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五棵松体育中心
迎来首批冬奥会志愿者

2021年12月30日，北京五棵松体

育中心迎来参加场馆培训的第一批冬

奥会志愿者。据介绍，本次参加培训

的137名志愿者来自北京科技大学，涉

及五棵松体育中心场馆的体育、赛事

服务、技术、通信中心和注册等10多个

领域。

北京2022年冬奥会期间，五棵松

体育中心场馆志愿者注册人数共660

人，将分成6批，将在2022年1月15日

前全部完成场馆培训。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成渝地区含“金”量将进一
步提高。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国家
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川渝两地政
府印发《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
心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
出到2025年，西部金融中心初
步建成；到2035年，西部金融
中心地位更加巩固。

西部金融中心有何独特之
处？建成将带来哪些利好？成
渝携手如何画好金融“同心
圆”？近日，中国城市报记者进
行了相关采访。

立足西部 放眼国际

何为金融中心？中国城市
报记者了解到，金融中心指在
宏观地理区域内发挥金融活动
中枢作用的大中城市，这些城
市往往在金融机构集聚、金融
服务示范、金融创新先行等方
面具有显著优势。

在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
究院金融与现代产业研究所所
长刘国宏看来，城市在发展过
程中，需要空间的产出不断提
升，而金融业态可以达到这种
效果。配置金融资源意味着拥
有主导权，分享整个资源配置
过程中最高的剩余价值。金融
中心可以汇聚大规模的资金到
一个城市，发挥巨大的规模效
益，带来极高的经济产出。

由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
究院发布的最新一期“中国金
融中心指数（CFCI）”，根据金
融中心综合竞争力得分状况，
将我国金融中心分为全国性金
融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和其
他金融中心三级。

重庆社会科学院财政与金
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万
慧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西部金融中心是区域
性金融中心，不是全国性金融
中心，和上海、北京、深圳等金
融中心有很大区别。

此外，李万慧提醒，虽然西
部金融中心名字里有“西部”二
字，但其定位和作用并不局限
于西部地区。

“《规划》提到，根据《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
要》要求，成渝建设成为立足西
部，面向东亚和东南亚、南亚，服
务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
的西部金融中心。《规划》还提
到，以内陆金融开放创新为突破
口。类似表述意味着西部金融
中心具有服务特定国际区域的
特殊定位和作用，具有很强的国
际化色彩。”李万慧分析说。

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首
席研究员、教授汤继强持相似

的观点：“西部金融中心是我国
金融中心区域布局的又一次丰
富和优化。由于独特的区位条
件，西部金融中心在对东亚尤
其是东南亚、南亚，以及‘一带
一路’国家和地区开放方面，将
发挥突出作用。”

为成渝发展注入新动能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灵
魂,经济发展,金融先行。业内
专家普遍认为，建设金融中心,
能够促进金融资本及其他生产
要素在中心城市聚集和有效配
置,满足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
的需求。

汤继强告诉中国城市报记
者，成渝地区成为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
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
质生活宜居地，打造带动全国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
的动力源，金融是不可或缺的
基础性支撑。西部金融中心将
有力助推成渝地区经济建设。

具体而言，西部金融中心
将为成渝地区发展注入哪些正
能量？李万慧认为，随着西部
金融中心定位的明确，以及各
项建设工作的开展，西部金融
中心对成渝地区发展至少有三
大利好。

有利于发展壮大金融业。
李万慧预测，今后将有包括外
资金融机构在内的更多金融机
构进驻成渝地区。成渝地区金
融市场体系将进一步丰富优
化，成渝地区现代金融服务能
力将进一步增强，成渝地区在
全国金融版图中的地位将有明
显提升。

有利于提升国际化水平。
“西部金融中心面向东亚和东
南亚、南亚，服务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和地区。结合重庆是
西部地区唯一中新合作项目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

通示范项目的运营中心这一独
特优势，成渝地区对外开放、国
际化程度有望进一步提升。”李
万慧说。

有利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
展。在李万慧看来，随着西部
金融中心的建设和金融资源的
进一步优化配置，尤其是随着
《规划》中提出的科创金融、普
惠金融、绿色金融、消费金融等
特色金融服务体系的完善，金
融资金将加速流向实体经济，
助力经济创新发展、绿色发展。

