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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保监局副局长曹光群答国际金融报记者提问

五方面落实完善金融服务政策

近年来， 上海围绕市场
主体需求，打造市场化、法治
化、 国际化一流金融营商环
境，并在深化金融改革、扩大
金融开放方面先行先试，形
成了一批“上海经验”。 未来，
上海将对标高质量发展新要
求，对标全球最高标准、最好
水平， 提高金融服务便利水
平，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
加强金融风险防范化解，维
护金融安全运行， 打造近悦
远来的金融营商环境。

消 费

本次财报

季，大多数标普

500 指数成分

股发布的业绩

优于预期，但银

行业危机以及

消费前景不佳

带来的经济下

滑风险不断上

升，这为市场带

来悲观前景。

◎ 记者 李曦子

4 月最后一周，美股财报季进入密集发布期。

尽管大多数标普 500 指数成分股发布的业绩优

于预期，但近期的美国银行业危机、科技公司大

裁员以及持续的通胀都对美国经济造成不小影

响。

4 月 27 日晚，美国商务部公布的美国一季度

实际 GDP 按年率计算增长初值 1.1% ， 前值

2.6%，预期 2.0%，远不及预期，为连续两个季度

放缓。 这让外界对于美国“经济衰退”产生进一步

担忧。

人工智能是投资热潮

过去一周 ，微

软 、 谷歌母公司 、

Meta 等科技巨头都

相继公布了超预期

的财报。

微软在人工智

能和云业务板块中

的实力不断增强 。

财报各项指标都超

出预期， 微软当季

净利润为 182.99 亿

美 元 ， 每 股 盈 利

2.45 美元，营收 529
亿美元， 而去年同

期的净利润 167.28
亿美元，每股盈利为 2.22 美元，营收 494 亿美元。

微软净利润同比增长 9%， 营收同比增长 7%，其

云业务和软件销售的增长抵消了 PC 相关软件销

售的下滑。

在本季度， 微软在人工智能领域先发制人，

在 ChatGPT 火爆全球之际顺势推出了新版必应，

宣布对 OpenAI 进行数十亿美元的新投资， 并表

示将利用该公司的人工智能模型开发新版必应

Bing 搜索引擎，提升 Microsoft 365 云端办公软件

的效率。

谷歌在关键业务上表现不俗， 一季度营收

697.87 亿美元，同比增长 3%，较去年四季度 1%
的同比增速有所加快；一季度营业利润同比下降

13.3%至 174.2 亿美元， 较去年四季度同比下降

17%有所缓和 ， 分析师预期同比下降 19.4%至

161.9 亿美元。

谷歌广告业务的止跌和云业务的突破是业

绩关键支撑。 谷歌广告收入 545 亿美元，同比下

降 0.2%，分析师预期下降 1.6%，搜索广告的收入

同比增长 2%。 谷歌云业务同比增长了 28%，收入

74.54 亿美元。

在这次财报电话会上，两家公司都强调了未

来对 AI 的发展规划。

知名数据分析公司 GlobalData 高管 Cyrus

Mewawalla 表示， 人工智能是 2023 年的重大主

题，而微软正是通过对 ChatGPT 开发商、人工智

能研究公司 OpenAI 的投资 ， 抢占了谷歌的先

机。

事实上，今年一季度，ChatGPT 也在市场掀起

了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年初至今，六家 LLM（大语

言模型）创新公司微软、谷歌、亚马逊、Meta、英伟

达、Salesforce 贡献了标普 500 涨幅的 53％、 纳斯

达克 100 的 54％和成长型股票的 68％。

Meta CEO 扎克伯格也有野心勃勃的计划 ，

要建设“元宇宙”，同时更多地利用生成式 AI 技

术。

国际派 ｜ Global News

美股财报
危机犹藏的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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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王媛媛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迈向更高能级，持续

优化金融营商环境至关重要。

“我们将坚持最大力度 、最多资源 、最高诚

意，带头为企业解难题、办实事，引导全市银行保

险机构秉持真情厚意，拿出真金白银，采取真招

实策，切实做好金融服务，提升市场主体和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在 4 月 27 日，

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服

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三场 ，上

海银保监局副局长曹光群如是回答 《国际金融

报》记者的提问。

近年来 ，上海下硬功夫 ，持续推进 ，主动作

为。 围绕市场主体需求，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一流金融营商环境， 金融发展生态不断优

