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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离岸金融是现代金融业中最为重要的创新之一。从 20世纪 50年代产生以来，

迅速发展，成为了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各个国家和地区掀起了一股建

立离岸金融中心的浪潮。新加坡、东京、纽约、开曼、巴哈马等地区纷纷建立了

离岸金融中心，并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有效的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因此，为

了更好的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从而更好的促进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建立我国的

离岸金融市场也有其必要性。不过，离岸金融市场也像一把双刃剑，发展离岸金

融业务也存在着风险，如果经营管理不善也将因此引发金融风险，甚至带来金融

危机，例如泰国、冰岛等。 

本文从理论角度分析离岸金融业务发展的基础，研究国际上主要离岸金融中

心的发展，探究成功的经验，总结失败的教训，分析离岸金融市场的风险，并结

合我国离岸金融发展现状以及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发展我国离岸金融中心的模

式选择和相关的发展建议。导论部分阐述了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

等；第一章对离岸金融的定义进行了界定，简要介绍了离岸金融及其发展历程、

主要模式、作用以及离岸金融市场的风险，阐释了离岸金融的理论基础。第二章

侧重对伦敦、纽约、东京、新加坡、开曼和巴哈马这些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模式，

实施的在岸、离岸市场分离的措施，采取的税收政策进行研究，并对泰国、冰岛

及塞浦路斯由离岸金融市场导致的金融危机进行研究。第三章主要从我国离岸金

融业务的历程和现状，建立离岸金融中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开展离岸金融业务

存在的困难三个方面介绍了我国离岸金融的发展现状，同时，进一步探究我国离

岸金融中心的发展模式以及相应的市场监管。第四章，在上文的基础上，提出了

我国建立离岸金融中心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离岸金融；离岸金融中心；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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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ffshore financ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novations in the modern financial 

industry. It has been rapidly developed since the 1950s when it was created. Offshore 

finance has been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It set off a wave of 

establishment of offshore financial centers in many countries and regions. Singapore, 

Tokyo, New York, the Cayman, the Bahamas and other regions all have established 

their offshore financial center, and have achieved good development, promoting th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iming to integrate into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 well and to develop China’s financial industry, it becomes the general trend to 

establish China’s offshore financial market. However, offshore financial market could 

be a double-edged sword, the risk exists, if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is not well 

conducted, it could bring financial risk, even lead to financial crisis, such as Thailand 

and Iceland. 

This article theoretically analyzes the found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offshore 

finance, describ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in international offshore financial centers, 

researches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from the offshore financial centers, gives a 

deeper analysis of the risk within offshore financial market, summaries the lesson 

learned from the failures, brings out the development mold and suggestions of the 

offshore financial center according to our current situation in offshore finance and our 

country’s practical situation. The preface explains the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this title and comments on the research status at home and abroad related to the title. 

Chapter one states the definition of the offshore finance, briefly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development model, effects of the offshore finance and the risk 

of the offshore finance, and explains the found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ffshore finance from a theory angle. Chapter two focuses on the solution of dividing 

the onshore market and offshore market, tax policy in the offshore financial centers of 

London, New York, Tokyo, Singapore, the Cayman, and the Bahamas. Then it adds a 

deeper research on the financial crisis happened in Thailand, Iceland, and Cyprus, 

which were brought by the offshore finance, and then draw inspiration. Chapter three 

introduces the situation of China’s offshore finance from three aspects: China’s 

offshore finance developing process and practical situation; the necess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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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sibility of establishing the offshore financial center; the difficulties of developing 

the offshore financial market. And point out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China’s 

offshore financial center. Based on the previous, Chapter five puts forward th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establish China’s offshore financial center. 

 

Keywords: Offshore Finance; Offshore Financial Center; Developmen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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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一）选题背景 

离岸金融业是经济全球化的催生物，是现代金融业演进中最为重大的创新之

一，它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金融市场国别属性，在某种程度来说，已经达到了真

正意义的国际金融。自上世纪 50 年代离岸金融市场萌芽至今，离岸金融中心的

建设和发展是惊人的，离岸金融业务的种类、总量都呈现增长趋势,离岸金融的

发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经济金融高度一体化和全球化的今天，离岸金融

中心成为了促进资本组织形态与新兴市场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成为了各国争夺

国际金融资源的利器。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 各项

经济指标更是上升到世界前列，同时，与国际经济的融合得以进一步加深。可以

说，我国的经济目前正处于一个“引进来”和“走出去”携手并进、相互促进、

对外开放的新阶段。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商业活动日趋活跃，中国企业对于海外

投资的需要日趋增加。同时，2009 年 7 月国务院出台的政策，允许人民币可以

在跨境贸易中支付，推动了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使得人民币在跨境结算中

的流通和使用迅速上升，境外人民币的规模大大增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国

对于离岸金融业务的需求越来越大，我国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成为了热点

话题。 

（二）选题意义 

我国国内政局稳定，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的政治地位，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