新交易所为何没有出现

近年来，我国金融要素市
场出现扩容迹象。

2020年5月，中国人民银
行等四部门发布的《关于金融
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
见》提出，研究设立广州期货交
易所；同年11月，国家发改委
在就全国政协提案答复的函
称，研究探索在横琴建设澳门
证券交易所。2021年1月,证
监会批准设立广州期货交易
所；同年11月，北京证券交易
所揭牌开市。

有金融业内人士认为，新
的证券交易所或期货交易所有
望落子成渝地区。相关猜测并
非毫无根据。2021年11月，获
国家发改委批复同意的《成都
都市圈发展规划》提到，布局国
家大宗农产品期货交易所。

不过，此次印发的《规划》中
并未提及在成渝地区设立新的
证券交易所或期货交易所。对
此，汤继强认为其中可能有很多
深层次的原因，目前成渝地区设
立证券交易所或期货交易所的
条件尚不成熟，区域经济发展能
级水平可能达不到相关要求。

尽管如此，《规划》释放出
来的政策红利仍值得期待。关
于优化区域多层次资本市场服
务，《规划》提出，支持重庆开展

区域性股权市场制度和业务创
新，同步探索与新三板市场对
接机制。

李万慧认为，探索与新三
板市场对接机制，本质上是多
层次资本市场之间的互联互通
建设。目前全国已经有30多
个区域性股权市场。长期以
来，各地方所建立的区域性股
权市场与全国性新三板市场存
在着较大区隔，使得区域股权
市场承上启下的功能、新三板
对接资本市场的功能未得到有
效发挥，极大地限制了区域性
股权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

“探索与新三板市场对接
机制，意味着新三板与区域股
权市场的互联互通进程将进一
步加快，重庆股权转让中心将
承担先行先试的重要职能，将
探索新三板与区域股权市场对
接的规则和需要克服的障碍，
重庆股权转让中心在区域性股
权交易中心的重要性将进一步
提升。”李万慧分析称。

如何画好金融“同心圆”

记者注意到，成渝两地均
在不同时期提出过打造金融中
心。1993年，成都被国务院定
位为“西南地区金融中心”；重
庆则在2009年被国务院定位
为“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

事实上，两地都有竞争金
融中心的底气。最新一期“中
国金融中心指数（CFCI）”显
示，成都和重庆金融中心指数
分别从第一期的第14位和第
21位，跃升到最新一期的第6
位和第8位，显示出较强的金
融综合竞争力。

从大型金融机构分布来
看，上交所西部中心、深交所西
部基地、全国股转系统（新三
板）西部服务基地均已落户成
都。成都已成为同时拥有沪、
深交易所及全国股转系统(新

三板)三个全国性核心机构区
域基地的城市。

重庆也不遑多让。坐拥西
南证券、重庆信托等龙头金融
机构的同时，重庆还有保险资
产登记交易系统、石油天然气
交易中心、金融资产交易所3
个大型交易场所。

“建设西部金融中心，成渝
两地各有优势，错位分工。这
种情况下，成渝共建西部金融
中心的基础更加牢固，未来也
更加值得期待。”汤继强说。

《规划》提到，深化跨境跨
区域金融合作，强化重庆和成
都中心城市带动作用，促进各
类金融要素资源合理流动和高
效集聚，支持重庆打造西部金
融中心，加快推进成渝共建西
部金融中心。

携手共建，成渝如何画好金
融“同心圆”？李万慧建议，成渝
共建西部金融中心，首先双方之
间要密切合作，做到互联互通，
共同发展。成渝地区要探索经
济区和行政区适度分离，要建
立完善跨区域合作机制，提升
成渝两地金融融合水平，有效
推动区域经济金融协同发展。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
长、西南财经大学成渝经济区
发展研究院院长杨继瑞认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金融协
同避免不了竞争，但这样的竞
争以协同和合作为出发点和归
属，寻找最大公约数，逐步创新
体制与机制，尤其是探索经济
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等制度安
排，共同分享内循环红利。

“金融中心建设能级的高
低取决于区域总体经济发展水
平。”汤继强认为，西部金融中
心面向欠发达地区，首先要解
决发展问题。发展是全面、系
统、高质量的发展，在此过程中
有很多创新工作要做，例如探
索通过绿色金融助力碳达峰、
碳中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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