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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勃发展
本报记者 赵鹏 张群琛

副中心融融业业
今年服贸会的金融专题展以“开放融

合 绿色未来”为主题，邀请了国内外重量级
金融机构及地区参展，全方位展示大国金融
风采。其中，城市副中心全面展示了“两区”
建设以来，金融发展蹄疾步稳，加快打造全
球财富管理中心、全球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
融中心重要承载地的良好态势。

走进金融专题展的城市副中心展区，一个高
大的“金融树”映入眼帘。通州区金融办工作人
员介绍，这棵“金融树”象征着大运河这片“沃土”
正滋养着财富管理、绿色金融、金融科技等新
兴金融业态。记者了解到，目前副中心已经落
地华夏理财、农银金科、汇泉基金、北京绿交所
等一批标志性机构，在两区政策支持下，今后
必将有更多金融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举措在
副中心落地，更多优质金融企业进驻，“金融
树”也最终会发展成“金融林”，大运河将变成
首都金融业的黄金水岸。

今年副中心金融展也有不少新元素。首先
是新增了副中心产业组织情况，展示城市副中心
的重点产业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年初，城市副中
心印发实施了《深化产业组织推动产业高质量发
展实施方案》，明确了未来副中心将重点培育和
发展数字经济、现代金融、先进制造、商务服务、
文化旅游、现代种业六大重点产业，建设完善运
河商务区、文化旅游区、张家湾设计小镇、国家网
络安全产业园（通州园）等10大重点功能区。同
时，配套出台包含152项具体任务和14项待出台
产业政策的任务清单和政策清单，形成“一方案
两清单”，为各类优质企业落地发展提供更加优
质的营商环境。

此外，更新了金融支持政策，强化吸引财富
管理、绿色金融、金融科技类金融机构入驻。在
去年发布“金七条”政策基础上，今年城市副中心
在全国首创REITs基金和S基金政策组合，鼓励
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副中心建设。北京市地
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等四部门印发《关于推进北京
全球财富管理中心建设的意见》，给予城市副中
心财富管理中心建设 2.0版系统谋划，推进更高
水平金融开放合作，将副中心打造为首都金融业
新的增长极。

展览还大幅增加了金融企业展示互动。围
绕城市副中心财富管理、绿色金融、金融科技
三大定位，不仅邀请了上田八木、绿交所、农银
金科等金融企业机构参与，同时还搭建了企业
路演区域，分时段在展区内开展推介、路演以
及互动活动，为金融企业搭建展示平台，促进服
务贸易交易。

观众走进副中心展台，还能通过动态捕捉、
体感互动、“虚拟”讲解员等技术手段进行沉浸式
体验，领略运河商务区清新明亮、蓝绿交织、水城
共融、古今同辉的优美环境，见证副中心金融业
发展取得的最新成果。

展览
现场“金融树”展示副中心金融成果

展览
亮点 政策之城11

记者昨天获悉，作为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主论坛，2022
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传出消息，本市金融资产总量超过
190万亿元，约占全国一半，成为北京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
撑。作为服贸会成果之一，“智能产融综合服务平台”也亮相
服贸会，有望助力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本届论坛由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人民政府等指导、市
地方金融局等主办。据介绍，目前本市金融资产总量超过了
190万亿元，约占全国一半；金融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
重达到了20%；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贡献超过了1/5，成为北京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近期，本市发布“十四五”时期金融业发展规划，提出建
设与大国首都地位相匹配的现代金融业的目标。为此，本市
将进一步完善政策举措，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推动首都金
融业高质量发展。具体来说，今后本市将服务国家金融管理
中心建设；完善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体系；巩固扩大金融科
技的发展优势；深化绿色金融改革，倡导ESG投资理念；打
造金融业双向开放的新高地，大力推进金融领域“两区”建
设，支持外资机构在京发展。

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在会上介绍，我国银行业保险
业已实现新的历史性跨越，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逐步形
成。到 2022年 6月末，中国银行业总资产居世界第一、保险
业总资产位居世界第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取得重要阶段性
成果，过去 5年，累积处置不良贷款约 12万亿元，超过之前
12年总和；银行业保险业改革开放呈现新局面，大型银行金
融效益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数字信贷、线上保险等业务全球
领先。

记者同时获悉，作为2022服贸会成果之一，全球四大会
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永在服贸会成果发布现场，发布了其

