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新投融资通道
与跨境金融服务

重庆与新加坡之间的跨境
投融资渠道，被大幅拓宽

截至9月末
■通过新加坡债券市场等渠道从新加坡跨境
融资66亿美元

■新加坡机构来渝直接投资34亿美元

■重庆赴新加坡境外投资超过6000万美元

四届中新金融峰会项目
落地总金额

128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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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届中新金融峰会催生累累硕果
项目落地总金额1283亿元

又是一年中新金融峰会时间到。
11月22日，中新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

目金融峰会，将在重庆和新加坡两地同步启
动。这将是中新联合举办的第五届金融峰会。

站在此刻，回顾既往，我们看到一串闪光的
足迹——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11月 9日，
“弘扬科学家精神 系好学术生涯‘第一粒扣
子’”宣讲首场活动，在重庆医科大学袁家岗
校区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行。

“弘扬科学家精神 系好学术生涯‘第一
粒扣子’”宣讲活动由科技部科技监督与诚信
建设司主办，主要面向广大科技工作者，旨在
培育创新文化，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优良学
风，营造创新氛围。

据介绍，昨日的宣讲由市科技局、市委宣
传部、市教委、市科协共同承办，是该主题宣
讲活动的全国首场。

“力学也能治沙？沙漠也可以土壤化？”
活动现场，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重庆交
通大学副校长易志坚教授以《力学治沙与跨
学科创新——让科学原理与事实说话》为主
题，用浅显的语言，讲述了他从走上弹塑性
断裂力学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之路，到解决
道路、桥梁工程基本力学问题和材料难题，
最后与荒凉贫瘠的沙漠“有个约定”的生动
故事。

他在大漠边关甘守寂寞、十年磨一剑，
成为“沙漠土壤化”原创理论和技术的发现
者和发明人，为推进我国荒漠化防治和生态
恢复、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推动
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等提供了技术支
撑。

“易志坚教授用他和团队的亲身科研经
历，深刻地诠释出了‘爱国、创新、求实、奉献、
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内核，是我们广大
青年学子的榜样！”重庆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2022级学生王进洋激动地说，在未来的学习
和科研中，将严守学术规范，弘扬科学家精
神，坚定创新自信、勇于攻坚克难、矢志自主
创新、勇攀科技高峰。

“没有好的土壤，就不可能长出好的庄
稼。科学道德和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
石，也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世界科
技强国目标的重要基础，更是广大青年科技
工作者和青年学生学术生涯的‘第一粒扣
子’。”重庆医科大学党委书记覃正杰表示，该
校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教育引导全校师生
做“科学家精神”的践行者，立足岗位、勇于担
当、主动作为，自觉做科研诚信的践行者和引
领者，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双一流”建设提
供坚强保障。

活动现场，还对重庆市“弘扬科学家精
神，加强作风学风建设”短视频大赛获奖作品
进行了展播和颁奖。大赛由市科技局、市委
宣传部联合举办，共评选出优秀作品66个，
其中特等奖4个、一等奖15个、二等奖20个、
三等奖27个。

“系好学术生涯‘第一粒扣子’”
首站宣讲走进重庆

数读

中新跨境结算便利化得到
大幅提升

截至9月末
■重庆与新加坡涉外收支累计582亿美元,
占全市涉外收支总额的5.8%
■其中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540亿元,占同
期全市人民币跨境收付总额5.2%
■新加坡成为重庆第三大跨境人民币结算
境外地域

□本报记者 吴刚

2018年举行的首届中新金融峰会，46家
中新双方主体达成了36项合作协议；2019年
第二届金融峰会，签约56个重大项目；2020
年第三届金融峰会，中新两国数十个主体共
达成了46项合作协议；2021年第四届金融峰
会，签约项目85个。

四届金融峰会，项目落地总金额1283亿
元，开启了重庆与新加坡“点对点”示范带动
中国西部与东盟国家“面对面”互联互通的金
融开放新格局。

作为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运营
中心，重庆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越来越多的新加坡金融机构，正加速抢
滩重庆。

