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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沃斯的中国声音

国际金融报社出版

地 产

金 融

◎ 本报杭州特别报道组

2023 年前三季度实现金融业增加值 1966 亿

元，同比增长 8.2%，占全市 GDP 13.6%，上市公司

总数 300 余家， 多项主要金融指标在全国名列前

茅……作为经济金融良性互动典范城市， 杭州金

融产业实力雄厚，金融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

2024 年是新一轮国家金融体制改革后的第一

年，也是杭州打造现代金融创新高地关键之年。 当

前，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和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双区”建设持续推进，在此过程中，如何建设

成为国际金融科技中心和浙江新兴金融中心核心

区，加快打造国家级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成为杭

州金融业发展的重要课题。

新年伊始，《国际金融报》采访组走进杭州，杭

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 局长朱崇敏

接受本报专访，展望 2024 年杭州金融业如何加快

发展，如何为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战略规划、做好金

融“五篇大文章”积极谋篇布局。

正向拉动作用显著，助推经济回升

2023 年，杭州从年初就喊出“全力拼经济”，力

争打赢经济翻身仗。 在前三季度，杭州首次实现服

务业增加值破万亿元， 现代服务业在其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杭州市

金融业交出了一份可圈可点的成绩单。

朱崇敏介绍，2023 年， 杭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局坚决贯彻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有力推动地方

经济总体回升向好。 全市金融业总体逆势上行，1-9
月实现金融业增加值 1966 亿元，同比增长 8.2%，超

出全市 GDP 增速 1.4 个百分点，增速在国内主要城

市中排名第三，正向拉动 GDP 增速作用明显。

从几个金融业主要指标看：2023 年全市存款

余额增长 14.3%，贷款余额增长 9.9%，在全国主要

城市中位居前列； 前 11 个月全市保费收入 1128
亿元，同比增长 13.3%。 全年新增境内外上市公司

22 家， 上市公司总数达到 302 家 （其中境内 228

家），全国城市中排名均为第四。

过去一年，细数杭州金融工作清单，可谓硕果

累累：进一步优化了金融业发展顶层设计，出台了

《关于建设现代金融创新高地助力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实施意见》。 积极创建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

召开杭州市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启动仪式暨科创

金融论坛， 制定发布杭州市建设科创金融改革试

验区实施方案。

同时，制定出台《杭州市科创金融专营机构（组

织）认定管理办法（暂行）》，完成首批 21 家科创金

融专营机构认定。 新获证监会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

份额转让试点、资本市场金融科技两项重大金融创

新试点。 建成钱塘江金融港湾服务中心等。 此外，杭

州还圆满完成亚运会金融服务保障任务。

积极利用资本市场，添翼区域腾飞

2023 年，杭州全市新增上市公司 22 家（其中

境内 15 家，境外 7 家），IPO 募集资金超 112 亿元；

上市公司总数 302 家， 在全国主要城市中名列前

茅。 这一年， 杭州市上市公司发行公司债超 42 亿

元，定增融资逾 222 亿元。

上市公司数量和市值，往往成为衡量一个城市

利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在利用资本

市场、培育上市企业方面，杭州走在全国前列，有力

支持区域的经济腾飞。

在接受采访时，朱崇敏介绍了杭州市培育上市

企业的几大特色和亮点。

一是上市公司家数和市值排名全国主要城市

第四。 目前，杭州市境内上市公司 228 家，市值为

2.73 万亿元，高于杭州市 2022 年 GDP 数值。 杭州

市境外上市公司市值为 2.72 万亿元。

二是上市公司上市地分布全球。 2023 年，杭州

市新增的 22 家上市公司中，上交所主板 4 家、科创

板 2 家，深交所主板 2 家 、创业板 4 家 ，北交所 3
家，港交所 6 家，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 1 家。

杭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朱崇敏：

探索金融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杭州模式”