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在

国际上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特别是加入 WTO 以来，我国已在 2010 年成为全

球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在国际流通上发挥着越来越多的作用。同时，我国金融

体系经营管理水平显著提高，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目前，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基

本满足离岸金融业务发展所需的法律环境。因此，在我国建立离岸金融中心有其

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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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经验来看，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对于一国货币的国际化起着重要的作

用，同时，也有利于提升一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竞争力。 

但是，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也有一定的风险。离岸金融市场在一定程

度上将影响到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的实施；资金的大规模游动，对于一国金融

的稳定发展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于本国的金融监管也提出了新的挑战，鉴于此，

在建立和发展金融市场的同时，也应防御相应的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因

此，本人将关于我国离岸金融市场发展模式的研究作为毕业论文的研究内容。试

图从世界主要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中，提取成功经验，并吸取失败的教训，并根

据我国自身的实际，进一步总结经验，探寻符合我国国情的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

模式。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综述 

国际上，关于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是先有实践，然后从实践中总结形成理论

架构体系。离岸金融理论是伴随着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而产生并逐步发展。从国

外学者对于离岸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于离岸金融中心的定义及其发展的研究。 

Ronenpalan(1998) [1]指出离岸金融产生的一大动因是对金融管制的规避,离

岸金融的发展反过来又加快推进了金融国际化、自由化的发展。

Anmed.Zorom[2](2007)定义了离岸金融中心和市场,他认为离岸金融市场就是一

种 经 营 非 居 民 间 金 融 服 务 的 市 场 。 Philip R.Lane [3](2010) 、

T.K.Jayaraman[4](2010)等认为建立离岸金融中心对归属所在国的金融国际化起

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不仅利于金融机构国际化发展,也有利于金融产品国际化,从

而带来金融人才国际化,有利监管水平向国际化发展。 

2、对离岸金融中心建立的形成因素的研究。 

Roussakis 等[5]（1994）认为，一个国家要建立离岸金融中心，须满足以下

几类条件：首先，制度政策方面：税率必须优惠或税率为零；国内及周边政治的

稳定；交易记录及信息较高的保密性；相关的法律、法规、及监管措施的有效性；

货币可自由兑换。其次，基础资源方面，通讯、信息等基础设施完善；人力资源

相对比较成熟；区域优势。再次，辅助因素方面：较低的经营成本；属地居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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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离岸市场业务及金融产品的认可度较好；相关费用合理以及语言文化通用等

其他因素。 

3、对离岸金融监管的经验及离岸市场所在国家形成的负面影响。 

2003年 Salim M .Darbar[6]等《加强对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主要针对离岸

金融市场的风险监管与防范问题进行研究。Hampton [7](2002)认为需强化国际监

管合作来应对离岸金融中心协助洗钱、逃税和资本外逃等负面效应的增加,。

Sharon C.Cobb (1998) [8]认为离岸金融中心所在区域、功能和监管是决定其为全

球提供离岸金融服务的三个基本要素,同时强调离岸金融中心对周边地区的税收

和金融体系具有一定的影响力。Hampton M.P(1996) [9]《离岸界面犯罪与社会变

革探究》阐述关于离岸金融市场风险方面内容。 

（二）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对于离岸金融市场及其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始于 80 年代初期。早期

只是对离岸金融理论做一般性介绍。伴随着国际上离岸金融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以

及我国金融业初步涉及离岸金融业务，有关文献从发展、监管及离岸金融中心区

域设置方面有了更深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对离岸金融中心进行介绍。 

吴念鲁[10]（1981）在其《欧洲美元与欧洲货币市场》中介绍了外国的离岸金

融市场，讲述离岸金融出现的背景、性质和特点，同时，对不同模式的离岸金融

市场进行比较，是我国最早研究关于离岸金融的文献之一。蔡长学[11](1985)也在

其论著中对离岸金融进行过详细的介绍。80 年代末期开始，伴随着我国一些金

融机构开始涉及离岸金融实践活动， 关于离岸金融的理论研究更为深入。连平

[12]（2002）在其《离岸金融研究》中规范了与离岸金融相关的定义,如离岸金融

的概念、发展原因、存在利弊、制度保障及业务内容。左连村,王洪良[13]（2002）

在《国际离岸金融市场理论与实践》中对国外离岸金融市场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

绍和对比,对我国离岸金融研究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2、分析我国建立离岸金融中心可行性及必要性。 

葛兆强[14](1994)、王雪冰[15] (1995)，分别阐述发展离岸金融市场是当今国际

金融竞争的新特点和新趋势，结合我国国情，提出加快金融国际化的步伐，同时

又保证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借鉴国际经验建立我国的离岸金融市场是具有现实

意义的研究课题。孟婷、张元元[16]（2012）从顺应国际金融的发展趋势，推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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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金融业的发展，提高吸引外资的效率，减少外资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冲击的角度，