11月9日，来自重庆泰溥基金的消息称，
其已经完成相关筹备，即将开设资本金账户，
意味着这支来自新加坡的基金，即将在渝开
展业务。

泰溥基金来渝落户，是第四届中新金融
峰会招商引资的重要成果之一。这支由樟树
市锦钧投资管理中心境内出资 100 万元、
TPPV TECHNOLOGY INVESTMENT
FUND PTE. LTD.（新加坡）出资4.99亿元，
规模达5亿元的基金，主要投向环保科技、医
疗健康、智慧城市等领域。

就在此前不久，新加坡ICHAM公司、新
加坡GEM公司获批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
（QDLP）试点资格，成为首批获得中国QDLP
试点资格的新加坡企业。

截至目前，新加坡合资或独资在渝设立
20余家涉及基金、小贷、融资租赁、村镇银行
等多领域的金融机构，其中中新互联互通基
金在重庆物流、大数据等领域投资约100亿
元。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盟国家，目前在渝
开办的银行，已经占到重庆外资银行的三成。

同时，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引领下，重庆
相继引进中信银行国际业务运营中心、平安
银行离岸金融中心、建行跨境金融服务中心、
渣打银行中新互联互通项目金融服务中心等
全国性或区域性跨境功能性中心。

目前，中信银行国际业务运营中心年国
际单证结算量逾200亿美元，建行跨境金融
服务中心累计投放跨境贷款350亿元；工行
新加坡分行成功投资重庆银行发行的小型微
型企业贷款专项金融债券，实现西部地区首
单通过“债券通”引入境外投资者参与认购的
金融债券；重庆企业首次通过马来西亚、越南

金融机构获得了国际商业贷款，通过内保外
贷为子公司融资泰国机构的低成本资金，实
现跨境融资领域第三方市场合作新突破；第
三方支付平台重庆易捷汇公司成为获批新加
坡金融牌照的首家中西部企业。

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加坡金融机构入渝，
加上全国性或区域性跨境功能性中心在渝开
花结果，中新双方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水平大
幅提升，进一步增强重庆作为运营中心的示
范引领作用。

中新投融资通道大大拓宽，
跨境金融服务质效提升

今年9月，11个数字人民币试点应用项
目，在中新（重庆）互联互通项目数字人民币
试点启动仪式上签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一
批外籍人士现场开通了数字人民币钱包。

重庆启动人民币试点应用项目，并不是
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有着宏大的背景——中
新互联互通项目框架下的中新金融合作，肩
负的重要使命之一，是促进中国和新加坡的
相互投融资，并藉此助推人民币的国际化。

为推动中新两国的相互投融资，重庆在
跨境金融外汇管理上大胆创新，扩大了高新
技术企业跨境融资便利化试点，将“专精特
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试点区域扩大至重庆
全辖，试点额度由500万美元提高至1000万
美元。截至今年9月末，重庆相关企业获得便
利化额度超过5000万美元。

此外，重庆还推进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
（QDLP）试点，截至2022年9月末，7家基金
管理企业获得QDLP试点额度14亿美元；推
进优质企业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截至
今年9月末，重庆已经为128家企业累计办理
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业务153.4亿美元。

重庆还通过金融科技赋能西部陆海新通
道建设。目前，重庆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已上
线6个应用场景，截至今年9月末，累计便利
900余家企业贸易融资和结算345亿美元。
其中，全国唯一的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融资
结算应用场景累计便利600余家企业融资和
结算31.6亿美元；交行重庆市分行为陆海新
通道运营有限公司上线CIPS标准收发器，助
力打造中新“金融通道”中的人民币使用场
景。同时，重庆还通过举办中新金融峰会等
举措，加快金融市场开放和金融基础设施建
设。

