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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本照，男，1963年7月出生

于安徽省定远县，企业管理学博

士，经济学教授。1999年6月被

批准为产业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

生导师，2000年2月被中国证监

会批准为首批注册证券分析师。

现任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

院副院长；国家科技奖励评审专

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

新项目评审财务专家、安徽省金

融学会常务理事、安徽省人民政

府国资委规划投资委员会委员、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600237,SH）独立董事。

人物介绍：

20年：见证安徽金融业沧桑巨变
访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本照教授

20岁，是美好人生的青葱岁月。20年，是历

史长河的短暂瞬间。这 20 年，安徽金融改革开

放发展经历了波澜壮阔的重要时点。在本报创

刊 20 周年之际，记者专访到被中国证监会批准

为首批注册证券分析师、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

院副院长张本照教授，让他与读者一起回顾安

徽金融业沧桑巨变的20年。

记者 董艳芬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包括股

票、基金在内的各类投资理财产

品渐渐走入百姓视线。也就在

上世纪90年代末，一种名为“证

券分析师”的职务在安徽被业内

所知晓。张本照说，在自己从业

以来，有很多经历都记忆犹新，

最令他难忘的，还是考执业证券

分析师那阵子。

“复习的艰辛可想而知，考试

环境也很差，住的是几元钱的工

厂招待所。”张本照说，1999年4

月，他在济南实验中学参加了由中

国证监会组织的考试，并顺利通

过，有幸成为中国第一批1000多

通过考试获得证券投资咨询资格

的人士之一。并且还直接参与了

《投资基金法》的立法调研工作。

“当时，由《投资基金法》起草

工作小组组长王连洲领队的调研

组到安徽调研，我就全程参与，可

以说，我自己也为后来的《证券投

资基金法》出台贡献了绵薄之

力。”张本照笑着告诉记者。

上世纪90年代，可自学报考证券分析师

张本照说，这20年，安徽金

融改革开放发展经历了波澜壮

阔的重要时点。

表现最明显的，是金融机构

快速增加。机构种类不断丰富，

网点布局日趋合理，服务覆盖面

日益广泛；金融市场规模也不断

扩大。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存

款持续增长；股票融资规模和比

例不断提高；债券融资(企业债、

短期融资券)增长迅速。

另外，我省金融发展在稳定

性方面有所增强，近年来，我省

金融业发展没有出现间断和反

复，始终保持持续、快速发展的

良好势头；金融资源结构效益

明显改善，金融门类齐全。经

过多年的发展，全省金融机构

不仅包括银行、证券、保险、期

货、基金、信托、金融资产管理、

汽车金融、财务公司等金融机

构，还包括信用担保、小额贷款

公司、典当、资金互助社等准金

融机构。

20年，安徽金融规模迅速扩大

而对于未来金融行业的发

展趋势，张本照认为，主要是走

协调发展之路。首先，促进我国

金融业与其他产业的协调发展。

“金融产业随着经济的发展，金

融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以

及金融业的就业人数都会逐步

的提高，这是一个规律。”张本照

说，目前，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与

其他产业的发展存在着不协调，

对我国就业和GDP的贡献还比

较少。

另一方面，金融深化，金融

自由化的发展是我国金融业今

后的一个趋势。促进大银行与

中小银行之间的协调发展。我

国银行业的垄断程度比较高，国

有商业银行占据着很大的市场

份额，而中小银行的发展相对比

较弱。加快我国中小银行的发

展，降低银行的垄断程度，增加

竞争者是提高银行业高效服务

社会经济的必由之路。

最后，需要促进股票市场与

债券市场之间的协调发展。目

前，我国公司债券市场发展严重

滞后，与国债市场相比，我国地

方政府债券市场刚刚起步。债

券市场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个人

信用、企业信用和政府信用等三

大信用体系的完整和统一。

金融行业要走协调发展之路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热 烈 祝 贺 市 场 星 报 创 刊 20 周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