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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观察·南岸

抢占重庆内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先机抢占重庆内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先机

千载难逢的重大机遇，朝南岸奔来！
经过近半年的紧张筹备，日前，位于南滨

路一线的长嘉汇国际金融中心已经进入全面
启动阶段，多个项目完成前期工作，多个项目
即将动工，多个项目即将落户。

加快补齐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创新金融
上的短板，推动重庆加快建设立足西部、面向
东盟的内陆国际金融中心，长嘉汇国际金融中
心必不可少。

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在重
庆建设内陆国际金融中心中抢占先机，由南岸
区和市金融监管局共建的长嘉汇金融中心崛
地而起。对于南岸区而言，此举必将以创新金
融业态的聚集推动金融生态的完善，从而增强
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推动区域经济的
机构优化和产业能级提升。

力争到2023年，长嘉汇金

融中心金融资源集聚能力、金融竞

争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进入全市

金融业发展第一梯队，长嘉汇金融

中心初显规模。

发展目标

力争到2025 年，长嘉汇

金融中心成为全市重要的金融要

素集聚区，金融业成为南岸区支柱

产业，形成完整的金融市场、生态、

产品、开放平台，基本建设成为西

部金融中心的核心区和承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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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积而薄发

南岸区素来是我市重要的金融产业聚集地之
一，拥有深厚的金融产业文化积淀。

1891年，重庆在南滨路弹子石开埠。同年，在南
滨路龙门浩一带，迅速汇集新华信托、安达森洋行众
多金融、贸易机构。1905年，重庆最早铸币机构铜元
局在此建立。重庆百年“聚宝盆”美誉由此诞生。

经过多年努力，目前，南岸区各类金融机构已
达到120家，银行、保险、证券、要素市场、基金、融
资租赁、小贷、担保等各机构门类齐备；在各层次资
本市场上市或挂牌企业21家。截至2020年末，全
区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增速高达15.67%，位列主
城都市区中心城区第2名。

不过，与主城一些金融产业发达的区域比较，
南岸区尚有差距。受多种因素影响，南岸区银证保
等传统金融业发展起步晚，金融机构数量不多、机
构层级不高、整体规模偏小。例如，目前，在南岸区
落户的分行级银行机构、法人单位银行、分公司级
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各仅1家，金融产业集聚度亟
待进一步提高。

“金融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将造成金融发展的不
均衡，进而制约我区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南岸区
金融办负责人认为，提升金融产业聚集度，需要找
准市场契机，通过差异化发展，打造难以复制的核
心竞争力。

承认差距，才能虚怀以待，积极作为。为蓄积
后发优势，厚植产业基础，近年来南岸倾力培育金
融产业。尤其是近3年来，全区金融业呈现高速发
展的良好态势，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年均增长率
13%。截至2020年末，金融业增加值增速达11%，
占GDP比重10%，金融业已成为南岸区经济发展
的支柱产业。

同时，瞄准创新金融，南岸区在绿色金融、科技
金融等领域大胆试水。例如，经过努力，该区成为
全市绿色金融创新试验核心区之一。凭借占据两
江四岸核心地段，拥有广阳岛、南山等绝佳资源等
得天独厚的优势，南岸区蓄势待发，力争打造全市
绿色金融发展的表率。

南岸区在城市规划中格外注重产城联动，拒绝
短期收益“诱惑”，为创新金融的发展预留下宝贵的
土地开发空间和办公空间。

迎来“高光时刻”

机会都是先抢先得，而机会垂青的必然是有准
备之人。

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我市提出做靓包括长
嘉汇、广阳岛在内的6张城市新名片。对于地处主
城都市区核心的长嘉汇而言，城市形象提升和产业
培育需要互为表里，相互促进。而产业培育的重
心，无疑是以金融业为主的现代服务业。

此后不久召开的全市金融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提出，要全面推动共建西部金融中心，加快建设立
足西部、面向东盟的内陆国际金融中心。如何建
设？既要做大总量，又要加快补足绿色金融、科技
金融等创新金融短板。

精心筹备已久的长嘉汇金融中心，迎来“高光
时刻”！

机会面前，更重要的是行动。在南岸区的努力
推动下，联合重庆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出台《市
区共建长嘉汇金融中心工作方案》。

根据这一市区两级共建的方案，长嘉汇金融中
心将以长嘉汇—南滨路为中心，协同联动广阳湾绿
色金融先行示范区，建设总面积超16平方公里。

两大片区将充分发挥空间载体和山水自然特
色的优势，依山靠水，构建“产城景融合”的金融生
态环境，平衡好空间规划、机构功能与金融生态链
的关系，吸引消费金融、金融科技、绿色金融、风险
投资基金或私募股权投资（VC/PE）等多元化金融
机构落户，完善金融产业链条，实现金融功能、金融
板块、金融生态链的立体化发展。

其中，长嘉汇片区包括弹子石、洋人街、龙门
浩、铜元局等六大板块，布局各类新金融牌照机构、
类金融机构、第三方支付等法人机构、风险投资或
私募股权投资、供应链金融、金融科技、绿色金融业
务总部或专营分支机构，以及数据结算中心、中介
机构等，并打造外资金融机构风貌展示区。

广阳湾绿色金融先行示范区将联动广阳岛生
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打造“零碳示范园”，作为绿色
金融、金融科技产业培育的重要载体。同时依托大
数据、大健康、大生态、大文旅、新经济等主导产业
优势，为金融科技企业提供全应用场景。

“长嘉汇金融中心作为南岸区融入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助力内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抓
手，其建成后将发挥资本集聚和辐射功能，带动南
岸区及周边兄弟城区共同发展，以点带面促进产业
扩张及交易集聚，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南岸区
金融办负责人表示。

得先机者得未来

金融业的核心使命，是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
展。金融业可以理解为一个单独的产业门类，但它
更大的价值在于对实体经济“赋能”。

如何赋能？
“十四五”时期，南岸区将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和全市“一区两群”协调发展机遇，以推动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建设大数据、大健康、大生态、大文旅、
新经济“四大一新”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具有影响力和
竞争力的山水人文都市区、智慧创新生态城。

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一盘“大棋”中，南岸
区将依托于长嘉汇金融中心，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
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
产业升级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促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

以促进科技创新为例。当前，南岸区正在深入
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依托
中国智谷（重庆）科技园、重庆市5G产业园、重庆软
件园等平台集聚创新资源，推动创新平台、主体、人
才、生态不断优化。长嘉汇金融中心无疑将为科技
创新提供多样化的融资渠道，分散创新风险，提升
企业创新能力。

再以缓解企业“融资难”为例。随着长嘉汇金
融中心的能力释放，南岸区金融服务体系将进一步
完善，这将有效增加金融供给，丰富和创新中小微
企业金融服务方式，拓展中小微企业直接融资渠
道，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满足民营企业特别
是中小微企业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持续激发民营
企业及中小微企业的活力。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南岸区将迎来增长动力深度转换、经济结构
全面优化、城市能级蓄势跃升的关键窗口期。打
造长嘉汇金融中心，将对我区提升经济质量、优化
产业结构、推动科技创新、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
态环境、改善人民生活具有重要作用。”南岸区政
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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