通过一揽子举措，重庆与新加坡之间的
跨境投融资渠道，被大大拓宽。数据显示，截
至今年9月末，通过新加坡债券市场等渠道从

新加坡跨境融资66亿美元，新加坡机构来渝
直接投资34亿美元，重庆赴新加坡境外投资
超过6000万美元。

更重要的是，中新跨境结算便利化得到
大幅提升。截至今年9月末，重庆与新加坡涉
外收支累计582亿美元，占全市涉外收支总
额的5.8%。其中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累计
540亿元，占同期全市人民币跨境收付总金额
的5.2%，新加坡成为重庆第三大跨境人民币
结算境外地域，涉及546家企业，较7年前增
加126家，覆盖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
输业等多个行业。

创新金融产品层出不穷，交
流互动实现常态化

随着中新跨境投融资渠道的拓宽，以及
人民币国际程度提升带来的投融资便利化，
一批创新的金融产品应运而生，层出不穷。

例如，星展银行帮助重庆砂之船在新加
坡交易所发行了亚洲首个奥特莱斯不动产投
资信托，中行重庆市分行成功为普洛斯集团
提供中新机构间首笔“再保理”融资，巴南经
济园区成功发行中新项下首笔新币公募债
券。

随着金融交易的日趋频繁，中新金融合
作交流互动也实现了常态化。例如，在交流
沟通机制方面，中新金融峰会经过四届的精
心举办，东盟10国央行领导等重要嘉宾出
席，峰会知名度、品牌力持续提升，已成为重
庆金融开放的重要名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开放的重要窗口、中国西部与东盟各国金
融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收获了一批支持重
庆金融改革开放的创新政策、促成了一批重
点项目的签约落地。

在招才引智机制方面，中新双方成功组
建集聚海内外高层次金融专家学者的中新金
融专家顾问团，举办陆海新金融沙龙，“面对
面”“屏对屏”交流思想、分享智慧、共话发展，
充分发挥国内外高层次金融人才对中新金融
的智力支持作用。

重庆市金融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将深度对接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西部大开发及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国家战
略，抢抓RCEP、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等
发展新机遇，重点健全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互
联互通体系、金融产品创新体系、特色金融合
作体系、跨境资本流动体系、金融开放生态体
系，积极融入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更好服务
西部金融中心建设，推动中新金融合作开新
局、出新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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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区经济信息委

好环境培育“专精特新”
优服务企业电畅气顺

今年以来，江北区经济信息委以适宜企业成长的好环境，精心培育“专精特新”企业；以优良的服务，帮助中小企业渡

过难关；以不断深化改革，让企业电畅气顺。为全区的工业企业打造出一个优良营商环境。

江北区不断深化获得电力和获得用气报装流
程等改革，使江北区的市场主体实现了电畅气顺。

负责江北区供电的市北供电公司，在深化改
革中，创新了办电全环节数据“全程跑”，客户“一
次都不跑”的服务方式。其首创的竣工检验“云服
务”功能，在国内全面推广。高压客户办电环节时
长、小微企业平均接电时长分别压减至6.9个工作
日和3天，环节分别精简至3个、2个。江北区还率
先建设“水电气讯”联办窗口，试点“不动产+电力”
线上联合过户，推动实现“一件事 一次办”。

江北区政企信息共享平台向市北供电公司推
送了重庆海尔洗涤电器有限公司开办信息后，市

北供电公司立即上门对接客户，提前制定了最优
接入方案，引导客户全流程线上办理，让数据代替
客户跑路。同时，推行“云验收”服务，实现验收合
格当日接电。重庆海尔洗涤电器有限公司真正意
义上体验了从申请到投运全程“零”跑路、接电

