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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按照四川省委、省政府關於
建設西部金融中心的戰略部署，根據四川省實際，制訂
規劃期限為2010—2012年。
一、成都建設西部金融中心的主要優勢

成都作為四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是連接華
中、西北、西南的天然紐帶，1993年被國務院確定為西
南地區的科技中心、金融中心、商貿中心和交通、通信
樞紐。成都目前已成為西部省會城市中金融機構種類最
齊全、數量最多的城市，各項金融業務量在中西部城市
中名列前茅。近年來，憑藉運營成本和人力資源方面優
勢，成都已成為各金融機構建立後台服務中心的首選城
市之一。
二、總體目標

到2012年，西部金融中心建設將初見成效，金融機構
進一步密集，金融市場、金融服務進一步完善，金融發
展環境進一步優化，金融業成為成都市重要的支柱產
業。
三、發展佈局

金融總部商務區。北起高新區繁雄大道，南至民豐大
道，東至新成仁路，西至站華路，用地面積約5平方公
里，主要吸引金融法人機構、省級金融機構、監管部門
及其全國性或區域性總部入駐，打造總部機構密集、功
能完善的金融總部集聚區。
金融產業集聚區。東大街鹽市口至東大街二環路口，

全長3.8公里，主要吸引金融分支機構、營運前台入駐，
重點發展金融市場，形成功能強大的金融機構和市場集
聚區。
金融後台服務業集聚區。位於成都高新區內，主要引

進國內外金融機構的各類數據中心、資金清算中心、銀
行卡中心、研發中心、災備中心、呼叫中心、單證中心
等後台服務機構，形成以金融後台服務、金融創新服
務、金融信息服務、金融衍生服務為主的金融後台集聚
區。同時，規劃設立第二金融後台聚集區。
四、西部金融機構中心建設

通過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積極引進國內外的銀行、
證券、保險、信託、期貨、基金、融資租賃、貨幣經
紀、財務公司等各類金融機構以及與金融業密切相關的
中介機構來蓉設立區域性總部、法人機構或分支機構。
到2012年，在成都市設立的各類法人金融機構和省市級
金融機構數量達到200家，金融從業人員達到20萬人，區
域金融聚集能力、輻射能力和帶動能力進一步增強。

1. 銀行業。

——進一步引進和發展各類銀行業金融機構。
——發展壯大地方銀行業金融機構：城市商業銀

行、農村信用社、新型農村金融機構。
2. 證券期貨業。
3. 保險業。
4. 信託業。
5. 股權投資基金。
6. 財務公司等其他金融機構。
7. 金融控股公司。
8. 金融中介服務機構。
五、西部金融市場和交易中心建設

鼓勵和支持金融機構進一步利用全國性金融市場，引
進和開發更多基於金融市場的創新產品。到2012年，初
步建成以下八大中心。
（一）西部票據市場中心

鼓勵和支持地方中小金融機構參加全國同業拆借市場
交易，進一步推廣商業承兌匯票，發展擴大銀行承兌票
據業務規模，鼓勵銀行機構跨省區拓展票據業務，擴大
成都票據市場的輻射能力。
（二）西部直接融資中心

充分利用多層次資本市場上市融資。大力支持省內符
合條件的企業到主板、中小板、創業板市場和境外資本
市場上市融資。綜合利用資產證券化、信託等其它直接
融資方式，拓寬融資渠道，擴大直接融資規模和比重。
（三）西部期貨交易中

心

發揮期貨市場功能，積
極打造西部相關產業服務
中心。
（四）西部保險市場中心

充分發揮保險的經濟補
償和資金融通功能，大力
拓展保險新業務領域，不
斷拓寬保險覆蓋面。引導
和鼓勵保險資金投資四川
省能源、環保以及基礎設
施建設，擴大保險資金在
四川的運用。
（五）西部產權交易中心

（六）西部大宗商品交

易市場中心

（七）西部金融創新中心

（八）西部銀團貸款中心

六、西部金融服務中心建設

建成全國一流、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金融後台服務中
心。充分利用服務外包產業迅速發展的契機，創造良好
的軟硬件環境，大力支持成都發展成為西部金融服務外
包中心。
（一）西部金融後台服務中心建設

