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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徐国贞；2月13日)

文章作者：徐国贞

  国家开发银行作为政府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以开发性金融理论为指导，一直致力于弥补市场机制缺损。“十一五”期间，国开行将一如既

往地支持上海经济和社会发展，并以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为契机，致力于推进上海经济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配合科教兴市主战略，着力于突破瓶颈制约 

  （一）完善投融资平台，支持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重大产业科技攻关项目，是科教兴市主战略的重要抓手。上海市政府希望通过项目的实施推进，带动产学研联盟的形成，增强科技创新

的合力；通过项目的攻关突破，推动产业新高的建设，促进城市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上海市分行建立了大盛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投融资平

台，将提供专项贷款30亿元，支持上海市设立重大产业科技攻关项目专项资金，扩大政府资金的来源，发挥政府资金对社会资金的带动作

用，推动实施能体现国家和上海市产业发展战略要求、具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拥有良好产业化前景、能迅速形成市场规模的科技攻关重大

项目。 

  （二）突破投融资瓶颈，支持科技型企业的创业。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是上海科教兴市战略的活力所在。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业和发展，面临着融资瓶颈。国开行上海市分行

要进一步支持市区两级政府建立和完善创业风险投资机制，并在适当的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下提供专项贷款，配合政府资金、引领社会资

金，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立。要进一步完善目前与科技部及上海市科委合作搭建的两个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平台，以及与中经保公司再

担保业务的合作，逐步解决融资难的问题，争取扶持一批具有行业竞争优势的科技型骨干企业。 

  （三）立足科教产业化，支持科教园区建设。 

  作为产学研联盟的集聚中心，科教园区是科教兴市战略实施的重要载体。上海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批科教园区，如张江高科技园区、浦东

软件园、紫竹科学园区、杨浦知识创新区等项目，上海市分行将在现有工作基础上，加大支持力度，重点是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园区内科教

项目的引进和建设。 

  配合现代服务业发展，着力于提升经济结构 

  （一）配合浦东综合配套改革，着力推进金融创新。 

  为支持浦东综合配套改革，国开行与浦东新区签订了300亿元的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而且为浦东新区发展金融服务业提供顾问服务。

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完善资金平台，推动信贷资产二级市场建设。目前国开行已经在浦东设立了国家开发银行资金平台上海分平

台，建立信贷交易联合体，今年资金平台已累计完成信贷资产交易约150亿元。下一步将进一步吸引多方机构投资者共同参与，做大规模，

丰富产品，争取两年内信贷资产二级市场初具雏形。第二，发展资产证券化，搭建资产证券化运作平台。国开行已经获准开展信贷资产证券

化业务，年内完成两单近100亿信贷资产的证券化，我们还将积极推动资产证券化运作平台（SPV）的设立，并争取落户上海。第三，加强

金融合作，发展银团贷款的模式。国开行将加大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力度，努力推进银团贷款工作，把上海建设成国内银团贷款中心。第四，

提供特色服务，支持上海组建金融控股公司。金融控股集团是国际大型金融机构发展的主流，上海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在金融控股集团上

需要有突破，国开行可以以软贷款等形式提供特色服务，必要时也可考虑参股，支持上海在这方面的尝试。 

  （二）抓住世博会项目，支持会展旅游业发展。 

  上海市分行积极配合上海市筹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首先，应继续支持世博土地控股（集团）公司动拆迁工作，支持世博集团开展世

博园区场馆的规划设计和建设。其次通过对城投、申江集团、地产集团等公司及内河航运、黄浦江与苏州河沿岸各区有关项目的支持，促进

上海内河航道整治、黄浦江两岸开发和苏州河的景观开发，提升上海旅游资源品质。 

  （三）立足基础设施，支持现代物流航运业发展。 

  上海提出至2010年，确立上海在全球物流的重要节点地位，争取成为全球重要的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和亚太航空枢纽港。上海市分行要

大力支持洋山深水港二期、浦东机场二期、虹桥机场扩建等上海航空航运枢纽港的建设。支持上海地方铁路建设，扩展上海物流业在长三角

的发展腹地。支持临港新城物流园区、外高桥物流园区等物流园区建设，改善物流业发展的基础设施，促进物流业的集聚发展。 

  配合先进制造业发展，着力于优化产业结构 

  （一）实施大园区战略，推进制造业向工业园区集中。 

  首先要重点支持临港新城建设。新城内工业园区有100平方公里，重点发展装备制造业，上海市政府已经提出“决战临港”的口号，分行

也将把对临港的支持作为大园区战略的首要选择。其次支持嘉青松商务成本谷地建设。上海为降低商务成本，体现与周边省份的招商优势，

在原有嘉定、青浦和松江三个市级工业园区的基础上，提出嘉青松商务成本谷地，划出172平方公里，这也将是分行大园区战略支持的重

点。 

  （二）实施大产业战略，推进产业基地建设和战略产业发展。 

  首先有重点地支持上海电子信息、汽车、石油化工和精品钢材等产业发展，进一步强化核心竞争优势，提升能级。这四大产业在2005

年到2007年三年在建和拟建项目总投资约3215亿元，占工业总投资的76％，预计到2007年总产出将达到12500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63％左右。上海市分行要结合上海化工区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产业基地建设，重点支持基地内1000万吨炼油和100万吨乙烯等产业项目，结

合上海精品钢材基地建设，支持宝钢发展高端钢铁产品，结合微电子基地建设，重点支持华虹8英寸芯片等电子信息产业项目，结合汽车产

业基地建设，重点支持上海发展混合燃料汽车、发展汽车自主知识产权等汽车产业项目。 

  （三）实施大客户战略，推进一批大企业走出去。 



  加大对上海国有大型企业集团的支持力度，首先是本地企业的重组并购，做大做强，扶持一批龙头企业的发展；其次是走出上海，贯彻

中央对上海服务长三角、服务全国的要求，支持大企业全国布局，比如分行通过与长发集团的合作在长三角地区重点做好投资服务和现代物

流两块业务；第三是贯彻走出去战略，支持以振华港机为代表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开展跨国经营。 

  配合区县功能定位，着力于支持区县的和谐发展 

  （一）帮助区县建立起新的投融资运作模式。 

  上海19个区县，国开行已经与15个区县开展了业务合作，覆盖率达到79%。并与其中10个区县签定了《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或《信用

合作协议》，预计到年末还将与至少4个区签定《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与区县的开发性金融合作，要通过我行的财务顾问服务，根据各

区县不同情况，搭建不同的投融资平台，采取不同的投融资模式，帮助区县整合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比较典型的是

嘉定，区里成立了区领导牵头、各相关部门参加的投融资领导小组，下设若干投融资平台，各自发挥自身的投融资功能，相互间又有竞争，

又有合作。在杨浦区进行了创新，与杨浦区政府合作成立了中小企业融资辅导中心，支持区内中小企业发展。 

  （二）继续支持区县改善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一直是国开行信贷的重点投向，也是国开行与区县合作的主要内容。今后分行将继续把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支持区县的重要

内容。根据各区县发展的实际需要，主要包括道路、桥梁、轨道交通、上下水以及生态环境建设等，中心城区的支持重点还包括城区搬迁改

造，郊区县的支持重点还包括工业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等。 

  （三）支持探索新型城镇化道路。 

  为了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化、市场化的世界级城市，必须坚持“三个集中”的政策，加快郊区的发展，推动郊区的城镇建设，这是调整城

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和实现郊区现代化的重大步骤。所以新型城镇化将是郊区县的重要工作，本次区县功能定位也要求探索

新型城镇化道路。国开行上海市分行下一步也将把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探索作为对区县支持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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