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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省市“十四五”规划看 

我国区域金融的发展
＊
 

各省市“十四五”规划纲要已经陆续发布，其中

金融工作的部署是重要内容。不同省市的“十四五”

规划中关于金融发展的部署从体例到内容，从定位目

标到具体措施都有比较大的区别，从中可以看出不同

省市的金融发展因地制宜的各自特点。本文梳理了各

省市“十四五”规划中的金融发展内容，分析其特

点、定位目标、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等若干重点领

域、以及金融开放和金融改革的发展措施，力求勾勒

出“十四五”期间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大致安排。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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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省市“十四五”规划看我国区域金融的发展 

各省市“十四五”规划纲要已经陆续发布，其中金融工作的部署是重要内容。不

同省市的“十四五”规划中关于金融发展的部署从体例到内容，从定位目标到具体措

施都有比较大的区别，从中可以看出不同省市的金融发展因地制宜的各自特点。本文

梳理了各省市“十四五”规划中的金融发展内容，分析其特点、定位目标、科技金融

和绿色金融等若干重点领域、以及金融开放和金融改革的发展措施，力求勾勒出“十

四五”期间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大致安排。 

一、各省市“十三五”时期的金融发展 

只有部分省市在“十四五”规划纲要的“十三五”成绩总结中提及金融发展成就，

比如，上海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金融市场交易总额超过 2200万亿元，全球性人民

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功能不断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机构

体系基本形成；广东地方金融机构经营稳定，金融生态环境逐步优化，在全国唯一连

续三年获国务院金融督查激励；天津融资租赁保持国内领先地位；安徽金融服务体系

不断完善，境内首发上市企业数量居全国第 9 位、中部第 1 位，省区域性股权市场

挂牌企业达 7320 家、居全国第 1 位；海南党政机构、国资国企、金融等改革取得重

要成果。 

还有一些省市在“十三五”总结中展示了打赢金融风险防范攻坚战的成绩。比如，

广东 2020 年末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为 1.19%，比 2015 年末下降 0.38 个百

分点，互联网金融风险基本出清；北京建立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和金融风险防范化解机

制，存量金融风险有序化解，新增金融风险有效遏制；山西地方金融风险防范化解措

施有力，政府债务有效化解，互联网金融风险得到有效遏制,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区

域性风险底线；陕西防范化解金融、公共卫生等重大风险取得积极成效。 

从整体上看，“十三五”期间，我国各省市的金融发展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大部分省市金融业增加值在经济中的比重上升。2020 年与 2015 年相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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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全国上升 0.1 个百分点，从省市来看，23 个省市上升，最

高的天津上升 4.9个百分点；8个省份下降，最高的山西下降 2.1个百分点（图 1）。

从绝对值来看，2020 年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最高的是北京和上海（分别为 19.9%

和 18.5%），远高于全国 8.3%的水平，最低的是河南、湖南和内蒙古（均只有 5.1%）

（图 2）。 

图 1：2020年比 2015年各省市金融业增加值 GDP 占比的变化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海南金融研究院 

二是金融业发展的区域集中度提高。2020 年金融业增加值超过 5500 亿元的有广

东、江苏、北京、上海、浙江等 5 个省市，合计占全国的 45.15%，如再加上 6-10 名

的山东、福建、四川、湖北、河南，前 10省市占 65.05%，分别比 2015年提高 5.82个

和 6.4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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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各省市 2020年金融业增加值及 GDP占比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海南金融研究院 

三是社会融资增量规模大的省市，企业直接融资占比相对较高。按“十三五”5

年累计口径计算，北京、上海、天津的企业直接融资（企业债券融资+企业股票融资）

在社融增量中的比重都在 20%以上（全国为 15%），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社融增

量大的省份，企业直接融资占比也明显偏高，而青海、内蒙古、辽宁等社融增量偏小

的省区，“十三五”期间企业直接融资占比甚至出现了负数。 

图 3：2016-2020年各省市社会融资增量合计及企业直接融资占比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海南金融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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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各省市之间的金融风险状况出现分化。从最主要的银行贷款不良率来看，多

数省市 2020 年末比 2015 年末出现下降，但是一些省份出现上升，个别省份升幅还比

较大，如甘肃、吉林、天津分别上升 5.61个、1.62个和 1.44个百分点，并且 2020年

末不良贷款率超过 3%。 

图 4：2020年部分省市银行不良贷款率情况 

 

备注：缺辽宁、福建、安徽、湖北、云南、西藏、陕西、青海、宁夏、新疆等 10

个省区数据      

资料来源：相关省市银保监局网站，Wind，中国银行海南金融研究院 

二、各省市“十四五”规划中的金融部署 

整体上看，金融工作在各省市“十四五”规划中占据重要份量，一些省市金融工

作的规划不仅有专门章节，还在一些重要领域有所体现。 

一是以专章或者专节部署金融业的发展规划，个别省市甚至是多个专节。在“十

四五”规划中有金融专门一章的有，广东第 10 章“共建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 加快建

设金融强省”、江苏第 10 章“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水平”、贵州第 23 章

“着力发展现代金融业”。有金融发展专门一节的有：北京“全面提升金融业核心竞

争力”、天津“高水平建设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上海“显著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能

级”、吉林“加快发展金融服务业”、青海“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重庆“建设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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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中心”、山西“促进资金流动自由便利”，广西更是有 3 个专节，分别是“强化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创新投融资体制”“积极发展绿色金融”。 