化，金融服务水平持续提高，金融市场活力充分

迸发，已经取得诸多成效。

2022 年末，上海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

增长 52%；截至 3 月末，科创板累计上市企业 510
家，累计首发募资额 7717 亿元，总市值 6.6 万亿

元； 大数据普惠金融应用累计服务企业 55 万户

次，支持发放贷款 3800 亿元；政府性融资担保规

模已累计突破 2000 亿元； 上海中小企业融资环

境连续三年排名第一；上海持牌金融机构总数达

1736 家，其中外资金融机构 539 家。 一系列全国

“首家”“首批”外资金融机构先后落沪……

一系列的数据和事实印证，上海推进各项改

革任务落地见效， 已经形成了一批具有突破性、

示范性的“上海经验”。 今后，更多创新举措实践

推出可期。

4 月 27 日，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举行“营造一

流营商环境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系列新闻发布

会第三场，主题介绍“不断优化金融营商环境 营

造与国际接轨的优良金融生态”， 上海市地方金

融监管局局长周小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

主任刘兴亚、上海银保监局副局长曹光群、上海

证监局副局长王登勇出席介绍情况，外界也由此

全面了解上海市优化金融营商环境、提高金融服

务水平的现状和展望。

金融发展生态不断优化

优化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

动力的关键之举。

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周小全介绍称，

近年来，上海优化金融营商环境的成效主要体现

在五个方面。

第一，持续增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服

务能力，打造服务科创企业的投融资链条 ，为中

小微企业成长保驾护航；第二，持续扩大金融高

水平改革开放，为中外资金融机构集聚发展营造

良好营商环境， 金融开放枢纽门户地位更加凸

显，金融中心城市品牌知名度日益扩大，中外资

金融机构加快集聚；第三，持续推动金融领域数

字化转型，金融科技数据资源逐步丰富，金融科

技生态系统初步构建，重大试点有序推进；第四，

持续形成与国际接轨的金融规则制度，为更好参

与国际合作竞争营造良好营商环境，金融法治建

设深入推进，信用与消费者保护体系建设不断健

全，城市治理水平不断提高；第五，持续打造国际

金融人才高地，为金融人才落地生根营造良好营

商环境。

谈及未来进一步优化金融营商环境，周小全

表示，上海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对标高

质量发展新要求，对标全球最高标准、最好水平，

提升金融服务便利水平， 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

能，加强金融风险防范化解，维护金融安全运行，

打造近悦远来的金融营商环境，为上海进一步当

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夯实基础。

周小全提及四大举措：

一是加快落实国家战略，打造国际金融中心

“升级版”。 以设立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为契

机，创新机制安排，作为境内外金融市场的制度

“转接口”；以发展人民币离岸交易为抓手，打造

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同时，进一步创新面向国

际的人民币金融产品，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

试点。 深化全球资管中心建设，提升人民币资产

吸引力。

二是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建设全球资源配置

功能高地。 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产品体系、机构体

系、基础设施体系。

三是提供高质量金融供给，着力提升融资效

率、降低融资成本。 全力服务“3+6”重点产业集群

发展， 健全绿色投融资服务体系， 加大养老、医

疗、健康等产业金融支持力度。

四是维护金融安全稳定，全面提升金融治理

和服务水平。 修订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加强

地方金融监管，加强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和防范化

解，打造金融人才引育留用完整闭环，探索开展

金融数据安全有序跨境流动试点，支持临港新片

区国际数据港建设。

增强金融服务温度与力度

开年后， 上海发布优化营商环境 6.0 版行动

方案，在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

境上迈出重要的一步。

为落实上海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及《上海市

加强集成创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上

海银保监局随后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金融服务

优化上海营商环境和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通

知》，提出“三稳四建六提升”十三条举措，引导上

海银行保险机构努力打造“最佳金融生态、最优

金融服务”。

曹光群在回答《国际金融报》记者提问时介

绍，具体落地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畅通融资渠道，解决市场主体痛点难点

问题。 一方面，大力推行融资畅通工程，引导银行

按照“零门槛申请、零费用办理、零周期续贷”的

“三零原则”， 进一步提升无缝续贷业务占比，确

保金融服务能够畅通直达各类市场主体。 今年全

年，上海银行业拟投放无缝续贷 1.2 万亿元，争取

为各类市场主体节约成本 100 亿元以上，目前推

进比较顺利，一季度末无缝续贷将近 4000 亿元。

另一方面，对暂时受困市场主体做实纾困融资工

作，确保这类企业渡过难关，截至今年一季度末，

上海银行业已经累放纾困融资 5300 多亿元，支

持 638 万新老市民稳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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