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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重庆市金融业以健全
金融机构体系为抓手，持续提升

“江北嘴-解放碑-弹子石”金融
集聚区域发展能级，目前已实现
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消
费金融等20余类机构牌照全覆
盖，互联网小贷、消费金融等新
兴金融机构发展位居全国前列，
金融全业态体系加快完善。

2020年以来，国家金融科技认证
中心、上海保险交易所西部中
心、中银金融租赁公司、小米消
费金融公司等机构相继落户重
庆，重庆银行成为西部地区首家

“A+H”上市的城商行，南洋商业
银行重庆分行已获批筹建，全市
金融机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截至2021年末，全市金融资产

规模达 7.4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8%，较2015年增长78.3%，金
融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
重从 2015 年的 5.53%提高到
8.82%，金融综合实力走在中西
部前列。截至2021年末，全市
金融机构总数达到1893家，其
中，银行、保险法人金融机构数
量位列西部首位。

重庆坚持以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为根本目标，货币、证券、保
险、黄金等市场稳健运行态势持
续良好，综合实力稳步提升。稳
健货币政策灵活适度，市场流动
性合理充裕，截至2021年末，全
市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7.2 万亿
元，同比增长10.2%，2021年社
会融资规模增量为7020亿元。

利率市场化改革向纵深推进，企
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处于下行趋
势。证券市场参与主体日益增加，
截至2021年末，全市证券、期货、
基金机构数量达297家，资产规模
超1400亿元，上市公司总数达81
家，2021年全市证券交易额达
14.2万亿元，同比增长40.3%。保
险业稳健发展，风险保障能力不断

增强，2021年，全市原保险保费收
入、原保险保险赔付支出分别达
965.5亿元、302.2亿元，其中，财险
赔付支出同比增长17.7%，有效降
低各类突发事件对居民财产损失
的影响。2021年，全市结售汇顺
逆差维持基本平衡格局，全市金融
要素市场达12家，总资产近150
亿元。

据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
部介绍，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
心要求加快构建成渝金融统一
大市场，推动金融一体化发展，
两地金融业在推进税款跨省电
子缴库和储蓄国债市场一体
化、支付服务体验同城化、川渝
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深化金
融机构合作等方面取得一系列
新成果。

如创新推出税款跨省电子
缴库和储蓄国债市场一体化业
务。2020年11月，川渝两地在

全国首推税款跨省电子缴库业
务，率先实现税款缴库“同城
化、电子化、标准化”，业务办理
时间由一周缩短至1天-2天。
目前，该业务已获人民银行总
行在全国包括重庆在内的 28
个地区推广。服务体验同城化
也是其中一个亮点。重庆银联
通过升级完善云闪付“企业综
合服务行业平台”功能，帮助成
渝两地 18家银行 84个网点为
149家企业通过云闪付受理了
开户预约。

金融机构川渝合作的深化
则是另一个亮点。2020年以来，
重庆市金融机构积极发挥主力
军作用，联合争取工商银行总行
等金融机构出台支持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专项意见、金融
服务方案或工作要点；川渝两地
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分支机构
均与高竹新区签署金融支持合
作协议；重庆银行与成都银行、
重庆农商行与四川省联社等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

据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
部介绍，重庆市重点领域金融改
革创新同样亮点纷呈。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全面开
花。重庆市金融业深入开展绿
色金融改革创新，自主研发的

“长江绿融通”绿色金融大数据
信息平台已成为重要的绿色金
融基础设施。全市金融机构发
起成立自律性组织绿色金融专
业委员会，71家金融机构首次按
统一标准披露气候与环境信
息。全市加快构建绿色金融产
品和市场体系，各金融机构推出

180余款绿色金融产品，设立16
个绿色金融专营部门或专营支
行，3家法人银行均加入国际主
要绿色金融组织。

科创金融改革创新加快推
进。2021年5月，重庆市政府印发
《支持科技创新若干财政金融政
策》，推出10大类、30条科技创新
支持政策。积极推进一批金融科
技总部型企业陆续在渝落户。创
设“央行再贷款+科创贷”“央行再
贴现+科票通”系列产品，开发上线

“长江渝融通”贷款码、“首贷续贷
中心线上服务平台”，打造科技创

新信贷产品专区，引导金融机构创
新科创金融产品，加强融资对接。
截至2021年末，全市科技贷款余
额3534亿元，较年初增长近300
亿元。

深入落实金融服务乡村振
兴战略。在重庆市推进“1+2+N
普惠金融到村”基地建设，截至
2022年 3月末，建成基地4340
个，惠及766万名农村居民。其
中，长寿区等5个区县已实现全
覆盖，9个区县已上线线上服务
平台，农村居民金融服务获得感
明显提升。

《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规
划》提出以“内陆金融开放创新为
突破口”，那么，重庆市在内陆金融
开放高地建设方面又有哪些成效？

首先是跨境人民币结算业
务取得新突破。重庆市跨境人
民币结算业务扩面增量，率先开
展外资股权投资基金跨境人民
币资金业务，在全国首次通过交
易所平台开展国有产权交易跨
境人民币结算。完善优质企业
认定标准，筛选确定鸿富锦精密
电子（重庆）有限公司等91家企
业成为扩大试点后的首批跨境
人民币优质企业，较扩大试点前
增加54家。据悉，2021年，重庆
市跨境人民币实际收付结算金
额 1941.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5.1%；其中，跨境贸易和直接投
资结算量居中西部前列。