“零”审批、入网“零”投资的极简、快速办电服务。
目前，江北区在2021年重庆市营商环境“获得

电力”综合指标中摘得头筹，与电力同样实现营商环
境全市“最优区”的还有“获得用气”综合指标排名。

今年10月15日，在江北经营中餐店的陈海
波，在重庆燃气集团江北分公司公众号上预约了
天然气报装。当天，“燃气管家”就与他取得联

系，上门服务，进行了查勘，现场敲定了设计方
案，出具了设计图纸。在安装中，又帮助他协调
了管道安装中的开挖等事宜，很快就让他的中餐
店用上了气。

在保证“气顺”中，燃气集团江北区分公司坚持
为用户降低成本，使用户做到外线工程“零投资”；
在服务上，实行“客户代表专人制”，“预约上门服务
制”。客户提出报装需求后，安排专人负责报装服
务全流程的衔接和协调，并在受理后保证3个工作
日内派工上门服务；同时，把审批精简到用气申请、
验收通气两个环节，并保证验收当日就通气。

游晗 徐绍霞

“今年，我们连跳了两级。”位于江北的重庆润
际远东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说，该企业
今年从培育库企业，一跃成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

在帮助重庆润际远东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专精特新”发展中，江北区经济信息委安排专人服
务企业，组织专家上门为企业研判分析，指导企业找
准发展方向；同时，还积极为企业争取各项政策资金、

解决融资难等问题，有效帮助企业降低生产经营成
本，更加专注于产品研发生产，实现了高质量发展。

2021年，重庆润际远东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在新冠肺炎疫情和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近2倍，净利润同比增长近12倍。

“‘专精特新’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需要好
的营商环境。”江北区经济信息委相关负责人说，区里
把培育“专精特新”企业作为营商环境的重要任务来

抓。江北区经济信息委建立起“专精特新”企业“一企
一策一人”的服务机制，建立了“专精特新”企业培育
库，抓实抓细“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发展及服务工作。

据介绍，到目前为止，江北全区已累计培育国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8家，培育市级“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95家，特别是今年以来，全区新增市级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9家，同比增长250%；新增
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7家，同比增长600%。

今年以来，江北区经济信息委针对严峻复杂
的经济形势，以优良的服务，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稳住经济实体。

江北区内一家主要从事轨道交通车辆配套设
备和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的企业，从今年初开
始，市场订单萎缩，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严
重时产能利用率不足10%。

在帮助这家企业渡过难关中，江北区经济信
息委通过深入走访调研，对症下药，引导企业转型

升级。在江北区经济信息委的帮助指导下，企业
自主研发的轨道交通车辆智能运维系统取得突
破，其配套产品和服务获得市场青睐，新签订轨道
交通9号线2期、4号线2期、5号线北延段等项目
订单。从8月起，产值增幅由负转正，9月实现的
产值，超过去年全年产值，走出了困境。

在助企纾困的服务中，江北区经济信息委开
展了止滑促增“一对一”专项行动，对全区产值下
滑的工业企业，建立帮扶台账，掌握企业堵点卡

点，“一对一”全力帮扶企业生产运营；同时，帮助
企业畅通供需信息，开展“大手牵小手”供需对接
活动，打通领军链主企业与中小企业对接渠道，
实现供需双方产品对接近200余件次；在强化生
产要素保障中，主动帮助解决物流运输方面存在
的问题，协调市级部门帮助企业办理车辆通行
证，已累计为长安汽车、赛力斯汽车、丰米科技等
企业办理市内外通行证约600余张，帮助企业稳
定产品供应链。

好环境让“专精特新”快速成长

优服务助企纾困稳住实体

深化改革保市场主体电畅气顺3

250%

今年以来，江北
区新增市级“专
精特新”中小企
业 49 家 ，同 比
增长250%。

今年到目前为
止，江北区新增
国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7
家 ，同 比 增 长
600%

