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地
中外資金融機構
本外幣存款餘額
十強城市

大公報記者倪巍晨整理

*數據截至2023年底

城市&存款餘額（億元人民幣）

北京 246430.01

上海 204429.29

深圳 133350.52

廣州 86600.00

杭州 77589.00

成都 58074.00

南京 54279.92

蘇州 53638.5
0

重慶 53562.75

天津 44520.56

大公報記者 倪巍晨上海報道

城市 「中外資金融機構本外幣存款餘額」 俗稱 「資金總量」 ，是
衡量一個城市資金吸附能力的重要指標。據第一財經日前報

道，截至2023年末，北京以24.64萬億元（人民幣，下同）的資金總
量成為內地最具資金吸附能力的城市，上海以20.44萬億元資金總量
位列第二。分析稱，京、滬經濟基礎雄厚，貿易企業總部經濟方面有
較強競爭力，兩地資金總量均超20萬億元，展現出毋庸置疑的經濟金
融實力。瑞銀集團中國區總裁及瑞銀證券董事長錢于軍表示，中國對
瑞銀集團而言仍是極具吸引力的市場，未來將進一步拓展包括投資銀
行、財富管理、資產管理等在內的三大業務。

據第一財經日前報道，截至2023
年末，資金總量排名前十的內地城市
依次為北京、上海、深圳、廣州、杭
州、成都、南京、蘇州、重慶和天
津，上述十大城市的資金總量合計超
101.24萬億元，是名副其實的 「有錢
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內地資金總
量排名前四的城市，也是中國的四大
一線城市，這些城市各有特點。

深圳推跨境金融改革引資
「京、滬兩地經濟基礎雄厚，中

高端產業鏈發展成熟，新興產業也發
展較快。」 上海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特
聘研究員鄧宇分析，北京是京津冀國
家區域戰略的中心城市，它不僅是國
際科創中心，同時也聚集了大量的央
企、國企和眾多金融機構總部。

此外，北京也是國家的金融管理
中心，擁有豐富的各類金融資源，近
年來該市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互聯
網，貿易企業總部經濟方面有較強競
爭力，其經濟金融實力毋庸置疑。

他續稱，作為長三角區域戰略的
中心城市，上海在外貿、金融、科技
等領域聚集了豐富的資源，並擁有眾
多中外資金融機構總部，金融市場較
為健全，是名副其實的國際金融中
心。

深圳是深交所的所在地，該市匯
聚了大量的中外資金融機構。公開資
料顯示，去年以來深圳依託 「前海」
和 「河套」 兩大戰略平台，大力推動
跨境金融重點領域改革，創新形成了
一批 「深圳經驗」 和 「全國案例」 ，
「金融支持前海30條」 落地實現6項全
國 「首創」 和8項全國 「首批」 。

廣州去年以8.66萬億元的資金總
量位列內地第四大資金吸附能力城
市，去年該市金融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7.5%，規模居內地城市第四位，金融

業總資產近12萬億元。

蘇州膺「最吸金地級市」
2023年資金總量排名前十的內地

城市中，以5.36萬億元的資金總
量排名第八的蘇州，是唯一的
普通地級市。去年，蘇州全市
金融業增加值較上年增長
11.5%，金融業增加值佔地
區生產總值的比重首次升穿
10%至10.1%，較上年提高
0.8%。

隨着中國金融領域對開外
放的不斷深入，不少外資金融機
構成為改革開放的見證者和獲益
者，中國市場也成為他們全球業務板
塊的重要組成部分。瑞銀集團中國區
總裁及瑞銀證券董事長錢于軍表示，
瑞銀研究團隊預計從現在到2030年，
中國的GDP平均增長率將保持在4%至
4.5%，佔全球增長的三分之一。他
說，中國對瑞銀集團而言仍是極具吸
引力的市場， 「我們在這裏看到了龐
大的市場機遇，未來將進一步拓展包
括投資銀行、財富管理、資產管理等
在內的三大業務」 。

展望未來，鄧宇說，國家層面已
確立了京津冀、長三角、大灣區和成
渝等重大區域戰略，上述區域的相關
城市未來具備巨大的發展潛力和空
間。事實上，蘇州、成都、深圳等，
目前已成長為科技創新、外貿集中，
以及服務業蓬勃發展的國際化都市，
吸引了眾多金融機構設立各類總部或
分支等。他指出，外資在上述區域也
頻繁布局，重點投資裝備、機械製
造、新能源汽車等，近年來這些城市
提出區域金融中心等規劃，圍繞高新
科技等擴大投融資，重點發展風險投
資、天使投資，其競爭優勢在未來將
進一步顯現。

總部經濟集聚資金 瑞銀：財管市場兵家必爭

責任編輯：王 旭 美術編輯：蘇正浩

國務院：擴市場准入 鞏固外資信心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

國務院總理李強2月23日主持召開國務院
常務會議，聽取2023年國務院部門辦
理全國人大代表建議和全國政協提案工
作情況匯報，研究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
外資的政策舉措，部署進一步做好防範
化解地方債務風險工作，審議通過《關
於進一步優化支付服務提升支付便利性
的意見》和《節約用水條例（草
案）》、《生態保護補償條例（草
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
保護法實施條例（草案）》。

會議強調，辦理好建議提案是政
府全面履行職責、自覺接受監督的內在
要求。國務院部門去年承辦的建議提案
已全部按時辦結，在相關領域出台政策
措施2000餘項，解決了一批經濟社會
發展重點難點問題。全國兩會在即，要
高度重視、認真做好今年建議提案辦理