论述了我国建立离岸金融中心的必要性，同时利用 SWOT 分析研究了我国建立离

岸金融中心的可行性。  

3、我国建立离岸金融中心地点研究。 

关于我国建立离岸金融中心的城市选择，不同学者存在不同观点，争论比较

激烈。曾之明[17]（2012）基于层级分析法对中国离岸金融中心选址进行量化比较，

发现长三角地区优于环渤海地区和珠三角地区，上海是建设离岸金融中心的最优

选择。鲁国强[18]（2008）则认为深圳最适合发展成为离岸金融中心。李文增[19]

（2002）提出在天津滨海新区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的意见和建议。国家外汇管理局

厦门市分局研室课题组[20] (2012)，针对新加坡的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经验以及泰

国离岸金融市场的教训得出对厦门建设离岸金融市场的启示，提出在厦门建立对

台离岸金融中心及其可行性。  

4、我国建立离岸金融中心的积极意义及影响。 

葛兆强[21]（2008）认为建立离岸金融市场能够加快促进我国金融国际化的发

展，因而有必要发展我国的离岸金融市场；招商银行战略部课题组(2005)指出，

对于我国商业银行而言，国外严格的监管条件限制使得我国商业银行的海外机构

及业务扩张速度普遍不如跨国银行，境外分支机构数量不多，业务国际化程度偏

低。因此，通过建立离岸市场使国内银行机构可以在不设海外机构的情况下，通

过开办离岸金融业务，参与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合作和竞争格局中，这在我国商业

银行国际化发展中显得日益重要。鲁国强[22]（2007）认为我国发展离岸金融市场

有利于建立新的经济增长极，有利于地区的金融国际化和经济国际化、引进外资

和推动我国企业跨国化，有利于金融体制改革，减少外汇储备压力，推动人民币

资本项下自由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 

 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部分:导论、主体部分和结论。其中,导论部分主要阐

述选题的背景和意义,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简要介绍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和基本观点以及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介绍了本文的创新之处和需进一步开展的研

究的问题等；结论部分大致概况了本文研究得出的结论；中间主体部分的主要内

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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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离岸金融中心的概述及理论基础，本章为统领全篇的理论基础，本

章主要对离岸金融的定义进行了界定，简要介绍了离岸金融的发展历程、离岸金

融市场的主要模式和离岸金融中心的作用及其风险，侧重从金融创新理论、金融

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理论阐释了离岸金融发展的理论基础。 

 第二章 国际主要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模式及其经验，侧重对伦敦、纽约、

东京、新加坡、开曼和巴哈马这些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模式，实施的在岸市场、

离岸市场分离的措施，采取的税收政策等进行研究，同时，对泰国、冰岛及塞浦

路斯由离岸金融市场导致的金融危机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第三章 我国离岸金融的发展情况及未来模式选择，本章共有四节，第一节，

介绍了我国发展离岸金融业务的历程和现状；第二节分析了我国建立离岸金融中

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三节，尝试着探讨我国开展离岸金融业务存在的困难；

第四节，总结国际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经验对我国离岸金融中心发展的启示，并

探究我国离岸金融中心的模式选择以及相应的离岸市场监管。 

 第四章 我国建立离岸金融中心的政策建议，本章在上文的基础上，尝试着

提出了我国建立离岸金融中心的政策建议。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文从理论到实践，从国际方面到国内方面，借鉴国际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

经验和教训，结合我国离岸金融业务的实际情况，得出相应的建设我国离岸金融

市场的启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遵循着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运用比较经济学理论，

通过案例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对离岸金融中心发展模式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

同时，本文还结合数据、图表等，以期较为直观、形象地分析典型离岸金融中心

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为我国建立和发展离岸金融中心提供启示。 

五、创新点与需进一步开展的研究  

 从离岸金融中心建立方面的已有文献来看，主要集中在对国际离岸金融中心

的发展历程和成功经验的总结方面，或者是单独对离岸金融市场的风险进行分

析，将两者进行有机结合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的文献较少。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

础上，认真学习和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从国际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历程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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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研究了国际上主要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探究离岸金融中心成功的经验，

分析离岸金融的风险，总结失败的教训，结合我国离岸金融发展的现状以及我国

实际情况，提出了发展我国离岸金融中心的模式选择和相关的发展建议。本文遵

循理论研究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数据、图表等形式，重点对伦敦、新

加坡、东京、纽约、开曼、巴哈马等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以及采取的措施进行研

究，分析它们得以成功的经验，同时，对泰国、冰岛以及塞浦路斯由于离岸金融

市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进行分析，探究其失败的教训，进而提出我国发展离岸金融

中心的相关建议。 

 然而，由于国内外文献资料等来源不足，数据资料收集的难度较大，本文未

找到国际离岸金融市场的最新数据，同时，对于我国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相关内容

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进而形成更为系统的、完善的知识体系。本人在今后的

学习和工作中，将进一步加强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结合实际情况的变化，不断完

善知识体系，完善对我国建立离岸金融中心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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