600%

在疫情期间，累计
为长安汽车、赛力
斯汽车、峰米科技
等企业办理市内
外 通 行 证 约 600
余张。

600余张

今年，市北供电公司在
江北区计划电网建设
投资3.26亿元，新开工
南石路220千伏变电站
110千伏送出、铁山坪
35kV输变电等工程。

3.26亿元

在江北区，燃气办理
已精简到用气申请、
验收通气 2 个环节，
不涉及外线燃气工
程的办理总时限缩
短到不超过6天。

6天

江北工业营商环境

数 读

2

1

江北区经济信息委

好环境培育“专精特新”
优服务企业电畅气顺

今年以来，江北区经济信息委以适宜企业成长的好环境，精心培育“专精特新”企业；以优良的服务，帮助中小企业渡

过难关；以不断深化改革，让企业电畅气顺。为全区的工业企业打造出一个优良营商环境。

江北区不断深化获得电力和获得用气报装流
程等改革，使江北区的市场主体实现了电畅气顺。

负责江北区供电的市北供电公司，在深化改
革中，创新了办电全环节数据“全程跑”，客户“一
次都不跑”的服务方式。其首创的竣工检验“云服
务”功能，在国内全面推广。高压客户办电环节时
长、小微企业平均接电时长分别压减至6.9个工作
日和3天，环节分别精简至3个、2个。江北区还率
先建设“水电气讯”联办窗口，试点“不动产+电力”
线上联合过户，推动实现“一件事 一次办”。

江北区政企信息共享平台向市北供电公司推
送了重庆海尔洗涤电器有限公司开办信息后，市

北供电公司立即上门对接客户，提前制定了最优
接入方案，引导客户全流程线上办理，让数据代替
客户跑路。同时，推行“云验收”服务，实现验收合
格当日接电。重庆海尔洗涤电器有限公司真正意
义上体验了从申请到投运全程“零”跑路、接电

“零”审批、入网“零”投资的极简、快速办电服务。
目前，江北区在2021年重庆市营商环境“获得

电力”综合指标中摘得头筹，与电力同样实现营商环
境全市“最优区”的还有“获得用气”综合指标排名。

今年10月15日，在江北经营中餐店的陈海
波，在重庆燃气集团江北分公司公众号上预约了
天然气报装。当天，“燃气管家”就与他取得联

系，上门服务，进行了查勘，现场敲定了设计方
案，出具了设计图纸。在安装中，又帮助他协调
了管道安装中的开挖等事宜，很快就让他的中餐
店用上了气。

在保证“气顺”中，燃气集团江北区分公司坚持
为用户降低成本，使用户做到外线工程“零投资”；
在服务上，实行“客户代表专人制”，“预约上门服务
制”。客户提出报装需求后，安排专人负责报装服
务全流程的衔接和协调，并在受理后保证3个工作
日内派工上门服务；同时，把审批精简到用气申请、
验收通气两个环节，并保证验收当日就通气。

游晗 徐绍霞

“今年，我们连跳了两级。”位于江北的重庆润
际远东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说，该企业
今年从培育库企业，一跃成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

在帮助重庆润际远东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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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新冠肺炎疫情和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近2倍，净利润同比增长近12倍。

“‘专精特新’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需要好
的营商环境。”江北区经济信息委相关负责人说，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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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形势，以优良的服务，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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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市场订单萎缩，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严
重时产能利用率不足10%。

在帮助这家企业渡过难关中，江北区经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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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其配套产品和服务获得市场青睐，新签订轨道
交通9号线2期、4号线2期、5号线北延段等项目
订单。从8月起，产值增幅由负转正，9月实现的
产值，超过去年全年产值，走出了困境。

在助企纾困的服务中，江北区经济信息委开
展了止滑促增“一对一”专项行动，对全区产值下
滑的工业企业，建立帮扶台账，掌握企业堵点卡

点，“一对一”全力帮扶企业生产运营；同时，帮助
企业畅通供需信息，开展“大手牵小手”供需对接
活动，打通领军链主企业与中小企业对接渠道，
实现供需双方产品对接近200余件次；在强化生
产要素保障中，主动帮助解决物流运输方面存在
的问题，协调市级部门帮助企业办理车辆通行
证，已累计为长安汽车、赛力斯汽车、丰米科技等
企业办理市内外通行证约600余张，帮助企业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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