工作，健全領辦交辦、督辦考核等機
制，在抓落實、促轉化上下更大功夫，
以高質量建議提案辦理助力高質量發
展。

會議指出，外商投資是推動中國
經濟與世界經濟共同繁榮發展的重要力
量。要把穩外資作為做好今年經濟工作
的重要發力點，在擴大市場准入、優化
公平競爭環境、暢通創新要素流動等方
面加強服務保障，持續營造市場化、法
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鞏固外資
在華發展信心，提升貿易投資合作質量
和水平。

強化源頭治理 化解地方債務風險
會議指出，按照黨中央部署要

求，經過各方面協同努力，地方債務風
險得到整體緩解，為做好下一階段工作
打下了堅實基礎。要堅持改革創新，強

化配套政策支持，持之以恆攻堅推進，
進一步推動一攬子化債方案落地見
效。要強化源頭治理，遠近結合、堵
疏並舉、標本兼治，加快建立同高質
量發展相適應的政府債務管理機制，
在高質量發展中逐步化解地方債務風
險。

會議審議通過《關於進一步優化
支付服務提升支付便利性的意見》，強
調要聚焦老年人、外籍來華人員等群體
支付不便問題，加強協同配合，加大必
要的資源投入，多措並舉打通服務堵
點，推動移動支付、銀行卡、現金等多
種支付方式並行發展、相互補充。

會議審議通過《節約用水條例
（草案）》、《生態保護補償條例（草
案）》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
保護法實施條例（草案）》。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要聞A 9 2024年2月24日 星期六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
習近平2月23日下午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四次
會議，研究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問
題，研究有效降低全社會物流成本問題。習近平在
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加快產品更新換代是推動
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舉措，要鼓勵引導新一輪大規模
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物流是實體經濟的
「筋絡」 ，聯接生產和消費、內貿和外貿，必須有
效降低全社會物流成本，增強產業核心競爭力，提
高經濟運行效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中央財經
委員會副主任李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書記處書記、中央財經委員會委員蔡奇，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財經委員會委員
丁薛祥出席會議。

會議聽取了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工業和
信息化部關於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的
匯報，聽取了國家發展改革委、交通運輸部、商務
部關於有效降低全社會物流成本的匯報。住房城鄉
建設部、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國家鐵路集團作了書
面匯報。

加強「換新＋回收」物流體系
會議強調，實行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

換新，將有力促進投資和消費，既利當前、更利長

遠。要打好政策組合拳，推動先進產能比重持續提
升，高質量耐用消費品更多進入居民生活，廢舊資
源得到循環利用，國民經濟循環質量和水平大幅提
高。要堅持市場為主、政府引導，堅持鼓勵先進、
淘汰落後，堅持標準引領、有序提升。

會議指出，要推動各類生產設備、服務設備更
新和技術改造，鼓勵汽車、家電等傳統消費品以舊
換新，推動耐用消費品以舊換新。推動大規模回收
循環利用，加強 「換新＋回收」 物流體系和新模式
發展。對消費品以舊換新，要堅持中央財政和地方
政府聯動，統籌支持全鏈條各環節，更多惠及消費
者。

會議強調，降低全社會物流成本是提高經濟運

行效率的重要舉措。物流降成本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是服務實體經濟和人民群眾，基本前提是保持製造
業比重基本穩定，主要途徑是調結構、促改革，有
效降低運輸成本、倉儲成本、管理成本。優化運輸
結構，強化 「公轉鐵」 、 「公轉水」 ，深化綜合交
通運輸體系改革，形成統一高效、競爭有序的物流
市場。優化主幹線大通道，打通堵點卡點，完善現
代商貿流通體系，鼓勵發展與平台經濟、低空經
濟、無人駕駛等結合的物流新模式。統籌規劃物流
樞紐，優化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和重大生產力布局，
大力發展臨空經濟、臨港經濟。

中央財經委員會委員出席會議，中央和國家機
關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列席會議。

習近平：推動大規模設備更新 消費品以舊換新
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會議 強調有效降低全社會物流成本



金融高質量開放 滬深領跑全球IPO市場
【大公報訊】記者倪巍晨上海報

道：畢馬威數據顯示，2023年全球IPO
市場排名中，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
券交易所分別以313億元（美元，下
同）、220億元的IPO金額位列冠亞軍。
納斯達克、紐約證券交易所和印度國家
證券交易所分別以125億元、98億元和
69億元的IPO金額排名第三至第五位。

畢馬威中國資本市場諮詢組合夥
人劉大昌介紹，去年A股IPO數合計
318宗，其中，65%的IPO由科創板貢
獻，29%的IPO源自主板市場，另有
6%的IPO來自創業板。他並指，中國
政府積極發展資本市場，以推動實體經
濟的增長，隨着監管機構致力於支持科
技、研發，以及可持續發展行業，相關
舉措料進一步促進A股市場的長遠穩定
發展。

瑞銀證券全球投資銀行部聯席主
管孫利軍表示，目前內地資本市場各板
塊定位愈發明確，主板市場突出 「大盤

藍籌」 定位，科創板聚焦 「硬科技」 ，
創業板着力於 「三創四新（創新、創
造、創意，以及新技術、新產業、新業
態、新模式）」 ，且在詢價環節增加了
境外合格投資者的定價話語權。

孫利軍補充說，近年來中國資本
市場 「引進來」 和 「走出去」 齊頭並
進，去年召開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對金
融領域高質量開放提出更新要求，相信
未來會有更多務實的開放舉措，推動資
本市場的雙向開放實現更高水平、更深
層次的發展。

▲在上海證券交易所，運營團隊保障交
易平穩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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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十大最有錢城市 京滬超20萬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