其次，跨境投融资创新取得
成效。重庆市依托中新（重庆）
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和自
贸试验区平台，积极推进跨境投
融资创新。尤其是 2018 年以
来，积极推动中西部地区首笔跨
境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全国首
单非银金融机构借款及结汇业
务、中西部地区首笔跨境债权转
让业务、中新机构间首笔再保理
业务等相继在渝落地，铁路提单
信用证融资结算等5项创新成果
被商务部纳入“自贸试验区最佳
案例”向全国推广。

还有就是外汇管理改革创

新成为引领发展的动力。成功
获批全国首个跨区域外债管理
便利化试点。在中西部率先启
动QDLP试点。积极推进外债
登记管理改革试点、高新技术企
业外债便利化额度试点等先行
先试政策落地。积极推进川渝
自贸区内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
试点互认互惠，成渝两地共计10
家试点银行、43家试点企业累计
办理试点业务106.5亿美元。深
入推进汇率避险专项行动，印发
《重庆涉外主体汇率避险专项行
动方案》，创新构建基于政府资
金池增信的避险模式，助力外汇
衍生业务大幅增长。2021年，全
市外汇衍生业务签约143.6亿美
元，签约笔数增长1.2倍，服务企
业382家，同比增长1.1倍。

此外，重庆市依托金融科
技赋能跨境金融服务便利化，
持续推广出口应收账款融资、
资本项目收入便利化等跨境金
融服务平台应用场景。截至
2022 年 3 月末，5 个全国性应
用场景在重庆均已上线落地，
全国唯一的西部陆海新通道融
资结算应用场景累计便利400
余家企业运费结算、贸易结算
与融资 18.9 亿美元，减少跨境
结算单证审核时间90%。重庆
对区块链平台的应用被国务院
服务贸易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
公室评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
点“最佳实践案例”。

据介绍，重庆市还坚决贯彻
落实党中央关于防范化解金融
风险的指示要求，不断加强市内
统筹和川渝联动，推动金融生态
环境持续优化。

具体来说，积极发挥金融委
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重庆市）
作用，压实属地责任，推动建立
区域风险问责机制、“逃废债”等
重大违法违规事件通报制度，搭
建区域债券风险防控协作平台，
整治非法集资等金融乱象，持续
压降互联网金融风险，推动全市
P2P网贷机构已全部出清，网络
小贷公司风险持续收敛。2020
年，市级有关部门印发《关于支
持金融机构加快不良资产处置
的实施意见》，推动全市不良资
产处置取得积极进展。截至
2021年末，全市银行业不良贷款
率 1.0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0.75个百分点，较年初下降0.41
个百分点。

在强化川渝联动，提升金融
风险联防联控能力方面也取得
了可喜的进展。川渝两地金融
监管部门通过签署合作备忘录、
建立联合工作机制，搭建起金融
稳定、反洗钱、外汇管理、支付结
算、保险等多领域的金融风险联
防联控机制，联合开展监管信息
共享共用、金融风险联合研判评
估、非法金融活动联合打击等监
管联动。在监管合作框架下，对
某金融机构开展反洗钱监管质
询；实现了支付领域违法犯罪无
证排查、联合惩戒等监管信息互
通；推动毗邻地区签订金融稳定
合作协议等；持续提升风险联防
联控能力，共同维护成渝地区金
融安全稳定。

郝树静

万亿金融活水
助力西部金融中心建设驶入“快车道”

全市金融资产规模达7.45万亿元，

金融综合实力走在中西部前列。

全市金融机构总数达到1893家，其

中，银行、保险法人金融机构数量

位列西部首位。

全市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7.2 万亿

元，同比增长10.2%，2021年社会融

资规模增量为7020亿元。

全市证券、期货、基金机构数量达

297家，资产规模超1400亿元，上市

公司总数达81家，2021年全市证券

交易额达 14.2 万亿元，同比增长

40.3%。

川渝两地42家商业银行办理税款

跨省电子缴库业务 5856 笔、金额

3.55亿元。

两地金融机构聚焦重大合作共建

项目，累计向67个合作共建项目授

信 2514.8 亿元，贷款余额 341.4 亿

元。

各金融机构推出180余款绿色金融

产品，设立16个绿色金融专营部门

或专营支行，3 家法人银行均加入

国际主要绿色金融组织。

全市科技贷款余额3534亿元，较年

初增长近300亿元。

定向支持银行为 1506 户科技型企

业发放优惠利率贷款42.9亿元，为

科创产业链上 2143 户企业办理票

据贴现35.5亿元。

在重庆市推进“1+2+N普惠金融到

村”基地建设，建成基地3541个，覆

盖615万农村人口。

重庆市跨境人民币实际收付结算

金额1941.9亿元，同比增长15.1%；

其中，跨境贸易和直接投资结算量

居中西部前列。

全市银行业不良贷款率 1.07%，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0.75个百分点，较

年初下降0.41个百分点。

截至2021年末

2021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高标准规划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蓝图，明确提出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

心。2021年12月14日，人民银行联合有关部门印发《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规划》，要求成渝两地坚持一体推进、政策共享等原则共建西部金融中心。

近日，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就重庆市推进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自2020年初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以来，重庆市

金融业坚持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抢抓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契机，在完善金融机构体系、推进成渝金融一体化、深化金融改革创新、加快建设内陆金融开

放高地、防范化解区域金融风险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西部金融中心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加快健全壮大金融机构体系

金融市场持续稳健运行态势良好

成渝金融一体化发展加速推进

持续深化重点领域金融改革创新

内陆金融开放高地建设开创新局面

有效防范化解区域金融风险

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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