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是最大机会之一”

1999年朱镕基总理访美，在芝加哥和当地爱
国侨胞举行一个小型座谈会，当时在美国工作的

朴学谦有幸参加了会议。朱镕基总理说，中国改
革开放是自己的决定，是中国必须要走的道路。

无论是否加入WTO，中国都会坚持改革开放。
受到感召的朴学谦于 2000年回到中国，投

入改革开放大潮。虽然他是北京人，但他来到了

上海，在上海交大工作了一段时间。中国加入世
贸组织后，朴学谦回归金融工作，先后在瑞银、罗

斯柴尔德工作，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有深切的
体会，最终加入摩根大通并回到上海。

2002年，中国证监会颁布实施了《外资参股
证券公司设立规则》，这个规则提前兑现了中国

“入世”时三年内要达到的证券业开放承诺。该规
则还在 2007年和 2012年两次修订，在 2012年

的修订中，外资拥有不超过 1/3的少数股权的规
定修改为不超过 49%。

近几年中国金融市场自主开放的力度更大，
2017年中国宣布将允许外资在国内券商、保险

公司、资管公司以及期货公司的持股比例达到
51%。去年 4月 1日，证监会正式取消了外资股

东对合资券商的持股比例限制，意味着外资金融
机构可以在中国境内设立独资券商。

摩根大通早就看好中国市场，2016年，摩根
大通董事长杰米 ·戴蒙带队访问中国，当时就非

常看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机会。此后随着中国金
融市场的不断开放，杰米 ·戴蒙又表示摩根大通

希望有朝一日能在中国实现全牌照、全控股，将

全球市场的产品和服务带到中国。

如今，中国的开放使得摩根大通的愿望正在
达成。目前，摩根大通已经完成期货公司、证券公

司的独资，并有意将基金子公司上投摩根基金的
持股比提升至 100%，有望成为第一家全资持有

中国证券、基金、期货公司的外资金融机构。
摩根大通对中国市场高度重视，正如董事长

杰米 ·戴蒙在《2020年年报》中所说，中国“对我

们的客户和公司来说是最大的机会之一”。

把全球优势带到中国
2019年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成立，总部设

在上海，朴学谦再次来到上海。他说：“摩根大通

成为中国第一家全资控股的外资证券公司，不
是运气，也不是奇迹，是我们公司对中国改革开

放信心的体现，也是我们对这个行业发展了解
的体现，当然更是中国坚定不移扩大改革开放

的结果。”

在上海的这些年，朴学谦觉得上海的政府部
门讲科学、尊重市场规律、说话算数。去年疫情发

生时，口罩非常紧缺，陆家嘴有关部门领导亲自
带队到摩根大通等陆家嘴机构送口罩。口罩虽

小，情谊深厚，这让朴学谦觉得落户上海是对的。
进入中国市场后，朴学谦对记者表示，摩根

大通将发挥自己的优势。首先，从全球看，摩根的
产品线和服务种类，有最宽广的覆盖，可以为客

户提供丰富完备的产品和服务，要把这个优势搬
到中国。其次，摩根大通具有全球性的市场和优

质客户资源，世界 500强企业 80%以上是摩根大
通的客户。“我们可以把这些资源引进中国，或者

中国企业走到国际上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更好

的服务。”比如，中国一家知名电器制造商收购了
一家美国公司，最大难点是市场和客户整合，摩

根大通不仅帮助收购，更帮助进行市场整合。第
三，近年来摩根大通在金融科技方面，每年投入

接近 120亿美元，摩根大通全球员工约 25万人，
科技部门员工有近 5万人，其中 3.1万人在技术

开发岗位。在科技领域，摩根大通也是领先的。

说到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潜力，朴学谦说：
“中国资本市场必将成为全球有分量、有影响力

的一个部分，改革开放会持续稳步地向更深更广
的层面发展下去。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我们已

经准备好了。我们和中国本土公司一起，代表了
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市场，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

一部分。”
中国资本市场开放持续扩大，沪深港通机制

和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RQFII）制度持续优化，
投资范围不断扩大，境外资金持续稳步流入我国

资本市场。截至今年 9月末，外资持有 A股流通
市值为 3.53万亿元，占流通市值比重约 4.8%。

对于未来，朴学谦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开
放的持续深入和拓展，外资在中国市场的接入比

例将不再会是人们最核心的关注点。就像我们对
GDP增长的看法，从数量到质量。人们届时关注

和谈论的将会是中国资本市场在全球的地位和
影响力。所以，在中国资本市场越来越开放的同

时，让我们以提高中国资本市场的全球影响力为

目标共同努力。”

