时认为，银行要发展
就需要不断壮大实力，过去银行只靠自己单独
干也不行，联合其他各方力量组织银团贷款不
失为一个好设想。于是，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
组织专门力量，制订银团贷款办法，通过银团
贷款，不但可以解决一家银行资金不足的问
题，风险也能几家机构一起承担。

银团贷款在国内并无先例，没有任何经
验，贷款的方案制定和组织工作难度非常大，
市工商银行专门组织力量，组织有关专家读
银团贷款的运作规程进行攻关，研究制定了
东方明珠银团贷款的办法。随后在上海市银
行行长联席会议上，这个方案得到各家银行
的响应，最后写成了一份各方都认可的、有可
操作性的银团贷款协议文本。工行浦东分行
最终被推举为银团贷款的主干事行和外汇银
团代理行，对项目资金运用和贷款本息归还
实行全面管理。1991 年 4 月，在上海银河宾
馆，东方明珠电视塔银团贷款协议签字仪式
举行，参加银团贷款的 44 家金融机构一起启
动了东方明珠建设项目。当天媒体对这件事
做了广泛报道，称此举“探索出了中国银团贷
款的新路，为浦东开发建设开辟了新的融资
渠道”。此后，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延安东路
隧道等重大项目的资金筹集也得益于此模
式，为浦东开发建设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推
动了浦东新区的建设。
此外，为了加快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

步伐，我们在调整信贷结构，优化资产质量，降
低经营风险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措施，取消了国
有银行贷款规模管理方式，实施了资产负债比
例管理。商业银行的发展积极性被调动起来，
业务经营实现了多样化，引进了国际通用的金
融产品；全市金融营业网点已实现电脑化操
作。1996年 1月，全国银行资金拆借一级网在
上海开工运行，标志着全国性货币市场开始形
成。1996年底，中国人民银行总部批准符合条
件的外资银行迁址浦东新区后试行人民币业
务，此举对上海金融对外开放意义重大。上海
金融业辐射面进一步扩大。

正如小平同志“金融核心论”所论证那
样，金融一搞活，资金如开闸之水滚滚而来，
才有了今天浦东公开发的巨大成就。

（上观新闻）

25年前，这家银行“落户”浦东
【金融文化史】

4月 18日是浦东开发开放 30周年纪念日。 三十而立，浦东从农田遍布变为如今高楼林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

市委党史研究室采访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者、参与者、执行者，推出《奇迹：浦东早期开发亲历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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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应 ，1937

年 11月出生。曾任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

分行副行长， 中国

工商银行上海分行

行长、党委副书记、

书记。 1991年 10月至 1998 年 5 月任中国

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党组书记，兼国

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局长， 中共上海

市委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

主任等职。 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

长期间，积极推动上海金融领域的改革、开

放和发展，是央行上海市分行迁址浦东、服

务支持浦东开发历史过程的亲历者。 1998

年 5月至 2003年 3月任上海证券交易所理

事会理事长、顾问。

作为一个老金融工作者， 我与上海金

融业结缘很早。 1961年我自上海社科院财

政信贷系毕业后， 就到中国人民银行工作

了，这一干，就是整整 42 年未曾离开过金

融行业。 担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

长期间， 我有幸参与了国家许多重要金融

改革任务在上海的落地， 留下了许多非常

难忘的记忆。 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

年，当初启动浦东开发的时候，上海就提出

“金融先行”的口号，我们中国人民银行上

海市分行义不容辞地担起金融界支持浦东

开发的“领头羊”作用，不仅把央行上海市

分行迁址到浦东，还积极推动金融改革、开

放和发展， 在服务支持浦东开发和上海振

兴的过程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