積極推動金融後台服務業集聚區建設，加快完善各種
配套功能，使成都成為全國金融後台服務機構最多、配
套服務功能最完善的金融後台服務中心。
（二）西部金融服務外包中心建設

發展金融服務外包產業鏈，大力引進和培育金融客戶
服務，把成都建設成為全國主要的金融服務外包中心。
七、金融發展環境建設

四川金融發展環境建設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經濟環境建設

大力推進產業結構調整，轉變經濟發展
方式，㠥力打造具有較強競爭力的高新技
術產業和特色優勢產業，大力發展物流、
商貿等現代服務業，建設西部經濟發展高

地，為金融業發展奠定堅實的經濟基礎，提供巨大的市
場需求。積極推動城鄉統籌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作，為
金融要素的集聚提供良好的政策環境，為金融創新提供
持續增長的動力。深入推進西部大開發戰略，不斷加強
區域經濟合作，加大招商引資力度，有效承接產業轉
移，為金融業的開放合作創造嶄新條件和廣闊空間。
（二）政務環境建設

（三）社會信用環境建設

（四）金融基礎設施環境建設

構建方便快捷的支付結算體系，拓展支付結算服務深
度和廣度。
（五）金融監管環境建設

進一步完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和政府對金融的服務機
制。
（六）人才環境建設

建立和完善引進、培養金融人才的激勵機制，打造金
融高端人才高地。
（七）開放環境建設

充分運用各類網絡媒體，加強對西部金融中心建設的
宣傳，形成良好的輿論氛圍。

穩步推進西部金融中心建設

四川經濟社會發展概況

隨㠥西部大開發的逐漸深入，四川經濟社會全面快速
發展，各項建設取得了顯著成效：

一是經濟保持平穩較快發展。2010年，四川省實現地區
生產總值（GDP）16898.6億元，比上年增長15.1%，高於
全國4.8個百分點。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2483億元，增
長4.4%；第二產業增加值8565.2億元，增長22%；第三產
業增加值5850.4億元，增長10%。三次產業對經濟增長的
貢獻率分別為 4%、71% 和 25%。三次產業結構由上年的
15.8：47.4：36.8調整為 14.7：50.7：34.6。
二是基礎設施不斷改善。截至2010年末，四川在建鐵路

里程3000公里；在建高速公路里程3200公里；內河港口年
集裝箱吞吐能力達到100萬標箱；新開工大中型水利工程
17個，全省電力裝機規模達到4200萬千瓦；天然氣生產能
力達到210億立方米。
三是災後恢復重建順利完成。在中央政府、全國各地

特別是香港各界朋友的大力支持下，萬眾一心，眾志成

城，成功戰勝了特大自然災害，全力開展災後恢復重建
工作，順利實現了「三年任務兩年基本完成」的目標。
四是改革開放取得新進展。國企改革、財稅改革、投

融資體制改革、農村綜合改革取得重大突破。2010年，
全省進出口總額達到328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70億美
元，到位國內省外資金5336億元。
五是科技創新能力明顯提高。2010年，省內國家創新型

企業達到21家、高新技術企業1100多家。

四川金融業發展概況
金融組織體系：截至2010年末，全省共有銀行業機構

609家，證券、期貨、基金公司73家，保險公司54家，小
額貸款公司73家，融資性擔保公司304家。銀行業：2010
年末，全省銀行業機構資產總額3.6萬億元，增長22.8%，
存貸款餘額均位居中西部第一。2010年，四川企業從資
本市場實現融資217億元，投資者證券賬戶達到700萬戶，
證券交易額3.7萬億元，保費收入達766億元，各主要指標
均排名中西部第一。

金融發展環境：金融監管部門結合四川實際，出台了
各類監管制度，積極建立健全風險應急處理機制和案件
防控機制。各級政府陸續成立金融工作機構，出台支持
金融發展的政策措施，搭建金融服務平台，規範發展金
融中介服務。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加強，金融發展環
境的不斷改善，為金融業的健康發展提供了良好保障。