首席记者 连建明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驾轻就熟
1991年，黄耀和开始参与中国投融资项目，

并于 2001年从香港移居到上海。随着中国加入

WTO，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的进程得以加
快，企业有更大的机会向更多的客户作更好的推

介，“中国制造”得到全世界认可，同时越来越多
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从以往资产被收购方逐渐

变成资产收购方。

“过去 20年能深切感受到，整合海外资源、

发展海外业务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重要
战略手段，中国企业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成熟起

来。”黄耀和将中国企业“走出去”总结为三个
阶段———

第一阶段是刚“入世”的时候，很多企业对国
际市场还不熟悉，那时候中国企业只有一些零星

的海外并购业务。最先要面对的是陌生的海外经
济秩序和当地规则，企业要根据自身情况“摸着

石头过河”，做到未雨绸缪，避免因违规行为而遭
到处罚或制裁，确保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阶段是 2008年以后，中国企业开始成

规模地“走出去”。当时欧美的金融危机给世界经
济造成严重冲击，发达国家的经济疲软为中国企

业海外并购创造了条件，而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

和强劲的国内需求，也给企业海外并购、重组提

供了良好环境。大量中国企业将目光投向全球并
购其长期渴望的国际品牌、研发能力和海外销售

渠道。
第三阶段是 2013年以后，在有大规模的海

外并购经验以后，全球市场上的中国买家中开始
有更多“熟手”出现，能看到他们对于国际规则了

解得更透彻了，整个交易流程也因此大幅缩短，

一切变得驾轻就熟。
黄耀和告诉记者，自己感受到中国企业现在

海外业务的拓展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缺啥买
啥”，而是更多从企业本身的全球战略角度开始

衡量，越来越理性。

几组数据说明“信心越来越大”

20年来，在中国企业逐步将脚步迈向全球
的同时，也有大量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入世’以来，中国不断建立健全外资法律
政策体系、优化营商环境，这使得中国市场的竞

争力大大提升。在全球经济受到疫情严重冲击的
情况下，外商来中国投资，实际上是看好中国投

资环境及前景的，是对中国投资环境的坚定认
可。”黄耀和说，从几组数字上能更加直观地感受

到这种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 外国投资者， 其中不乏大型国际机构投

资者投资的中国国债持有额在 2016 年初约为
2500亿元，2018年下半年突破 1 万亿元； 截至

2021年 5月底，外国投资者持有的中国国债达到
约 2.1万亿元；

● 1983年中国吸收国外直接投资 9.1亿美

元，2000年为 407亿美元，而 2020年中国外国直

接投资流量达到 1630亿美元，中国成为 2020年
世界最大外国直接投资接收国；

● 2000 年， 全球共有来自 166 个国家的

52150名各类来华留学生。 2020年，这一数字突
破 50万。

“这些都充分说明外资企业对中国的信心越
来越大。”黄耀和说。

从个体外资企业角度而言，回顾普华永道在
中国发展的历史，也充分反映出外资企业对深耕

中国市场的持续期待。刚进入中国时，“普华”和

“永道”在中国的员工加起来不足 50人；如今，普
华永道在中国内地及港澳等 28个城市设立分支
机构，员工总数超过 2万人，合伙人总数超

过 800人，其中近 4年普华永道新晋升

合伙人达百人，本土合伙人占 100%。

本报记者 杨硕 T14

发挥优势，再续百年上海缘

    今年 12月 11日， 中国将迎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

周年。

“自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在日常承接项目中直
观体会到中资企业逐渐融入全球市场体系，从‘入世’伊始

时零星的‘走出去’，到成规模的海外并购。这 20年来，我也
同样感受到了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态度变化， 其对中国
市场的信任不断增长。 ”普华永道全球跨境服务中国主管合
伙人黄耀和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朴学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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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年前的 1921年 1月 4日， 摩根大通的一家前身
公司设在上海九江路 1号的上海分行正式开门营业；100

年后的 2021年 8月 6日， 中国证监会对摩根大通受让 5

家内资股东所持股权，成为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唯一股东的事项准予备案，摩根大通证券（中国）将成为中

国首家外资全资控股的证券公司。

这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不断对外开放的结果， 摩根
大通是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见证者和积极参与者。 百年前
和现在， 摩根都将中国公司落户于上海， 而摩根大通证券
（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朴学谦也与上海有着深深的缘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