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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期货交易所投资者教育产业
服务实践与发展
杨　 柯∗　 李　 绚∗∗

摘　 要:本文结合期货市场 ２０ 余年来与实体经济共生发展的历程ꎬ阐述上海期

货交易所多年来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ꎬ在产业服务方面的实践和探索ꎮ 近年

来ꎬ为培育机构投资者ꎬ优化市场结构ꎬ上海期货交易所面向产业客户推出“风险管理

研讨班”ꎬ并逐步形成面向不同受众、各具特色的“期货大讲堂”系列投资者教育品

牌ꎬ帮助解决制约企业利用期货市场面临的市场环境、管理水平和人才培养等因素ꎬ

以产业服务实践出发ꎬ探讨投资者教育的模式ꎮ

关键词:投资者教育　 产业服务

上海期货交易所自成立以来ꎬ经过经 ２０ 余年的发展ꎬ已形成了包括有色金属、黑

色金属、贵金属、能源化工四大板块的产品体系ꎬ覆盖主要基础工业品领域ꎮ 目前共

拥有投资者 １２８. ５ 万户ꎬ其中一般单位客户 ２ 万余个ꎬ日均持仓 ２９６ 万手ꎬ占全市场

３０. ９６％ ꎮ 套保客户数 ５７９ 户ꎬ套保日均持仓 １０３ 万手ꎬ占市场日均持仓量的 １１％ ꎮ

我国的期货市场因实体经济的需求而萌芽ꎬ在 ２１ 世纪后步入规范发展的阶段ꎬ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就ꎮ 中国商品期货市场不仅排名全球市场规模第一ꎬ并已逐步建立

了一套适应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体系ꎮ

对比成熟市场ꎬ我国期货市场机构投资者比例相对较低ꎬ生产贸易企业在参与期

货市场中仍面临许多困难ꎬ在市场环境、管理水平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提

高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ꎬ金融工作需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

５６１

∗
∗∗

上海期货交易所会员服务与投资者教育部总监ꎮ
上海期货交易所会员服务与投资者教育部高级经理ꎮ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投资者(第 ３ 辑)

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ꎮ 金融工作应当要回归本源ꎬ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

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ꎬ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ꎮ 上海期货交易所始终以服务实体经

济为使命ꎬ围绕实体企业参与市场的需求要求开展各类市场培育和投资者教育活动ꎬ积

极推动企业利用期货市场进行风险管理ꎬ提升企业利用期货市场的能力和水平ꎮ

一、投资者教育工作以产业服务为主要目的

我国期货市场最初因改革开放初期市场急需价格引导信号而萌芽ꎬ并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国内工业企业大量三角债爆发、企业需要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下催生落地ꎬ

期货市场的产生与实体企业的需求紧密相关ꎮ 以上海期货交易所目前最为成熟的期

货品种铜为例ꎬ其产业客户数量、持仓量占比、套期保值量和实物交割量位居国内各

品种前列ꎬ并仍继续呈现上升势头ꎮ 经评估ꎬ铜期货套期保值有效性指标长期高于

９７％ ꎬ与国内现货市场、境外同类市场的相关系数均超过 ０. ９７ꎬ铜期货价格已成为行

业定价的重要参照依据ꎮ① 对于国内产铜、用铜企业而言ꎬ利用期货市场进行风险管

理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必备本领ꎮ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与上海期货交易所常年保

