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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開發性金融的先行者

作為銀行家，陳元的一大成就是促成
了內地與香港之間的金融合作。他的
「香港緣」始結於中國改革開放之初。

陳元的「七條原則」

香港金管局原總裁任志剛2009年曾撰
文回憶稱，約20年前，他應時任央行
副行長陳元的邀請，到北京進行第一
次公事訪問。這是內地與香港兩地貨
幣金融事務建立穩固合作的關鍵一
步，是兩地貨幣當局建立牢固工作關
係的第一步。
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陳元於上

世紀九十年代便對處理好內地與香港
兩地金融關係提出了「七條原則」：
一國貨幣，兩種貨幣制度；兩個貨幣
當局保持密切的政策協調；加強金融
監管合作；中國人民銀行必要時對香
港金融穩定提供支持；妥善處理內地
與香港的金融債權與債務關係；妥善
處理香港與上海金融中心的關係，保
持雙贏；妥善處理好中銀集團在港的
作用與地位。

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的「先行者」

多年後，陳元帶領國開行率先在港發
行人民幣債券，成為香港離岸人民幣
市場的「先行者」，此後又相繼設立了
香港分行與國開國際控股公司，作為
進軍海外市場的平台。
任志剛表示，想起1997年前與陳元在

央行同儕的支持下，一起遠赴歐美等
地進行路演，解釋香港回歸後貨幣金
融實行「一國兩制」的藍圖，而如
今，「結果正如大家所見，藍圖成
真！」
自2007年來港發行人民幣債券以來，

國開行為香港離岸人民幣中心建設作

出了巨大貢獻。2012年8月，國開行在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舉行人民幣
債券掛牌上市儀式。該行2012年已在
香港發行的60億元人民幣債券在港整
體上市，成為港交所單次上市金額最
大、品種最豐富的系列人民幣金融債
券。
2007年至2012年，國開行在港累計發

行人民幣債券190億元，在規模、品種
和期限方面持續創新。
今年1月，國開行在港發行25億元人

民幣債券，首創香港金融管理局債務
工具中央結算系統(CMU)招標和簿記建
檔雙重發行架構，並成為首家將發債
資金留在境外使用的境內金融機構。3
月23日在港成功增發10億元15年期人
民幣債券，是首單離岸人民幣超長期
債券增發交易。

促內地與港經濟優勢互補

2010年，國家開發銀行與香港中文大
學簽署了「國家開發銀行金融研究中
心」合作協議，陳元出任主任。
該中心首個研究課題便是「人民幣國

際化」和「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建
設」，旨在就經濟及金融多項重要議題
進行前瞻性研究，促進內地與香港經
濟優勢的互補。
陳元表示：「香港中文大學以『結合

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為使
命，這與開發銀行『融資融智』的理
念相得益彰，成為雙方開展合作的重
要基礎。我們相信，以中文大學雄厚
的研究力量和傑出的學術表現，必將
推動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和國家開
發銀行金融研究中心成為兼具本土智
慧和國際視野，擁有地區和國際影響
力的重要智庫。」

陳元掌開發性金融促進會
力促開發性金融社會化

「只唯實」的學者型官員：
駕馭國開行如同打乒乓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北京

訊 中國開發性金融促進會4月28日在
京正式成立，陳元出任會長。這意味
㠥開發性金融將由國家開發銀行的個
體實踐轉變為一種社會化的模式。
「開發性金融促進會將充分發揮社

會組織『提供服務、反映訴求、規範
行為』的作用，與國開行的投融資優
勢協同，共同推動開發性金融事業發
展，服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陳元
在成立大會上說。
對於促進會成立之後的工作，陳元

說，要大力提升開發性金融社會化的
能力，同時大力加強與國開行的業務
協同，依托促進會旗下上海遠東公
司，為國開行增加評級職能，積極參
與國家信用體系建設，打造具有公信
力的信用評級機構，推動建立行業風
險指數等。
開發性金融200年前誕生於歐洲，主

要發揮連接政府和市場的紐帶作用。
開發性金融建立的中長期融資機制為
發展中國家所青睞。不久前，金磚國
家領導人德班峰會呼籲通過多邊開發
銀行和區域開發銀行向基礎設施提供
投融資，以確保發展中國家獲得穩
定、充足和可預見的長期融資。「這
說明，開發性金融將在世界經濟格局
向更平衡的方向發展中發揮更大作
用。」陳元說。

■國家開發銀行（國開行）與香港中文大學於香港就共建「國家開發銀行金融研究中心」簽署合作協

議，時任國開行董事長陳元出席。

■今年3月1日，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中共組駐地北京友誼賓館，陳元剛剛走出會議室就遭到記

者的「圍追堵截」。

15年間，他一手將國家開發銀行「變」成了亞洲最賺錢的銀行之一；他最早勾畫了北京金融街的藍圖；他促成

了內地與香港的金融合作；他對宏觀經濟理論和國際金融有深刻的了解和研究，發表過多部專著；分析人士認為

他是執掌未來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的最佳人選。他就是陳元，新晉全國政協副主席。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江鑫嫻

