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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通天下 大运之城

运河商务区久久为功、持续发力打造大国首都运河金融城

回望2022年，区域内现代金融服务产业链和总部
经济发展态势已初步形成，目前运河商务区集聚了
一批符合功能定位的高精尖企业，北京绿色交易所
正式迁入办公，实现碳配额成交额超 30 亿元；北京
首支百亿规模绿色基础设施投资基金项目落地；国
内最大的城市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北银理财
入驻办公；三峡集团下属 25 家二、三级公司已入驻
办公；上田八木等国际知名外资企业新设中国区总
部，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也落户
副中心。不仅如此，全市首家绿色支行、首笔碳排

放配额质押贷款等首创性项目和业务落地；农银金
科、绿色金融研究院、华夏理财等国内外知名企业
已相继入驻，工、农、中、建、邮储等几大金融机构的
相关楼宇已交付，中金资管已完成批筹手续。城市
副中心五河交汇处，以千年历史的燃灯佛舍利塔为
背景，规划面积 20.38 平方公里的运河商务区现已
初露峥嵘，这些国内乃至国际的知名企业，都已在
这里安家落户。

如今运河商务区正在与百度元宇宙体验中心、中
信农业科技、华大基因、分享时代、中国联通集团等63

家重点企业展开持续且深入的接洽，可以说是日新月异，
到处生机勃勃。

“金融+总部”的双轮驱动特征日益突显。截
至 2022 年底，运河商务区共有注册企业 18544 家，
注册资本金 4370 亿元，其中内资企业 18421 家，
外资企业 123 家；包含总部企业 48 家，金融企业
283 家，高新企业 78 家，专精特新企业 14 家，上
市企业 2 家。数据显示，目前运河商务区企业
总数比 2021 年同期增长 20.5%，占全区企业总
数 13.3%。

“绿色金融+总部经济”引领产业发展方向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实现高质量发展

更加令人瞩目的是，在总部经济与金融业的双
轮驱动下，运河商务区经济发展稳步增长，通过积
极“调结构”“转方式”，经济发展重心由“重量”转
为“提质”，经济新动能日趋强劲，综合实力显著增
强。数据显示：2022 年运河商务区形成税收近 60
亿元，同比增长 34.9%，形成区级财力 190333 万元，
占全区税收总额 22.9%。其中：金融业企业形成税
收 201749 万 元 ，占 比 37.8% ；总 部 企 业 形 成 税 收

90497 万元，占比 16.9%。
运河商务区的产业结构，正从以地产开发为主逐

渐转变为以总部经济和金融行业为主。目前，运河商
务区金融企业纳税额占通州全区金融业税收的七成
多，总部类企业经济成效显著，连续三年实现100%以
上增长。

为了进一步实现高质量发展，运河商务区与国家
发改委价格成本调查中心、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大学、北京绿交所等专业机构合作，打造
副中心ESG绿色产业创新引擎，启动筹建副
中心ESG研究院，成立北京城市副中心绿投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随着上述重点项目不
断推进，一条涵盖“学、产、投”闭环发展的绿
色金融、ESG产业链将在运河商务区建成，
有效支持副中心低碳产业转型升级、推进
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

构建“大招商”格局 实现“全周期”服务

一家家巨头顺利落地于此，背后是运河商务区结
合其经济基础和产业功能定位，不断加强的招商引资
力度，构建“大招商”格局。2022年至今，运河商务区
管委会与区投促中心、区金融办共同接待企业 70余
次，从政策咨询、意见建议，延伸到政企项目对接、招
商落地，为企业牵线搭桥、为项目保驾护航。同时，不
断充实管委招商队伍，借调银行、房地产公司、商务园
公司等多部门人员，借助“两区”工作优势，积极对接
外资招商专班、区投促中心、区金融办等部门，全力开
展招商引资工作，并发挥运河商服公司作用，积极兑
现奖励政策，打造一条龙招商服务体系。

