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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政府在 2009 年《市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

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意见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09）25 号）文件中，明

确提出加快发展信用评级机构，制定相应政策措施，促进信用评级机构加快发展，支持中资评

级机构和国际著名信用评级机构开展战略合作，大力培育具有市场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信用

评级机构。这已经作为市政府的具体项目在落实，我们也分别做出了回应和准备。我想谈几个

想法：

第一，评级公司的发展战略问题。我们的评级工作已经进行了19年了，回顾过去走过的道路，

应该认识评级业的这样一个发展模式，即微观盈利、宏观影响的战略发展模式。所谓“微观盈

利、宏观影响”是指评级公司以微观产品在市场上有充分的发展，增加赢利，再投入到宏观研

究，通过宏观研究成果的发布和社会验证提升其影响力。这是 150 年里国际评级公司走过的道

路。回顾我国的评级公司，发现有几个问题，其一是微观市场需求单一、品种单一。我认为要

扩大微观市场需求和品种，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和扩大业务。首先是信贷企业的评级，上

海 1998 年展开信贷企业评级，目前已经做得比较好，由 9 家评级公司对 4000 多家贷款企业进

行年度评审，其中被评企业占贷款企业的 20%，被评企业贷款额占贷款总额的 80%。其次是债

券市场，2005 年之前，我国债券市场还很微小，之后才开始发展，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可以说，

最近几年，评级公司效益的节节攀升得益于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发展，但还不够，交易所市场应

该也要更加发展。另外，应该加大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在内的金融机构的评级，

就是交易对手的评级，这是国际主流的做法。我国是从债券评级到主体评级，国外是先主体评

级再到债券评级。交易对手的评级很重要，这在国外评级公司的收入中作用很大。在微观赢利

的基础上，可以加大力度对宏观市场的研究，包括行业研究、地区财力研究、政府主权评级研

究等。中国的评级业，先要扩大微观，然后再扩大到宏观，从而扩大影响力。

第二，中国的评级业一定要走本土化和国际化道路。中国评级业以本土评级机构为平台，

以本土评级人员为主体，吸收国际的评级方法和理念，提供可以满足国内外市场需要或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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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评级产品。台湾用本土的人才，吸收标普的技术和信息进行这方面的工作，相当有成效。

我们也应该走这样的道路。走国际合作的道路，可以有多种形式，比如有限的股权合资和技术

合作、项目合作。我们的做法和台湾不太一样，台湾规定外资合资比例要 25% 以上，台湾监管

部门认为不到 25% 外企不会进行技术输出。现在我们的技术合作一般是培训、交流、信息共享，

但没有核心技术。所以我们认为下一步需要监管部门来研究这个事情。

第三，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区时，要抓住国际评级机构在上海发展的机遇。

2009 年标普进入大中华区，进入上海，我们可以成为其全球数据加工中心。他们 1997 年

与印度合资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当年营业收入 400 万美元，去年达到了 1.2 亿美元，其中

6000 万为数据模型加工收入。如果能够引进，也是上海核心功能区建设的一个成果。另外，

我认为在培养评级人才方面也要大力支持。可以说我们现在的国民教育体系无法满足评级人员

培养，因此需要通过评级公司、金融机构和高校通力合作，进行这方面的培养。标普在美国纽

约商学院有一个 CRA 的培训课程，有可能的话我们将这个课程移植过来。信用管理评级要专

门化，不仅是外部评级，还有内部评级，人才培养可以集聚到这个平台。

（本文为朱荣恩总裁 2011 年 4 月在首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建设高层论坛”上

发表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