持密切协作ꎬ在每年的新会员入会仪式上ꎬ都有期货市场介绍和有色企业期货市场管

理实践课程讲座ꎮ 有位有色企业代表曾指出:决定企业的利润关键早已不再是成本

控制和生产流程ꎬ而是取决于其利用期货市场的水平ꎮ

而其他行业则是另一番景象ꎮ 根据最新数据ꎬ钢铁产业作为我国最重要的重工

业产业之一ꎬ其产业链相关企业依据统计口径不同ꎬ其参与期货市场比例仅为 １％ ~

５％ ꎮ 由此管中窥豹ꎬ我国期货市场的绝大多数品种ꎬ仍呈现出机构投资者比例较低

的特征ꎬ生产贸易企业参与期货市场也的确面临诸多困境ꎮ

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曾指出ꎬ期货市场的体量和质量与我国的实体经济规模

和国际经济地位并不相称ꎮ 要坚持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ꎮ 上海期货交

易所的投资者教育工作正是坚持以服务产业为主要目的ꎬ了解产业所需ꎬ从政策环

境、服务水平、人才培养三大制约企业利用期货市场的影响因素入手ꎬ推动企业积极

利用期货市场这一风险管理工具ꎬ改善市场参与者结构:一是举办面向政府和企业领

导人员的培训ꎬ打好企业参与期货市场的政策环境基础ꎬ帮助企业获得政策的支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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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认可ꎻ二是积极联络各行标杆企业介绍自身的套保模式ꎬ为众多还在摸索中的

企业传经送宝ꎬ帮助提升企业利用期货市场的水平ꎬ摸索出适合自身特点的参与模

式ꎻ三是积极培养行业后备力量ꎬ尤其是产业服务方面的专业人才ꎮ 长久以来ꎬ由于

专业人才培养周期长、难度大、流动性高ꎬ人员严重不足一直是制约期货市场发展的

痼疾ꎬ上海期货交易所在举办各类从业人员培训ꎬ提升从业人员专业水平的同时ꎬ积

极推动期货知识进入国民教育体系ꎬ推动在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率先开设

期货课程ꎬ为行业发展储备后续力量ꎮ

二、投资者教育服务产业的具体实践

上海期货交易所投资者教育品牌系列活动“期货大讲堂”ꎬ最早可追溯至 ２００３

年ꎮ 当时ꎬ上海期货交易所率先在北京、上海、浙江、深圳四地经济发达地区ꎬ联合地

方期货业协会ꎬ设立培训基地并冠名“期货大讲堂”ꎬ广泛与产业企业、期货公司、各地

高校合作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活动ꎮ ２００７ 年上海期货交易所创办“有色金属之旅”

系列培训ꎬ携期货业同人深入企业产业ꎬ开展临厂辅导和对接交流ꎮ ２０１４ 年上海期货

交易所在江西铜业、神火铝业等 ６ 家企业挂牌“上海期货交易所有色产业培训基地”ꎬ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产业服务人才ꎮ

然而ꎬ期货市场发挥价格发现与风险管理的职能仍需要期货人持续的耕耘和不

断的努力ꎮ 上海期货交易所党委明确指出:服务实体经济仍是商品期货一块显著的

“短板”ꎬ必须下定决心ꎬ从功能发挥的角度真正体现出期货市场对于实体经济的价值

和功用ꎮ ２０１６ 年上海期货交易所积极整合各方资源ꎬ推出了“上期风险管理研讨

班”ꎬ根据实体企业需求定制专题培训ꎬ至今已举办 １６ 期ꎬ参与人数超过 １７５０ 余人ꎮ

以推出研讨班为标志ꎬ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市场服务和投资者教育活动直接深入广大

产业客户和机构投资者群体ꎮ 以下将以研讨班的设计理念为例ꎬ探讨我们服务市场

和投资者的模式特点ꎮ

(一)以我为主、资源共享

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导研讨班的课程设计和师资配套ꎮ 为打造一套符合实际需求

的培训课程ꎬ吸引实体企业人员和期货公司人员共同参与ꎬ研讨班在设计议程时就深

入生产车间、物流仓库考察ꎬ充分理解实体企业需求ꎬ将培训内容主要分为两天三个

模块ꎬ即理念、实践和工具ꎮ 理念部分主要包括宏观经济分析、期货市场功能作用等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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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三讲ꎻ实践部分包括套期保值业务管控体系、套期保值实务操作、套保财务处理等ꎬ

分三到四讲ꎻ工具部分主要介绍期货公司服务实体企业的业务运行模式和相关产品ꎬ

分三到四讲ꎮ 为了帮助企业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ꎬ每期还安排讨论环节ꎬ邀请来自实