久久为功，多方发力，2022 年 1 月 19 日，北京城

市副中心“两区”业界理事委员会正式成立，各
界专家为副中心发展献计献策。9 月 5 日上午，

“潞通天下 大运之城”走进北京城市副中心主
题活动暨北京城市副中心“两区”顾问委员会第
二次全体会议在运河商务区举行，与社会资源
对接进一步常态化、制度化。9 月 29 日上午，北
京市“两区”建设贸易投资便利化专场新闻发布
会举行，北京城市副中心与各类资源的深度融
合与链接继续加强。

为了提高招商实效，运河商务区依托普华永
道启动“领导驾驶舱系统”建设，通过智能化手段，
提高服务企业能力。研究推进“一楼一策”，对 16

个重点项目“量身订制”入驻协作、落地支持、
创新服务等，形成从洽谈、签约到建设、运营
的全程跟踪精准服务体系，实现精准招商、
高效对接、全周期服务。同时，不断优化招
商准入体系，修订原有六套评估细则的评分
权重，开通了面向央企二三级总部、市属国
企总部及优质上市公司等一系列绿色通
道，形成了 12 套最新评估细则。2022 年，
运河商务区对 7 个产业项目进行准入评
估，中建一局、北建院投资公司、合景泰
富、远洋乐堤港自持商业楼等项目已完
成入驻协议签订。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培育投资兴业沃土

运河商务区致力于扮演好“企业服务管家”，通过
研究制定《完善企业“服务包”制度精准服务企业高质
量发展行动方案》和《“服务包”工作管理办法的细则》
等制度文件，精准高效运用“服务包”解决企业诉求。
2022年，运河商务区共走访“服务包”企业 167家次，
解决三峡新能源、绿金院、特斯联、华水水电、绿交所
等企业政策兑现、人才引进、政企对接、业务合作等
186件诉求，解决率达到100%。同时，依托商服公司，
对重点企业提供菜单式服务体验，精准兑现奖励政
策，为三峡集团租赁人才公寓 700套、提供通勤班车
线路17条。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一流的营商环境
是最好的“梧桐树”、最大的“吸铁石”。2022年 8月，
运河商务区举办首场“早餐会”，邀请区委组织部、区

发改委等部门及各乡镇相关负责人和北京绿色交易
所、北京银行副中心分行、保利发展北京公司等运河商
务区企业代表共进早餐，以“早餐+交流”的方式，在轻
松愉悦的氛围中听意见、谋良策、解难题、话发展，架起
政企“连心桥”。“如果没有这样的早餐会，我们企业的需
求可能要和多个部门来回沟通，也不是在这样一个相对
比较放松的场合。”一名企业代表坦言，真没想到小小的

“早餐会”能消除企业烦恼，收获实实在在的“聊”效。
创新的服务模式不止于此，运河商务区持续贯彻

“政府搭台、市场匹配”的服务理念，举办“乐居副中
心”房展会，充分对接供需两端，让更多的企业和人才
看到副中心发展的巨大潜力；联合区政务服务局举办

“改革效果体验官”活动，邀请 10 位运河商务区的企
业高管，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对通州区政务服务定期进

行全方位“体检”，以发现问题为切入
点、以推动解决问题为落脚点，推深做
实政务服务改革；组织开展“政务服务
进园区”活动，为企业提供工商注
册、税务登记、行政审批等市、区两
级3000多个事项的一站式办理，
最大限度减少企业跑动次数，提
高办事效率；推进“政务服务角”
搭建，进一步落实“以服务促招
商”工作。目前，运河商务区
政务服务站、一站式多元解
纷中心、“两区”建设（运河
商务区）法官工作站已
正式投入使用。

产业承载空间强大 基础设施持续完善

截至2022年末，运河商务区累计完成440万平方
米建筑体量，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到330亿元。区域
内现有北京国际财富中心、保利大都汇、复地金融中
心、新光大中心、世界侨商中心等一系列顶级办公空
间资源，未来还将陆续建成一批达到国际一流标准
的高端商务楼宇，产业承载空间充沛。