來自國內外的讚譽日益增多，國開行
開始越來越受到關注，然而很多熟悉陳
元的人都說，陳元的個性與他的父親如
出一轍，是一個典型的多做少說、先做
後說的人。
陳雲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創

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在長期領導經濟建
設的實踐中，提出了許多正確的財經工
作指導思想、工作方針和重大措施。而
在黨內，陳雲及家人行事低調、不事浮
華的作風，一直受人稱道。陳元繼承了
父親「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座
右銘。為了做到「實」，陳元經常下基
層進行調研，每次調研筆記總是厚厚幾
大本。
與陳雲一樣，陳元也是典型的學者型

官員。他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就中國經
濟轉軌與建設小康過程中的深層矛盾和

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理論和政策建議，
具有準確的前瞻性和鮮明的實踐性。關
於中國經濟轉軌的歷史環境與條件的分
析，中國市場化改革目標與途徑的研
究，以及開發性金融及其市場建設的理
論探索，是陳元最主要的理論和學術貢
獻。
陳元的著述頗豐，他曾出版《陳元集
—運行．調控．發展》、《香港金融體
制與1997》、《美國銀行監管》和《中
央銀行職能》等著作。
閒暇時間，陳元最喜歡的運動就是乒

乓球，而且打得不錯。他曾在接受採訪
時表示：「我喜歡打乒乓球，我在國開
行有點像打乒乓球，不斷應對不同的挑
戰，有的問題花個二十分鐘就想清楚
了，碰到一個大問題可能要想三個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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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許每個銀行家心中都有一個美好的願景。

陳元的願景就是讓國家開發銀行成為「具
有國際一流業績的開發性金融機構」，在對產業發
展方向的分析、判斷、規範、布局等方面如世界
銀行一般。

「父親從不代替我們做任何決定」

陳元出生於1945年1月，是已故中共元老陳雲的
長子。
1964年陳元考入清華大學自動控制系，他最初的

夢想是當一名工程師。由於「文革」，陳元讀了6
年大學，隨後被下放到湖南進行勞動鍛煉。3年
後，被分配回北京的航天工業部做技術員。1978
年，33歲的陳元成為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批研究
生，專業改為經濟。
陳元走上金融的從業道路，不少人會想當然地

認為，這可能與他父親的引導有關。但陳元稱，
這其實是他個人的選擇。「我父親從不代替我們
做任何決定，但他會對你工作當中做出的決定給
予評價，然後對你做得好的給予鼓勵，有時候對
你提醒一兩句，所以我們家幾個人各自有自己不
同的發展，都不是父母制訂的、包辦的。」他在
接受中央電視台的專訪時直言不諱。不過，他並

不否認受了父親的諸多影響。

「金融的作用就像神經和大腦」

從1982年起，陳元先後擔任北京市西城區委副
書記、書記，北京市委常委、市商貿局局長兼市
體制改革委員會常務副主任。與那個時代的絕大
多數官員相比，陳元較早認識了金融的重要性，
他主持的西城區金融區規劃和設計為今天的北京
金融街勾畫了藍圖。
1986年12月，陳元在北京市金融體制改革研討

會上作了題為《應該記取長期不重視金融業發展
的歷史教訓》的講話。他提出，金融的作用就像
神經和大腦一樣，可以指揮一切，調動一切。同
時他還強調，嚴重的預算約束軟化和信貸約束軟
化，造成金融業發揮不出作用。
1988年，陳元出任中國人民銀行黨組副書記、

副行長。

「空降」國家開發銀行

1998年3月，陳元從中國人民銀行「空降」國開
行出任行長。
成立於1994年的國開行是直屬於國務院的三家

政策性銀行之一，主要使命是支持基礎設施、基

礎產業和支柱產業的中長期融資。陳元上任時，
國開行總資產僅為3,811億元，不良貸款率卻高達
32.6%。
2004年，當他面對CCTV《對話》的眾多觀眾，

回顧起當年接到調任通知的心情時說：「我當時
從精神準備來說確實不足。那會兒的賬本情況就
不太好，不太理想，我看到時非常㠥急。」
真正的改革動作從他上任那天起就已開始。
他的第一把「火」就「燒」在了信貸流程上，

在貸款審查和決策之間增設三個局：市場分析
局、財務分析局和評審管理局。由此，國開行建
立了信貸集體審批制和融資民主制，迅速遏制了
資產質量的惡化。
陳元以獨特的政治智慧，開展全方位的銀政合

作，努力將地方政府支持最大化，藉以解決國開
行在當地的歷史壞賬。其結果是，從1998年開
始，國開行不良貸款率在短短數年後就降到了1%
以內。截至2012年末，國開行資產總額7.37萬億
元，不良貸款率0.3%。
今年4月，陳元卸任國家開發銀行董事長，但這

並非這位金融家職業生涯的終點。他的下一個舞
台，有傳言是德班峰會上決定建立的金磚國家開
發銀行。

■陳元是學者型的官員。

■2011年2月，陳元到中航工業成飛考察。

■2009年7月，陳元考察呼倫貝爾，向牧民斯仁達希家贈送慰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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