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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头条

绿色贷款在新增贷款中占比超三成

春节假期后，重庆海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重庆海辰储能”）一期一阶段项目已投产的各条生产
线开足马力生产，抓紧完成排产订单。与此同时，该公
司一期一阶段剩余生产线也在抓紧建设，预计3～6月将
各有一条生产线投产。

重庆海辰储能的顺利建设与投产，与农行重庆市分
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的绿色金融服务，密不可分。

2022年6月，重庆海辰储能在铜梁区成立。当年，
农行重庆市分行就将其作为绿色金融的重点支持对象，
并于2023年向重庆海辰储能提供了近2亿元的绿色信
贷资金支持。2024年开年后，该行又陆续向重庆海辰储
能发放4笔绿色贷款，贷款金额共计达6080万元。

绿色金融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对于重庆来说，发展
绿色金融，还是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的重点任务之一。

发展绿色金融，重庆也有自身优势——2022年 8
月，重庆获批成为全国首个省级全域覆盖的绿色金融改
革创新试验区。

如何才能打好试验区这张“牌”？一年多来，重庆以
构建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
等“五大支柱”为抓手，阔步推进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成
效显著。2023年，全市新增绿色贷款在新增各项贷款中
的占比达32%；截至2023年末，全市绿色贷款余额超过
6800亿元，较年初增长逾1600亿元，同比增长31%，是
2019年初的3.9倍。

“今年，重庆将高起点推进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
区建设，率先探索构建绿色低碳金融体系，着力推动绿
色金融高质量发展。” 重庆市委金融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

比如，将深化绿色金融地方规范和标准建设，推进
两江新区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试点建设；建立健全碳排
放权、水权、排污权、用能权等交易市场，拓展“碳惠通”
平台功能，扩大绿色园区、绿色企业、绿色项目等贷款规
模；探索构建绿色金融激励约束机制，构建金融机构资
产组合碳强度考核激励机制，完善绿色信息共享机制，
建立健全绿色企业和绿色项目库，从严把握高能耗、高
排放项目的信贷投放等。

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近两成

“有了可线上支取的900万元‘专精特新贷’信贷资
金，我们公司运转资金更加充裕，拿到了更多订单。”近
日，谈起一笔银行贷款，重庆元创自动化设备公司（以下
简称“重庆元创”）相关负责人对银行竖起了大拇指。

前段时间，这家专精特新企业拿到了一笔大订单，
但却面临生产资金不足的难题。获知此消息后，工行重
庆渝北支行迅速与元创公司对接。在了解到该公司缺
乏足值抵质押物的实际情况后，该行决定利用“专精特
新贷”为其提供资金支持。随后，重庆元创相关负责人
在线上提出贷款申请。3天后，该公司就拿到了900万
元信用贷款，解了燃眉之急。

工行重庆市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专精特新贷”是
该行为重庆市内专精特新企业量身打造的线上信用融
资产品。作为该行发展数字金融的成果之一，该产品不
需抵质押物，企业可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提出贷款
申请并自主提款、还款。截至目前，该行“专精特新贷”
已累计支持重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00余户，贷款余额
达到近20亿元。

重庆建设西部金融中心，要推动金融与现代化产业
体系融合发展，努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
过，目前不少中小微市场主体还面临抵质押物不足、银

企信息不对称的融资“痛点”。
为解决上述难题，重庆的做法是加快发展数字金

融，创新普惠金融服务。近年来，重庆联合搭建了“渝企
金服”“渝快融”“渝普金链”“长江渝融通”“金渝网”等数
字化融资服务平台。截至2023年末，这些数字化融资
服务平台已累计助力30万家中小微企业获得信贷，初步
奠定了信用大数据赋能金融发展的基础。

得益于数字金融的发展，重庆在打通普惠小微金融
服务“最后一公里”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数据显示，截
至2023年末，全市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5478亿元，同比
增长18.6%。其中，2023年全年增加859.9亿元，同比增
长180.8亿元。