不但有一流的办公空间，而且在基础配套上用
上了绿色“聪明电”。2022 年 3 月，位于城市副中心
运河商务区的国家能源集团国华投资综合智慧能
源项目一期完成建设。项目位于北京国际财富中
心园区内，通过园区内各独栋建筑屋顶光伏、智慧
充电桩等零碳能源设施，可有效降低运河商务区
综合能耗，加快推动城市副中心能源绿色低碳转
型，为打造“零碳清洁能源利用示范区”做出贡
献。该项目一、二、三期全部投运后，预计每年可
生产绿电约 3500 万度，相当于节约标煤1.4万吨、减

排二氧化碳3.48万吨。
侨商、新光大、绿地、保利项目周边的步行街实现连通，北环环隧、东关

隧道全面通车运行、黄船埠街开放通车……数据显示，2019年到2022年
间，运河商务区的道路建设完成数量保持快速增长，截至2022年底，区域
完工道路总长度已经达到7000米，区域内的市政道路交通动脉已经基
本打通。另外去年还完成了贡院南街、通州卫路、上营街等5条道路
新建给排水管线600米、区域热力管线900米，以及完成了5个能源
子站建设，为产业项目供能提供保障。

与此同时，运河商务区进一步优化园区环境，在“精”上
下功夫，在“细”中抓落实，不断“绣”出园区新颜值。
目前，已有北环环隧内部交通标志改造、商务北区标
识系统及城市家具品质提升等一批项目工程完工；
绿化景观提升项目（一期）共栽植乔木 631株、栽
植灌木 9万株、栽植地被花卉 28.8万丛，全年
实现总绿化面积约 20722 平方米，园区

“颜值”品质得到双提升。

商业体系日趋完善 消费活力日益突显

北京远洋乐堤港商业综合体项目已进入开业倒计时，风帆造型的楼体犹如一艘
帆船即将起航；新光大中心也揭开了神秘面纱，包含国际甲级写字楼群、河景商务
公寓以及滨河体验式商业街区……运河商务区立足城市副中心总体发展战略
和功能定位要求，对标国际国内顶级中央商务区商业发展模式，现阶段以六
大商业综合体以及街区式商业为依托，分批推进五大商业板块高品质商
业项目落户，建设无处不商业、无处不娱乐、无处不便利的商业体系。
截至目前，运河商务区累计开业商业面积 20 万平方米，2023 年远洋
乐堤港、富力广场计划开业运营，珠江合生汇、运河壹号商业也将
加紧建设，现已运营的爱琴海购物公园、新光大大融城已成为市
民购物休闲好去处。

过往皆序章，运河商务区的抱负志在鸿鹄。未来三年，运
河商务区将谋定高质量发展思路不动摇，继续做大做强产
业，完善配套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聚焦营商环境打造，
充分借助“两区”政策叠加优势，多元化开展招商引资，
推动产业集群化、数字化、生态化。同时，加快推动财
富管理业态集群化、国际化，在运河畔形成财富管理
机构集聚态势；主动对接石油系、三峡系、中核系等
央企体系、二三级总部，积极承接和新设立央企二
三级总部机构。推动数字赋能，融合贯通产业链
条，推动数字人民币区域场景开放，探索建设数
字资产交易中心，推进智慧城市标杆项目建
设。深入推进服务做精、企业选精、产业做
精，实现万亿财富管理，万亿营收。

运河潮起，时代奔涌！运河商务区将久久
为功、持续发力，打造大国首都运河金融城！

“路通天下，大运之城”，路是路县故城的“路”，通是通济天下的“通”。绵延千年的千里运河既是千年文明的延续，也将是国运兴旺、财运兴盛的
承载。刚刚过去的2022年，地处千年大运河北首、百里长安街东端的运河商务区，每一步脚踏实地，提供了一份高质量发展的答卷。

作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重要载体，运河商务区正在集中展示着副中心的发展速度和无限可
能：从产业方向、产业结构，到招商合力、营商环境，再到基础设施、消费活力，这块位于京杭大运河北起点“五河交汇处”的黄金区域，正在为首都高
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也日益成为全球企业关注的兴业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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