体企业的讲师和期货交易所各主要业务部门的人员现场研讨ꎬ为参会企业提供可行

的解决方案ꎮ

为保证课程质量ꎬ本着高规格高水准的初心ꎬ竭力邀请在业界有一定声望和地

位、专业水准得到普遍认可的优秀讲师前来授课ꎮ

(二)教学相长、交流平台

上海作为是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ꎬ是众多实体企业和金融机构业务总部所在地ꎬ

研讨班培训对象以实体企业为主、期货公司人员为辅ꎬ参会人员从全国各地汇聚上

海ꎬ不仅能在课堂上接受培训、交流理念ꎬ在课堂外也能进行商务活动ꎬ成为交流的平

台ꎮ 此外ꎬ研讨班特别对中西部地区会员和单位有所倾斜ꎬ给予欠发达地区人员更多

交流、沟通的机会ꎮ

研讨班设计由期货公司携产业客户共同参与ꎬ企业通过期货公司报名ꎬ由交易所

和期货公司共同为其提供服务ꎮ 每期议程中会安排一位期货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担

任主讲嘉宾ꎬ他们也是期货行业的代表人物ꎬ从行业发展的高度ꎬ系统介绍期货市场

的发展历程和趋势、期货行业服务实体企业的案例、期货市场为企业提供的咨询、定

价、融资、风险管理和运营模式提升等全面服务ꎬ同时在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平台上展

示自身企业形象和服务ꎬ便于和企业进一步对接ꎮ

本着打造精品课程的宗旨ꎬ研讨班应学员要求ꎬ对课程内容和管理模式不断进行

调整和丰富ꎬ如增加来自实体企业的讲师比例ꎬ每期从 １ 人增加到 ３ 人ꎬ涵盖国内外

知名生产商、加工商、贸易商ꎬ他们的套期保值方法和模式都不尽相同ꎬ为企业提供了

不同类型的范本ꎮ 为适应市场变化和需求ꎬ研讨班增加了更加多元化的主题课程ꎬ如

套保业务中的财务处理、物流等因素对期货价格的影响、介绍原油期货、期权、标准仓

单交易平台等新品种、新业务等ꎬ及时传递期货市场的最新动向ꎮ 不少讲师、机构也

因此与期货结下了情缘ꎬ例如ꎬ为研讨班提供套期保值财务处理授课的某国际会计师

事务所体会到庞大的市场需求而专门设立了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研究小组ꎬ专门为上

市公司、大型央企的套保业务提供咨询服务ꎮ

从 ２０１７ 年开始ꎬ上海期货交易所向众多期货公司发出通知ꎬ公开招募优秀讲师

参与研讨班授课ꎬ希望从中发掘优秀的行业人才ꎬ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推荐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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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产品ꎬ提升培训效果ꎬ并与实体企业共同成长ꎮ 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搭建的平台

上ꎬ希望能够涌现更多期货市场专家型人才ꎮ

(三)形成口碑、解决问题

研讨班课程包容性强、覆盖面广ꎬ在实体企业中广泛传播ꎬ打造了良好的口碑ꎬ报

名名额供不应求ꎮ 根据调查反馈ꎬ研讨班学员评价“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占比达

９８％ ꎬ培训名额供不应求ꎬ研讨班每期人数从 ２０ 人逐步提高到 ５０ 人和 ８０ 人ꎬ现场的

实际参会人员达 １２０ 人左右ꎬ并在产业客户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ꎬ不少产业客户听闻

开课后踊跃报名ꎮ

为满足投资者需求ꎬ研讨班在保证授课质量的前提下ꎬ增加举办频率ꎬ并将课程

安排至不同地区举办ꎮ ２０１７ 年研讨班每两个月举办一期面向实体企业和期货公司人

员的培训ꎬ每半年与行业协会合作举办一期专题培训ꎮ 至今已经举办 １４ 期ꎬ参与学

员来自 ９２ 家期货公司、２２０ 余家实体企业ꎬ期货公司会员参与度达 ６２％ ꎬ参与企业涵

盖上海期货交易所所有色金属、黑色金属、能源化工类生产、加工、贸易类产业链企

业ꎬ基本实现了有色、黑色、能源化工产品产业链全覆盖ꎮ 从学员构成来看ꎬ学员来自

全国各省市区域ꎬ以商贸和有色金属类企业为主ꎬ分别占比 ５０％和 ２２％ ꎻ黑色金属类

企业因行情波动参与积极ꎬ占比 １１％ ꎻ以及部分糖、棉及投资类公司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研讨班能够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ꎮ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某企业董事长应