二是在“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或者“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一节中部署金融改

革的内容。比如，安徽、黑龙江、海南、湖北、湖南、宁夏、西藏、辽宁、内蒙古、

四川，重庆、浙江、江苏等。 

三是在金融工作部署上常规发展措施与改革创新并重。既从金融机构体系、金融

市场建设、拓展融资渠道、加强金融监管等方面进行部署，又注重新发展形势下国家

战略相关的普惠金融、乡村金融、贸易金融等领域的发展，更普遍以较多篇幅对科技

金融、绿色金融、金融科技等新兴金融领域提出了诸多发展措施。 

四是金融工作既有集中部署的内容，又分散于相关领域的规划安排中，体现了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原则。比如，海南在“有序推动要素自由流动”一节中有“促进跨

境资金流动便利”、在“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一节中有“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在

“发展壮大现代服务业”一节中有“加快发展现代金融业”；甘肃在“深化投融资体

制改革”一章中有“创新融资机制”。多个省份在科技创新领域有“完善金融支持创

新体系”，在乡村振兴领域有“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湖南、广东、吉林等省份

还提出了多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工程。 

五是注重金融风险防范。多个省份市有关于金融风险防范化解或维护地方金融稳

定的相关内容。福建、广西、内蒙古、青海、四川、重庆都有金融风险防控专门一节。

上海、天津、广东、吉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市均在“风险防范”或“经济安全”

的章节中有专门一段关于金融风险防范或者防控体系建设的内容。 

三、部分省市“十四五”规划中金融发展的定位和目标 

（一）发展定位 

部分省市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了金融业的发展定位，不同省市的金融发展定

位差异较大。上海、广东、北京等经济金融体量大、经济开放程度高的地区，金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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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重在对外开放，提升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力。上海提出，“到 2025年，国际经

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功能迈上新台阶”；广东提出“共建大湾

区国际金融枢纽，加快建设金融强省”；北京提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定位，目

标是“全面提升金融业的核心竞争力”。 

表 1：部分省市“十四五”金融发展定位 

上海 

建设具有较强全球资源配置功能、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

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包括建设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中心、

国际再保险中心、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资产管理中心、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金融科技中心等。 

北京 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全球金融科技创新中心 

天津 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 

广东 
共建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加快建设金融强省， 

打造国际化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 

广西 打造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 

云南 面向南亚东南亚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 

湖北 
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区域金融中心，支持武汉打造全国一流的科技金融

创新中心、碳金融中心和金融后台服务基地。 

山东 将青岛打造成为全球创投风投中心、国际航运贸易金融创新中心。 

重庆 
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立足西部、辐射东盟、服务“一带一路”，加快打

造内陆国际金融中心 

四川 将成都打造为西部金融中心。创建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 

江苏 
支持苏州（相城）建设国家级数字金融产业集聚区； 

创建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 

浙江 加快打造全国一流新兴金融中心，建设数字金融先行省 

江西 打造区域性现代金融中心 

贵州 探索建设西部绿色金融中心 

天津则定位于高水平的“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在“十四五”发展目标中明确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能力和水平显著增强，形成更

加健康良性的金融生态环境”。重庆、四川（成都）均提出打造西部金融中心，某种

程度上是成渝双城经济圈发展战略在金融领域的体现。重庆还提出“推进成渝地区金

融市场和监管区域一体化”，并且提出打造内陆国际金融中心。广西、云南则基于区

位优势，分别提出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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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位，两者之间有一定的重合性，也需要加强相互协作。湖北基于“九省通衢”的

地理位置，提出建设全国重要的区域金融中心，中部的江西也提出建设区域性金融中

心。山东、江苏、浙江等省份则寻求在某一领域进行试点，打造有全国影响的细分金

融领先地位。 

从多个省市没有提出清晰的金融发展定位也可以看出，对于相当一部分省市而言，

找到具有独特性的金融发展的定位越来越难。 

（二）发展目标 

关于 2025 年的具体金融业发展目标，只有部分省市提出了量化目标，大致有四

类： 

一是金融业增加值目标。有绝对值目标，如云南提出达到 2000亿元以上，贵州提

出达到 1600 亿元以上；也有在 GDP中占比的相对值目标，如海南提出达到 10%以上，

青海提出达到 8.5%左右，江西提出不低于 8%； 

二是融资类的目标。有间接融资的贷款目标，如广东提出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

额达到 30 万亿元左右，湖南提出力争贷款年均增速保持在 10%以上；也有直接融资的

上市公司数量目标，如广东提出境内外上市公司总数超过 1500家，天津提出各类上市

公司数量达到 115 家，江西提出境内外上市公司超过 135 家，黑龙江提出力争新增上

市公司 30家以上，陕西提出创业投资基金规模达到 900亿元； 

三是金融机构发展目标。如广西提出力争中国—东盟金融城入驻各类金融企业

300 家以上，黑龙江提出发起设立 1 家民营银行； 

四是金融市场发展指标。如上海提出金融市场交易总额达到 2800万亿元左右
1
。 

四、重要金融领域的发展和创新 

各个省市的“十四五”金融发展规划对金融机构引进、金融市场发展、金融业态

                                                                 
1  金融市场交易总额为上海主要金融要素市场成交额，包括股票、债券、期货、货币、外汇、黄金等要素市场，是

统计期内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和上海黄金交易所的成交总

额等金融市场成交总额，反映上海金融市场交易活跃程度。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03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