“智能产融综合服务平台”等成果。该平台采用由上至下的
分析方法，从宏观大环境分析入手，再经过产业链分析等，最
后落脚到微观企业层面，在运行监测、风险预警、政策制定、
投融资服务等多方面支持区域经济的金融发展，发挥财政资
金杠杆作用，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安永中国金融服务管理咨询主管合伙人张超表示，该平
台研发的目的，是希望能在降低企业金融服务成本的同时，
也辅助防范区域金融风险。截至去年底，全国企业数量超过
4800万户，其中约九成是中小微企业，中小微企业贡献了全
国 80%的就业、60%以上的GDP等。与此同时，中小微企业
由于信息不透明、财务制度不健全、缺乏有效抵质押物等问
题，融资难融资贵也是个长期性难点。智能产融综合服务平
台最终有望通过金融科技手段，创新实现平台运营商、地方
政府、商业银行等参与主体共担风险、共享效益的良性机制，
助力破局相关问题。

【新闻链接】

伴随着绿色发展的主旋律，绿色金融群星荟萃大运河畔。副中心通过
气候投融资城市试点评审，落地北京首支百亿规模绿色基础设施投资基
金，发放全市首笔CCER质押贷款。北京绿交所与联想集团达成绿色低碳
战略合作，绿金院与建行伦敦分行签署中英绿色低碳技术投融资合作备忘
录。全区绿色信贷余额突破240亿元，绿交所累计实现各类环境权益交易
量超 9300 万吨，副中心绿色金融发展已在全市形成一定规模和影响力。
一份份有影响力的行业研究报告、一场场汇聚全球大咖的盛会，让副中心
这颗绿色金融明珠大放异彩，散发着“近者悦、远者来”的魅力。

近年来，城市副中心加快承接核心区金融改革开放溢出和京津冀金融
增量资源，金融发展保持着生机勃发的良好势头。今年前6月，全区金融业
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9.8%，上拉GDP增速0.7个百分点，成为带动
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金融业税收占全区税收比重达 13%，连续五个月稳
定上升并创新高，保持着主体行业中增速的领先地位。全区已注册金融企
业超350家，各类金融资产交易、管理金额突破2万亿元。

全国首家外商独资货币经纪公司上田八木，全市首家市属银行理财子
公司华夏理财、首家银行系金融科技公司农银金科，以及副中心首家公募基
金公司、首家融资担保公司、首家商业保理公司等一批优质业态纷纷落地，邮
储银行北京分行购置的办公楼正式交付。同时，绿色金融市场持续扩充，三
峡新能源、北京绿色交易所、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中美绿色基
金、北创绿色低碳科技基金、国投信开水环境投资公司、国能普洛斯等绿色
产业主体顺利入驻。高精尖要素加速集聚，金融产业升级“破局成势”。

自北京“两区”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以来，通州区成为北京
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中唯一先导区和自贸试验区国际
商务服务片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相继被国务院赋予“全球财富
管理中心、全球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两大定位。金融
业发展迎来空前政策机遇，一批全国、全市首创项目及创新案
例集中落地，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政务环境、商务环境、金融
创新环境不断优化，全球财富管理中心、绿色金融国际中心、
金融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要承载区稳步推进。

北京金融资产超190万亿约占全国一半

服贸会成果助力破解企业融资难
本报记者 赵鹏 张群琛

金融专题展城市副中心展区金融专题展城市副中心展区，，高大的高大的““金融树金融树””象征着大运河这片象征着大运河这片““沃土沃土””正滋养着财富管理正滋养着财富管理、、绿色金融绿色金融、、金融科技等新兴金融业态金融科技等新兴金融业态。。

绿色之城33

财富之城22

全国首单银登中心绿色信贷财产权信托投资业务、北京自贸试验
区首批境外机构境内账户即期结汇业务、北京市场首单供应链票据贴
现款项发放等创新业务实现落地。北京法定数字货币试验区建设稳步
推进，支持大型银行机构设立数字人民币运营实体，全区数字钱包累计
开通超40万个，数币交易总额近2000万元。

融和云链研发的“基于区块链的国家电投统一供应链金融业务系
统”入选北京市金融科技“监管沙盒”试点。农银金科自主研发推广“兴
农商城”系统，数字金融应用场景持续拓展，金融科创成果加速转化。
全球财富管理论坛、绿色金融国际论坛、ESG资管峰会等一批重大国际
交往活动常态化举办，副中心金融业的国际国内影响力不断提升。

创新之城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