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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头条

2024年5月底，中新（重庆）金融合
作交流座谈会在新加坡召开。会上，重庆
市政府与新加坡金融监管局主要围绕中
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中新跨境电商金融
服务、中新金融支持“渝企出海”等议题，
达成重要共识。

其间，中新双方金融机构还签署了
10个重点项目。其中，新加坡数字交易
所与重庆股份转让中心达成合作，探索启
动重庆与新加坡首笔跨境数字融资，支持
专精特新等中小企业双向融资；星展银
行、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与重庆银行、重
庆农商行达成合作，建立新币清算合作关
系、同业结算合作关系。

自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于2015年11月
启动以来，中新双方在金融合作领域逐步建
立较为完善的合作机制。新加坡金管局与
重庆市委金融办签署了深化中新金融合作
备忘录，探索创新中新金融监管合作模式。

同时，重庆设立了金融服务专委会，
与新方共同推动重点项目实施。

合作机制的建立畅通了中新金融合
作渠道。双方围绕跨境投融资、跨境结
算、保险合作和机构互设等方面，连续推
出金融开放创新政策，并在中央、新加坡、
重庆地方三级政策配套体系保障下得到

有效实施。此外，双方还成功举办了5届
中新金融峰会。

重庆与新加坡等东盟国家金融互联
互通的精彩故事，自此频繁上演。

近年来，重庆还推动新加坡企业合资
或独资在渝设立20余家涉及基金、小贷、
融资租赁、村镇银行等多类型金融机构。

重庆第三方支付平台公司——重庆易
捷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新加坡设立了分
支机构，并在新加坡拿到金融牌照，成为中
西部地区首家获批新加坡金融牌照的企业。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中新双方已
共同推出金融开放创新政策74项，落地项
目52个、实施创新案例35项；重庆累计落地
跨境融资类项目266个、金额213亿美元。
新加坡成为重庆最大外资来源国；2024年
1—11月，重庆与东盟发生人民币跨境收付
金额合计达253.9亿元，同比增长54.1%。

受益的不仅是重庆，近10年来，中新
金融合作还辐射带动广西、四川、贵州、云
南、陕西等10个西部省（自治区）实现赴
新加坡融资超过65亿美元。

“中新金融合作带动了重庆及整个西
部地区与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进一步提
升了西部金融中心的实力、影响力和辐射
力。”市委金融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以内陆开放创新推动金融互联互通

重庆打好西部金融中心

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重庆市分局在渝启动
“科汇通”试点，允许境外科研开办资金直接汇
入在渝外资非企业科研机构。

过去，非企业科研机构境外汇入科研
资金无法可依。该试点旨在解决这道难
题。此项试点也折射出，重庆正通过高
水平开放，提高金融业发展能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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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庆如何打好这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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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敲定，重庆依托中新
（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
目、重庆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
台，聚焦“通道金融”、自贸金融
和中新金融合作，推进金融高水
平开放，赋能西部金融中心建
设。

目前，重庆金融开放水平居
中西部前列。

重庆某外贸公司主要从事铬矿进
口贸易，2024年8月，公司从境外进口
一批铬矿时，遭遇流动资金不足的困
境。关键时刻，重庆创新推出的提单动
产质押融资助其渡过难关。

这家企业能如此“幸运”，并非偶
然。重庆地处内陆，在与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和地区贸易往来中，西部陆海
新通道逐渐成为一条具有澎湃活力的
国际经济走廊，助力重庆乃至西部地区
跨山越海、链接东盟、融入全球。

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运输方
式，以铁海联运、国际铁路联运、跨境公
路班车为主。近年来，随着跨境铁路班
列、铁海联运班列开行量和载货量逐年
提高，重庆外贸企业、跨境物流企业的
贸易融资需求与日俱增。然而，由于传
统的铁路运单、铁海联运提单缺少法律
层面的物权属性，这些企业普遍难以实
现质押融资，经常因资金短缺而头疼。

