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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提升的金融实力
位于成都太古里附近的东大街俗称“金融一条街”。这里坐落着由香港九

龙仓打造的成都国际金融中心（IFS）。从街面上走过，摩天大楼林立，各类金融

机构比比皆是。截至目前，“金融一条街”的各类金融机构已突破400家。

“金融一条街”的面貌只是成都金融实力提升的一个缩影。截至2017年

6月末，成都市共有各类金融机构、准金融机构1950家。随着入驻成都市的

金融类企业不断增多，金融市场规模也持续扩大。

“成都不仅是西部的金融中心，也是国内十分重要的金融中心。”中国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金融研究总监张建森认为，成都的金融产业绩效竞

争力十分突出，排名全国第五，证券业总资产、保险业总资产位列西部城市

首位，机构国际化方面在中西部地区比较优势非常突出。同时，成都的金融

生态环境在西部地区排名第一，科教资源丰富，创新创业活跃，专业服务发

达，执业律师、注册会计师等专业服务人才数量仅次于北上广深，成都的金

融营商环境良好，已成为金融机构、金融人才入驻西部地区的首选之地。

经济证券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城市金融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成都瞄准

了这一机遇，统筹谋划，启动经济证券化提升行动计划。截至 2017 年 6 月

末，成都共有A股上市公司67家，新三板挂牌企业229家。

此外，成都一直致力于推进金融载体建设。除了“金融一条街”，金融总部

商务区建设已经启动，规划面积5平方公里，发展总部金融、新型金融。目前，

区内共有各类金融企业419家，投资额达461亿元。天府国际基金小镇目前已

吸引包括纪源资本、和君咨询等120家国内外知名创投和财富管理机构，全部

建成后可容纳超过1200家投资机构，汇集规模超万亿元的创新资本。

与实体产业协调发展
在创新资本要素供给方面，成都市决定：设立1000亿元规模的成都产业

基金，构建财政资金引导投资机构和社会资本系统联动机制发挥财政资金

杠杆作用。在看待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上，成都选择了金融服务支撑实

体发展的作用。如同这1000亿元的基金，为的是实现“加快工业化进程，力

争到2022年制造业规模突破2万亿元，先进制造业占工业比重达50%以上，

建成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城市”的目标。

除了设立1000亿元规模的成都产业基金，成都还提出要运用产业引导

基金，促进创业投资、股权投资、产业投资和并购重组等各类基金支持新经

济发展；营造“独角兽”企业发展生态圈。通过设立金融科技产业创业投资

基金，成都将重点支持创业期、成长期未上市的金融科技中小企业和培育金

融科技创新项目，加快形成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股权投资体系。

事实上，为实体经济尤其是创新型经济做好金融服务，成都一直在努力

参与。

2017年初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营业管理部在引导建设银行、交

通银行和成都银行在高新区设立科技支行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特

色金融服务的基础上，支持新设5家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创新信贷融资方式，

引导商业银行机构开发“科创贷”“壮大贷”“成长贷”等特色信贷产品，为科技

创新企业、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支持，大力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有

效拓宽科技企业融资渠道。截至5月末，成都市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余额9107

万元，小贷公司通过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为企业融资已超过10亿元。

而在成都金融业发展国际化的部分，2017年 6月，总规模达 400亿元的

成都前海产业投资基金(母基金)启动设立。投资基金将打通“成都—前海—

境外”的融资通道，汇集来自伦敦、纽约、法兰克福等的全球资本，加速成都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

同时，国外金融机构入驻成都也都充分考虑了这里实体经济的发展与

投资前景。278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成都，2016年GDP超过1.2万亿元人

民币，这都是成都实体经济发展最直接的成绩单。

依靠创新能力做强做大
成都进一步加快发展新兴金融业态，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增强“资本市

场、财富管理、结算中心、创投融资、新型金融”五大功能，提升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的能力。成都2017年将实现金融业增加值1500亿元以上，占地区生产

总值比重11.4%以上；2022年，金融业增加值达2500亿元以上，占地区生产总

值比重12%。

做强做大金融，离不开多方面的努力，尤其是需要创新诸多金融举措。

在金融双创领域，成都金融梦工场是不二“担当”。成都金融城域内的

金融梦工场是在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营管部和成都市金融工作局指导

下，由成都金融城公司建设和运营的国内首个金融业众创空间，聚焦数字货

币创新、融资模式创新、支付手段创新和征信业务模式创新等前沿领域。如

今，金融梦工场已形成科技金融、大数据、金融创新等领域的生态圈。到

2018年，金融梦工场新增载体面积将达到 50000平方米，可容纳 500个金融

业创新发展团队入驻，吸纳15000人金融业创新发展人才聚集。

在农业金融服务领域，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营业管理部以“农贷通”

平台建设为抓手，深入推进成都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初步形成有全

国影响力的农村金改成都模式。截至目前，成都市建成乡镇农村金融服务

中心141个、村级金融综合服务站1783个，“农贷通”入库项目642个，实现融

资22.4亿元。

四川自贸区挂牌前，中国人民银行双流支行就通过调研征求双流区相

关经济综合职能部门的意见，通过设立自贸区分支机构、开通外汇业务等方

式，提升金融服务效能。2017年4月，四川自贸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为了

立足自贸区促进成都金融国际化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双流支行立足双流临

空优势，强化履职功能，积极引导辖内银行机构加快产品和服务创新，主动

对接自贸区企业金融产品与服务需求。

自贸区挂牌成立不到100天，辖内各银行为顺应和快速响应市场，积极

对接上级银行政策，围绕自贸区客户升级的金融服务需求，在办理常规金融

产品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产品组合，如中信银行“跨境宝”、工行霍尔果斯国

际边境合作中心资金、建行网银渠道跨境“e+”等产品或服务。其中中信银

行双流支行推出的“跨境宝”产品，银行通过与成都海关建立合作，以成都跨

境贸易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为依托，跨境电商通过银行“跨境宝”产品，经

第三方支付（支付宝、易宝科技等）收单，由银行办理资金换汇集中支付和国

际收支申报，大大简化了跨境电商批量支付的难度，同时该系统为跨境电商

提供海关报关、税务扣缴等一条龙服务，优化了跨境交易全流程，降低了企

业运营成本。

“2016 年成都金融业增加值达 1386 亿元，占 GDP 总量的 11.4%，本外币存贷款余
额分别达 3.4 万亿元、2.7 万亿元，在‘ 中国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中位居第五，‘ 中国城市吸
金能力’排名中位列第三”……这一连串的数字来自前不久召开的成都国家中心城市产业
发展大会，它们表明了成都在国家金融版图上的重要地位正在不断凸显。

从上世纪 90 年代被国家赋予西南地区金融中心地位到后来的全国重要金融中心、
西部金融中心，成都的金融产业一直在进步，不断提升竞争力和释放活力。在建设全面
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大背景下，成都的西部金融中心地位正不断增强，不断
致力于建设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现代金融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