重庆市委金融办相关负责人透露，今年，重庆将集
成打造金融服务平台，加快金融部门金融综合服务平
台、企业信用信息平台与数字政务、数字经济、数字社会
等综合应用信息充分共享、功能高效协同；推动金融数
据集成共享，探索构建“金融大脑”，全面推动金融、产
业、企业、信用信息等数据集成共享。

通过高水平开放提高金融业发展能级

重庆某公司从事进口贸易，采购货物需向境外出口
商全额支付货款。今年1月，因境内销售回款面临4～6
个月账期，该公司产生了融资需求。

针对其融资需求，中信银行重庆分行与中外运物流
有限公司合作，以铁路提单质押融资的方式，向该企业
提供授信3000万元，并于今年1月放款110万元。这也
是全国首笔铁路提单质押融资业务。

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相关负责人说，全国首笔铁路
提单质押融资业务在渝落地，是重庆金融业在现行法律
框架下对铁路提单物权属性认定的有益实践，为贸易项
下铁路提单质押融资探索出了可行途径。

重庆正在通过高水平开放，提高金融业的发展能
级。按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给出的
定位，西部金融中心未来将建成立足西部、面向东亚和
东南亚、南亚，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金融
中心。根据这一定位，西部金融中心必须具备国际性，
在国内外具备一定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重庆如何才能打好这张“国际牌”？突破口，在于以
内陆金融开放创新，推动金融互联互通。

近年来，重庆相继推出了一系列金融开放创新举
措，金融开放阔步向前：启动企业外债管理改革创新试
点，开展跨境人民币便利化试点；在全国首批开展高新
技术企业跨境融资便利化试点；在中西部率先开展合格
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对外投资试点、贸易外汇收支便
利化试点；组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金融服务联合体，探索
形成覆盖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和国家全域的市场交易
网络和金融服务体系，等等。

数据显示，2023年，重庆实现跨境融资17亿美元，
同比增长21.8%。

乘势而上，2024年，重庆将多措并举加强金
融开放合作，更好地为西部金融中心建设赋能。

“为此，重庆将深化中新金融高质量合作，全力打
通中新理财、ETF、债券、票据等金融市场互联互
通机制，加快建设中新金融科技合作示范区、中
新（重庆）金融合作产业园。同时
深化渝港金融合作，用好香港资本
市场，探索构建双向投融资通道，
推动两地在财资中心、离岸市场、
贸易金融等重点领域合作迭代升
级。”重庆市委金融办相关负责人
表示。 据新重庆-重庆日报

金融业增加值占全市GDP比重达8.6%

西部金融中心建设开新局
重庆打造高质量发展标杆

重 庆 打
造西部金融
中心，开创了
新局面。

数 据 显
示，2023 年，
全市金融业增
加值达 2591
亿元，占全市
GDP 比重达
8.6% ；截 至
2023年末，全
市本外币存款
余额、贷款余
额分别达到
5.36万亿元、
5.67万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8.0%、9.8%。

今年，为
扎实推进西
部金融中心
建设，重庆将
深入实施“智
融 惠 畅 ”工
程，聚焦绿色
金融、数字金
融 、金 融 开
放、普惠金融
等领域持续
发力，着力提
升金融服务
现代产业体
系质效及金
融服务重大
战略能力，努
力打造西部
地区现代金
融高质量发
展标杆。

■全市金融业
增加值达 2591 亿
元，占全市GDP比
重达8.6%。

本外币存款余
额、贷款余额分别
达到 5.36 万亿元、
5.67 万亿元，同比
分 别 增 长 8.0% 、
9.8%。

■新增绿色贷
款在新增各项贷款
中的占比达32%。

普惠小微贷款
余额达 5478 亿元，
同比增长18.6%。

■跨境人民币
实际收付金额达
2875.4亿元，其中经
常项目和直接投资
跨境人民币实际收
付金额达2708.6亿
元，居中西部第一。
（数据来源：重庆市
委金融办、人民银
行重庆市分行）

数读重庆金融业
高质量发展
202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