◎ 记者 袁源

在日益破碎和多极的世界格局下， 在不确定

性和悲观情绪的笼罩中， 在国际经济合作面临严

重信任危机之时，全球目光再次看向达沃斯。

1 月 15 日至 19 日， 瑞士滑雪胜地达沃斯小

镇，迎来了世界经济论坛 2024 年年会。

此次年会正值全球经济面临 30 年来最疲弱

的五年， 社会分化的加剧和不确定性的增加持续

引发全球局势动荡， 世界亟需一份务实的解决方

案。

达沃斯今年开出的“药方”是“重建信任”。 这已

是“信任”二字在三年内的再度入题———2022 年论

坛的主题为“共同努力，恢复信任”。 同时，这一主题

也延续了去年“在分裂的世界中加强合作”的基调。

达沃斯呼吁多年的“信任与合作”，今年再次迎

来“中国方案”。 当地时间 1 月 16 日上午，中国国务

院总理李强出席论坛年会开幕全会，并作为受邀领

导人发表特别致辞。 李强总理全面阐释了中国当前

经济情况、增长潜力和光明前景，并就重建信任、加

强合作、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提出五点建议。

重建信任

全球经济持续面临不稳定性， 已经引发愈发

沉重的担忧。

世界银行刚刚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

计， 今年， 全球经济增长将连续第三年放缓 ，从

2023年的 2.6%降至 2024 年的 2.4%， 这将使 2020
年—2024 年成为全球经济 30 年来增速最慢的五

年。

年会举办之前，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4 年

全球风险报告》显示，信息错误和虚假信息是最大

的短期风险， 而极端天气和地球系统关键变化是

最严重的长期问题。 全球三分之二的专家预测，未

来十年将形成多极或分裂的秩序。

论坛在 1 月 15 日发布的 《首席经济学家展

望》报告还显示，半数以上（56%）的首席经济学家

预计 2024 年全球经济将走弱，70%的首席经济学

家表示地缘经济将加速分裂。 三分之二的受访者

认为产业政策将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但大多数

受访者警告，财政压力将增加，高收入和低收入经

济体之间的差距将拉大。

1 月 17 日，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 《2024 年未

来增长报告》指出，在持续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冲击

下， 全球经济将面临严重衰退， 经济增速到 2030
年预计将跌至 30 年来的最低水平。 这轮经济衰退

正在加剧一系列相互交织的全球挑战， 包括气候

危机和不断弱化的社会契约关系。 在这些挑战的

共同影响下，全球发展正在发生倒退。

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博尔格·布伦德承认，本届

世界经济论坛会议，正处于“几十年来最复杂的地

缘政治和经济背景下”。

“我们面对着一个分裂的世界和不断加剧的

社会分化， 这导致日益普遍的不确定性和悲观情

绪。 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危机管理，而是要寻找当前

问题的根源，共同建设更有希望的未来，从而重建

对未来的信任。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克劳斯·施瓦布如此解释今年年会主题的确定。

中国方案

破解信任赤字的“中国方案”首次提出，也是

在欧洲。

2019 年 3 月 2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出

席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就

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提出中国方案， 为在新

的国际形势下推进全球治理指明方向， 为维护多

边主义注入正能量。

习近平主席洞察世界发展大势， 从全人类整

体和长远福祉出发， 深刻而清晰地指出当前世界

面临的“四大赤字”，旗帜鲜明提出“四个坚持”：坚

持公正合理，破解治理赤字；坚持互商互谅，破解

信任赤字；坚持同舟共济，破解和平赤字；坚持互

利共赢，破解发展赤字。

五年后，“破解信任赤字” 的中国声音再次响

彻达沃斯。

李强总理在发表特别致辞时表示， 本次年会

以“重建信任”为主题，非常契合人们的关切，一定

会引起广泛的共鸣。 李强表示，“重建”一词至少包

含了三层意思：其一，信任曾经广泛存在，过去几

十年来经济全球化取得的巨大进展， 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各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其二，现在信任之基

遭到了破坏， 信任缺失正加剧全球经济增长及和

平发展的风险；其三，重建信任尤为重要，无论是

克服现实的困难，还是共创美好的未来，都应当放

下成见、弥合分歧，团结一心破解信任赤字。

“信任从何而来？我想，它首先建立在我们对人

类美好未来的憧憬，并愿意为之共同努力的基础之

上。 ”

李强就重建信任、加强合作、推动世界经济复

苏提出五点建议： 一是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坚

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更好汇聚世界经济增长合

力。 二是加强国际产业分工协作，坚定不移推进贸

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切实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畅通。 三是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携手打

造开放、公正、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打破制约创

新要素流动的壁垒。 四是加强绿色发展合作，破除

各种绿色壁垒，共同推进绿色转型，坚持共同但有

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五是加

强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全面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弥合发展鸿沟，着力建设普惠包容

的世界经济。

“我们始终以最大的诚意，付出最大的努力，以

实实在在的成果，向世人证明，中国是最值得信任

的！ 我们也深知，信任赤字的加深，既有客观原因，

也有人为因素。 由于一方的任性而损害彼此的信

任，这样的情形在双边、多边关系中还是不少。 做

好自己才能赢得信任，各方唯有以诚相待、相向而

行，才能夯实信任之基，收获更多合作之果。 ”

施瓦布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高规格参与此次

世界经济论坛年会，释放出重要信息。 听到李强总

理在论坛期间就中国经济前景及中国在全球经济

中的作用所发表的讲话后，他相信中国能够为恢复

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

四大议题

今年为期五天的年会涉及四大核心议题。

其一，在分裂的世界中实现安全与合作。比如，

如何有效应对安全危机，如当前的中东局势；以及

如何确定合作的关键领域，确保所有利益相关方都

能实现共赢。

其次， 为新的时代创造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

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如何才能在新的经济现实下

团结起来，避免十年的低增长。 在传统措施似乎失

效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尽量减少损耗，最大限度地

发挥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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