如何破题？人行重庆市分行联合
重庆多个市级部门，积极开展陆上贸易
融资规则探索，推动现行法律框架下多
式联运提单、铁路提单质押融资实现新
突破。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金融
机构创新采取“提单动产质押＋物流监
管”融资服务模式，相继在渝落地全国

首笔陆海新通道“一单制”数字提单动
产质押融资业务、铁路提单质押融资业
务、多式联运数字提单信用证业务。

截至2024年11月末，重庆金融机
构已累计办理铁海联运、铁路提单等相
关融资25.5亿元。

类似的举措还有不少。
例如，2023年4月，市委金融办推

动西部地区22家地方法人银行、13家
外资银行在渝机构等57家金融机构，
发起组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金融服务联
合体。截至2024年末，该联合体已有
境内外金融机构成员69家，初步形成
覆盖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和国家的金
融服务网络体系。

再如，人行重庆市分行牵头建立西
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金融
外汇合作机制，探索“通道金融”一体融
合发展；国家外汇管理局重庆市分局在
跨境金融服务平台上线“西部陆海新通
道物流融资结算应用场景”；重庆金融
机构按“一行一品”精准匹配产品创新，
累计创新“陆海新通道贷”等20多项通
道专属金融产品。

政企合力，成效显著。据统计，截
至2024年底，西部陆海新通道相关领
域本外币融资余额突破6000亿元。

使 用
“广商汇”
跨境电商
结算渠道，
将亚马逊
平 台 销 售
资金直接提
现回流至企
业境内外汇
账户——2024

年 9月，重庆川
不息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川不息公司）在广发

银行重庆分行的帮助
下，首次从新型国际贸易

结算模式中尝到了甜头。
川不息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以

往公司出口收汇要通过第三方支付机构，不
仅资金回笼较慢，还需支付较高比例的手续
费。现在通过银行提供的“交易电子信息+
网银汇款”个性化服务方案，公司仅需一分
钟即可办理完成单笔跨境收支业务。

2024年下半年，重庆成为中西部首
个获批开展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的
城市。相关政策鼓励银行完善尽职调查，
为合规优质企业量身定制结算优化方案，
不断提高企业资金收付效率。试点落地
后，国家外汇管理局重庆市分局指导银行
创新金融服务，用好用足试点政策，通过
总分行联动，凭交易电子信息为跨境电
商等新型贸易主体提供结售汇及相关资
金收付服务。川不息公司因此受益。

此项试点，是前期贸易外汇收支便

利化改革的政策再优化、再升级。相关政
策“礼包”，包括支持银行优化新型国际贸
易结算等三项集成优化的便利化政策和
两项新增最高水平开放政策。

五项更加便利的经常项目外汇政策
集成叠加后，重庆在经常项目下的便利化
水平已跻身全国前列，有效弥补了中西部
省份在先行先试方面的政策落差。从此，
重庆能以更高质量的跨境贸易便利化政
策推动辖区金融高水平开放，助力渝企

“出海”参与全球经贸体系。
在推进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新征程

上，重庆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内
陆开放国际合作引领区，需要推进金融高
水平开放。而金融外汇改革创新，是金融
高水平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重
庆针对企业的多元化跨境金融服务需求，
扩大自贸金融开放，持续推进金融外汇改
革创新，相关政策频繁落地。

“仅近5年，重庆就累计争取到跨境
金融外汇改革创新政策30余项。”国家外
汇管理局重庆市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其
中2024年以来落地了跨境贸易高水平开
放试点、资本项目支持重庆高质量发展试
点等试点政策。

这些政策，极大地为从事跨境贸易、投
融资等业务的企业融资、结算带来了便利。
数据显示，2024年1—11月，全市各银行累
计办理跨境人民币实际收付金额3648亿
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0.5%。其
中，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实际收付金额
3092.2亿元，结算量稳居中西部第一；2024
年，重庆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累计便利
300余家企业收支超1000亿美元。

打造“通道金融”服务品牌
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注入“金融活水”

扩大自贸金融开放
落地跨境金融外汇改革创新
政策30余项

深化中新金融合作
带动西部与东盟互联互通

1

3

2

据新重庆-重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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