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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概述

第⼀章 概述

(⼀) 起步时期

我国⾦融基础设施起步阶段始于新中国成⽴后。 1948 年 12 ⽉  1  ⽇，中 

国⼈⺠银⾏成⽴， 作为核⼼⾦融机构被确⽴， 逐步统⼀货币制度。同时，  开 

始建⽴基本的⾦融业务体系， 如储蓄、保险等，  为后续⾦融基础设施的发展 

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这⼀时期，⾦融机构迫于业务运转压⼒， ⾃发建成多个⽀付、清算、 

报⽂传输等系统，⼀定程度上扮演了⾦融基础设施的⻆⾊。例如⼯商银⾏在 

1999 年推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汇划清算系统”，⾸创实现全国范 

围内资⾦汇兑 30 分钟内到账， 惠及我⾏及同业客⼾， 形成了对⾦融基础设 

施的有效补充。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加拿⼤、欧洲的⼤型银⾏成⽴ SWIFT 协会，统    

⼀银⾏间信息传输的报⽂标准。当前， 200 多个国家的 11000 家⾦融机构使    

⽤该系统进⾏信息传输，SWIFT 成为全球跨境⽀付清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现阶段

中国⾦融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  2005  年，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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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整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登记结算系统，进 

⼀步提升了证券登记结算的效率和安全性。  2015  年，⼈⺠币跨境⽀付系统 

（CIPS）上线运⾏，为⼈⺠币国际化提供了有⼒的⽀付清算⽀持。

⽀付清算体系⽅⾯，中国现代化⽀付系统不断升级完善， 成为⾦融机构 

间资⾦转移的核⼼枢纽。同时，  随着移动⽀付的快速发展， 第三⽅⽀付平台 

崛起，为⼈们的⽇常⽣活带来极⼤便利。

此外，⾦融市场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中央对⼿⽅机制在期货、 

衍⽣品等市场发挥着重要作⽤， 有效降低了交易⻛险。征信体系不断健全，

为⾦融机构评估信⽤⻛险提供了重要依据。这些⾦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果， 

为中国⾦融市场的稳定发展和经济的持续增⻓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 对⾦融业的启⽰

⽆论是历史还是当下，⼤型商业银⾏始终是⾦融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坚 

⼒量。凭借其在客⼾基础、服务⽹络、技术积淀、业务经验等⽅⾯的优势， 

⼤型银⾏在信⽤体系建设、数字⽣态完善、⾏业标准建设等⽅⾯发挥越来越 

重要的作⽤。同时，  ⾦融机构积极运⽤⼤数据、云计算、区块链、⼈⼯智能 

等先进技术进⾏创新实践， “数字化”成为⾦融基建的新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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