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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步走战略

在实地调研上海、新加坡、伦敦等

地金融中心建设后，重庆银行行长甘

为民领衔的课题组，在“两江新区金融

发展模式选择与创新研究”中为两江

金融发展勾勒出大致轮廓。

“到 2020年在长江上游地区形成

金融业结构最合理、金融市场机制最

健全、金融开放程度最高、聚集金融资

源和辐射周边省区能力最强的核心

区。”甘为民说。

这主要分为两个阶段来实现。

从今年到 2015年为第一阶段，金

融业在两江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

到9%（预计2015年两江新区GDP将超

过3200亿元人民币）。各家金融机构

存款余额突破8500亿元；贷款余额突

破 6400 亿元，与 GDP 之比达到 2:1。
商业保险方面，争取到2015年保费收

入占到全国1/30-1/20。
该课题组成员曾庆文说，在第二

阶段则加强金融业与工、农、贸、物流

等实体产业联动，通过要素市场建设、

金融业务外包、金融服务后台建设等

途径，完善金融产业链建设，构建金融

产业集群。

在第二阶段，即 2015 年到 2020
年，金融业在两江新区的国内生产总

值中的比重达到 15%，贷款余额突破

12800亿元，与GDP之比超过2:1。
实施策略则是“外引内建”。“外

引”是吸引银行、证券基金公司、保险

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入驻。除了引进

机构外，两江新区要着力培育本土的

区域性金融机构，如组建金融控股集

团、两江银行，筹建面向全国的两江证

券和两江保险，构建全国性金融市场

的主体。

甘为民介绍，“上海浦东、天津滨

海以及深圳都对应设有浦发银行、渤

海银行、招商银行，这些银行对新区发

展极为重要。”事实上，银行是金融中

心建设的主体，就重庆而言要主要发

展中小型银行，发展在全国有影响力

的中型银行。

两江银行组建路径则有三个：新

设；在重庆现有三家本土银行之一的

基础上翻牌；通过并购重组设立。

两江银行的注册资本金为 200亿

元，资本金来源可以定向募集方式，由

两江新区主导择优选择发起股东，募

股时考虑引进1-2家海外银行作为战

略投资者。

按照规划，两江银行在成立3到5
年内，网点总量将达到80家。

发力要素市场

除了银行、保险、金融控股集团等

机构建设外，两江新区也在谋求要素

市场落地。

甘为民说，要建立在西部甚至在

全国有影响力的要素市场。要素市场

建设可以规避地域条件和历史等因素

所造成的劣势，迅速促成金融中心的

成型。

这也有具体的路径。比如，争取

电子票据交易中心落户，通过该中心

的建立，实现票据交易的电子化、集中

化和票据资产的标准化，形成全国统

一的集票据交易、托管、清算、查询等

功能于一体的电子化票据交易平台。

场外交易市场（OTC）是另一关

注重点。目前，重庆股份转让中心的

挂牌企业已经有 23家。重庆股份转

让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经过前期大

量拟挂牌企业的资源储备，预计到年

底该中心将有 50家企业挂牌。重庆

希望股份转让中心能成为西部企业进

入场外交易市场的“通道”。

甘为民表示，重庆还应该在一些

创新型要素市场建设、产品开发上有

所作为，比如碳排放交易中心。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下发了《关

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

知》，批准重庆与北京、天津、上海、广

东等7个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工作。来自重庆市发改委的消息显

示，重庆将力争在明年年初将碳交易

中心挂牌，开展第一批碳交易。眼下，

重庆正抓紧编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实

施方案，研究制定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管理办法，明确试点的基本规则。

甘为民还认为，重庆具有打造国

际结算中心的实力，将推进跨境结算、

电子商务结算、金融要素结算、公司总

部结算四个方面的建设。

在政策方面，“要争取更多产品和

业务的先行先试。比如争取在外汇管

理政策上获得先行先试，比如离岸金

融业务予以准许。”甘为民认为，要推

动区域经济发展，单靠银行体系是不

够的，而要构建“证券、保险、信托、

VC、PE等组成的多层次金融体系”。

据了解，今年1月至10月，通过重

庆市结算中心的资金结算量已超 300
亿美元。继惠普亚太结算中心落户重

庆后，宏碁、华硕分别在渝设立具有结

算功能的第二运营总部，伟士、佳杰两

大国际 IT分销商先后设立结算中心，

与贝宝、阿里巴巴等联合打造网络支

付平台国际电子商务结算中心。“随着

一批结算中心纷纷在渝设立，过境的

结算资金量将逐渐增大，重庆离岸金

融中心规模已经初现。”重庆市外经委

的一位负责人说。

（综合《21世纪经济报道》、《重庆
商报》等报道）

重庆两江新区金融蓝图浮现
将培育一批本土金融机构，争取一批要素市场落户

重庆两江新区正在打造国内首个内陆离岸金融结算中心。 □图片来源：两江新区网

（上接1版）结合园区科研优势，

上海电信还将与张江集团在云计算领

域开展合作创新，合力打造云计算创

新服务平台，并推动物联网、云计算等

新兴技术在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的应用。上海电信将为园区提供各种