川港合作現狀
自2004年1月CEPA實施以來，香港在川投資貿易急劇

增長。2010年，香港在川投資項目179個，同比增長
46.7%，約佔四川省全年引進外商投資項目的一半；香港
是四川繼東盟之後的第二大境外投資目的地。截至2010
年，四川已在香港投資設立了29家企業，去年四川在香
港投資設立15家企業，超過歷年來的總和。

在金融業方面，東亞銀行、南洋商業銀行等知名銀行
到四川設立分支機構，匯豐銀行（香港）和渣打銀行

（香港）等機構在四川的金融業務發展良好，保險業務發
展非常迅速。2008年，為支援四川地震災區建設，太平
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設立了「太平資產—國電集團（金堂）
電源項目債權投資計劃」和「太平資產—四川高速公路
項目債權投資計劃」，與四川重大項目緊密結合，共同發
展。證券市場方面，香港已成為四川企業境外上市的首
選地，東方電機、成都電纜等企業就到香港上市，目
前，川企在香港聯交所上市共計9家。

川港金融合作的前景
目前，川港金融合作面臨㠥重大的歷史機遇，今年是

中央政府實施新一輪西部大開發的開局之年，也是「十
二五」的開局之年，不久前「成渝經濟區」經國務院原
則通過，四川作為中國西部經濟增長極的地位將進一步

確立。四川制訂了建設「輻射西部、面向全國、融入世
界的西部經濟發展高地」總體戰略構想。㠥力打造「一
樞紐、三中心、四基地」：即加快建設貫通南北、連接
東西、通江達海的西部綜合交通樞紐；加快建設西部物
流中心、西部商貿中心和西部金融中心；加快建設重要
戰略資源開發基地、現代加工製造業基地、科技創新產
業化基地、農產品深加工基地。四川「十二五」金融發
展目標為：到2015年，四川金融業整體實力和競爭能力
顯著增強，西部金融中心建設取得明顯成效，西部金融
機構中心、西部金融市場和交易中心、西部金融服務中
心地位基本確立；初步形成層次豐富、功能齊備、高效
穩健、服務優質、覆蓋全面、監管有力、開放競爭的現
代金融體系。金融業增加值佔全省服務業的12%以上、
GDP的5%以上。全省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總額達到9萬億
元、存款達到7萬億元、貸款達到4.8萬億元以上。上市公
司總數達到115家以上，總市值在目前的基礎上翻一番；
首發融資和再融資達到800億元以上；年保費收入達到
1,500億元，保險深度達到5%，保險密度達到1,800元。

香港作為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國際金融中心，四川將在
CEPA框架下，依托國家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把成
渝經濟區建成西部重要經濟中心和全國重要現代產業基
地的有利條件，堅持「一國兩制」方針，按照「優勢互
補、互惠共贏」的原則，積極合作，擴大交流，相互促
進，共同繁榮。

第一，鼓勵和支持兩地金融機構加強合作。
第二，加強兩地資本市場的合作。
第三，加強兩地在金融中介和外包服務方面的合作。
第四，共同推進跨境貿易和投資人民幣結算試點。
第五，加強在金融人才培訓和交流方面的合作。
第六，健全川港金融對話與交流機制。

四川是西部大省，幅員遼闊，風景秀麗，物產富饒，素有「天府之國」的美譽。面積

48.5萬平方公里，列全國第五位；全省水能資源技術可開發量高達1.1億千瓦，佔全國總

量的27%。礦產資源佔全國總量的70％，有11種礦產儲量居全國第1位（其中，釩、鈦居

世界之冠）。四川旅遊資源獨具魅力，是全國唯一同時擁有世界自然遺產、文化遺產、文

化與自然遺產三類遺產的省份。九寨溝、黃龍、峨眉山——樂山大佛、青城山——都江堰

和大熊貓棲息地等5處世界自然文化遺產享譽中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冬 張楚

■香港在川投資的香
格里拉酒店夜景■天府國際金融中心實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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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省長
蔣巨峰出席首
屆中國西部金
融論壇並致辭

■天府國際金融中心全景圖

■氣勢不凡的天府
國際金融中心

■四川金融法人機構和網點
數量、外資金融機構數量均
居西部省市第一，初步形成
了銀行、證券、保險、期
貨、信託及其它金融組織並
存，功能日漸完備、運行比
較穩健的金融體系。

推進川港金融合作

建設西部金融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