邀来到讲堂ꎬ介绍了企业能够多年屹立的实践经验:该企业定位为一家铜加工企业ꎬ

只赚取合理的加工利润ꎮ 企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ꎬ总结多年期货市场实践经验ꎬ建

立了净库存管理模式ꎬ期间也走过弯路、交过学费ꎬ现在只对已经定价的采购量和销

售量之差做套保ꎬ铜价的波动不会对企业利润产生较大影响ꎮ 企业根据自身特点探

索出的参与模式ꎬ是任何教科书上都学不到的ꎬ不少在场企业都表示受益良多ꎬ很有

启发ꎮ 另外ꎬ许多企业都反映过企业套保会计难以应用ꎬ希望在财务处理方面得到辅

导ꎬ通过研讨班ꎬ企业了解到财务处理不仅仅是账务处理的表面问题ꎬ而是应当与套

期保值的整体操作流程对应起来ꎬ并在现场与会计师事务所人员对接交流ꎬ切实解决

自身的燃眉之急ꎮ

三、全面构建投资者教育体系

２０１８ 年上海期货交易所依据开办风险管理研讨班所的经验ꎬ针对企业参与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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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面临的从政策环境、操作水平、人才缺乏等不利因素有的放矢ꎬ陆续推出了“市场

发展共同体”“产业沙龙群英会”“从业人员强化班”“大宗商品月月谈”“未来英才训

练营”等受众不同、各具特色的投资者教育栏目ꎬ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期货大讲堂”

统一品牌下ꎬ形成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投资者教育品牌体系ꎮ

“风险管理研讨班”“产业沙龙群英会”面向产业客户ꎬ服务于机构投资者ꎮ 相比

于前期面向广大客户的风险管理研讨班ꎬ产业沙龙群英会采取小型沙龙式交流的形

式ꎬ与期货公司合作邀请产业链上下游高端企业集中参与讨论ꎬ增强了有效性和针对

性ꎮ 在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的一期活动中ꎬ２１ 家高端铝产业与机构客户业务负责人齐聚一

堂ꎬ参与企业产量占全国产量的 ５２％ ꎬ共同探讨当前宏观环境对铝产业的影响ꎮ

“市场发展共同体”面向系统内单位、地方政府企业领导ꎬ宣传期货市场功能作

用ꎬ为企业应用期货市场赢得发展空间ꎮ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响应党中央和

证监会党委关于支持雄安新区建设的精神ꎬ组织部分系统内单位及会员单位代表前

往雄安新区调研ꎬ提出关于上期所服务雄安新区建设“１ ＋ １０ ＋ １００”构想ꎬ即推动在雄

安建设 １ 个具有研究和培训功能的基地ꎬ引导 １０ 家具有优秀创新和服务实体经济能

力的会员单位落户雄安ꎬ并利用交易所平台优势ꎬ为雄安新区定向储备 １００ 个期货行

业的领军人才的计划ꎬ服务雄安建设ꎮ

“从业人员强化班”“大宗商品月月谈”面向期货从业人员ꎬ每期拟定一个主题ꎬ

从专业素养、业务水平、职业规划等角度为从业人员搭建平台ꎬ提升其专业能力和产

业服务水平ꎮ “团队管理及领导力培养”“数据库建立及数学建模”“基金经理成长经

验分享”等都是颇受学员欢迎的培训课程ꎮ

“未来英才训练营”聚焦当前行业人才缺失的问题ꎬ推动期货知识进国民教育体

系ꎬ面向高校培养期货专业人才ꎮ ２０１８ 年上海期货交易所先后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签订战略合作备忘录ꎬ就与各高校

合作开设期货课程、高校人才实践等方面提出明确合作意向ꎮ 根据计划南京大学、武

汉大学将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开设第一期期货知识课程ꎮ

此外ꎬ上海期货交易所还在加快搭建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平台ꎬ推动投资者教育工

作形成“线上 ＋线下”的整体布局ꎮ 投资者教育任重而道远ꎬ是一项长期性工作ꎮ 随

着各类投资者教育栏目的日渐丰富ꎬ上海期货交易所将不断总结经验ꎬ设计开发开展

符合市场期望的投资者教育活动ꎬ不断提升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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