云计算服务产品，并针对园区的中小

企业提供高性价比、便捷、高效的“商

务翼云”云计算服务，设立专项优惠服

务，助力园区中小企业“孵化”成长。

“我们将通过与电信的深度合

作，实现整个园区的数字化管理、智

能化监控、人性化服务，构建园区服

务大平台体系，提升张江高科技园区

的综合竞争力”。张江集团总经理丁

磊表示。

明年底前实现城市光网全覆盖
（上接1版）整整 5年，一座“冷

冰冰”的新城，年年增添着人间“烟

火”。如今，新城里标准化菜场建起来

了，大小超市进驻了，申港1路、2路也

跑了起来。另外，还建起了 2所幼儿

园、1所小学和2所中学——居民们的

生活，一天比一天方便起来。

用心服务情留人
目前，临港主城区有 6万多常住

人口，海事大学、海洋大学、电机学院

的学生占了一半多。随着生活配套设

施的完善，三所大学的职工家属、机关

事业单位的公务员等，开始“移民”至

申港街道，从几百人，几千人，到如今

的1万余人。

“这里的环境好，人更好，我决定和

老伴在这里养老了。”于六香阿姨说，是

街道、居委干部的服务，留住了她的心。

服务体现在一个个暖人的细节

上。在临港过年的居民，都能享受到

一项特殊的待遇——街道领导、社区

工作者在大年初一，一家家上门拜年；

居民提出晾衣服不方便，街道在小区

里定制了晾衣架；市民广场跳舞没有

场地，街道立马出钱给建好；老百姓缴

纳水电费等不便，街道协调后把上海

社区服务中心公用事业缴费终端接到

了居委会……

临港“移民”来自五湖四海，申港

街道1万多名居民的籍贯竟有全国29
个省市自治区。如何让他们成为“临

港人”？街道建起了沪上首家五层楼

的社区生活服务中心，开设婴幼儿早

教中心、老年日托所、手工制作间、书

画室等。在便民的同时，让居民们渐

渐感受异乡生活的充实与温暖。

这两年，临港居民的文化生活也

逐渐丰富起来。在居委干部的组织

下，舞蹈队、乒乓队、秧歌队、太极拳队

等，在每一个小区里日渐红火。居民

杨华善老伯如今一家五口定居临港，

他说，在小区里，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居委干部个个和他熟稔，有事叫得应，

比老乡都好。

此外，申港街道还主动服务三所

大学，每年新生入学时都要出动 300
多人，从指路到家长食宿安排均考虑

周全；街道还把建筑工地的来沪务工

者作为重要的服务对象，送戏、送电

影、送健康、送法律、送便民服务已经

成为习惯。

临港一定更迷人
记者了解到，地铁16号线明年通

车，从临港能直达龙阳路；上海第六人

民医院临港分院明年建成，名医将在

新城坐堂。

临港新城“羽翼渐丰”，人气渐

旺。上海海事大学团委书记杨大刚也

是临港的“第一代移民”，他的妻子明

年二月生产，小杨说，他将选择临港作

为宝宝的出身地。他相信，这座新城

将愈发迷人，“移民”一定能在这里享

受海边的幸福生活。

临港“移民”幸福指数逐年高

（上接1版）而浦东首届文化艺术

节上的“脉动江东”系列展览，把图书

馆的全年展览推上了高潮——浦东

文化历史主题展吸引了超过 11万市

民，创下区级展览参观人数之最。随

后的市民美术、书法、摄影大赛作品

展征集到作品 2284件，300多幅精选

之作被展出。

为什么浦东图书馆的展览特别

丰富？相关人士介绍，一方面，浦东

图书馆和文化部门紧密联动，把不少

很高水准的艺术展览请了过来；另一

方面，浦东图书馆良好的硬件条件以

及庞大的读者群使得办在这里的展

览不愁没观众。还值得一提的是，浦

东本来就有丰富的书画资源，在“家

门口”办展览的便捷性，使本土书画

家也颇为青睐这里。浦东新区图书

馆馆长张伟说，浦东的文化应该有新

的面貌，浦东图书馆的展览也应该有

海纳百川的包容、有百花争鸣的新气

象。

临近年底，两个本土展览还将一

一亮相：“翰墨写和谐，丹青颂祖

国”——康桥书画院书画作品展、浦

东印象——“绽放年华”上海70、80艺

术家沙龙邀请展，后者将会跨年展出

到明年 1月 3日。这个年度最后的展

览将浦东图书馆全年的展览数在 41
上划上了句号。

现在，浦东图书馆一楼展厅的

排片表已经排到了明年 3 月，1 月还

有两个展览来自本土——浦东摄影

家协会摄影展和浦东内史第展览。

巧的是，这两个展览都融合了浦东

的历史和现在，传统文化风貌和鲜

明时代特色将产生新的碰撞，带给

观众不一样的参观体验。

展览“排队”到明年三月

（上接2版）邀请 300余位科技工

作者介绍各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举

办“科学技术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学

术年会、“低碳未来、关注核能”院士专

家报告会、信息化高峰论坛等学术活

动，共同研究新能源和新技术，为产业

发展服务，为新区转型发展献计献策。

世博期间，新区科协还举办了各

类主题展览，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展示世博，并充分发挥优势，邀请专家

为公众解读在世博中出现的国际前沿

科技，探讨科技发展对城市、社会、生

活的影响，倡导低碳生活。

在服务市民方面，新区科协成功

举办了多届“浦东科技周”活动，并将

其打造成为上海市科普事业的一大品

牌。经统计，仅 2011年，就举办各类

科普活动5200多场次，累计参加活动

市民达 78.4万人次，市民科技素质得

到很大提升。

新区科协获市先进集体标兵称号

重庆市两江新区的金融

蓝图正在逐渐浮出水面。

组建金融控股集团、两

江银行、保险公司，争取电子

票据交易中心、场外交易市

场（OTC）、结算中心等要素

市场落地，寻求外汇管理政

策的突破，两江新区开始不

断推出金融发展大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