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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金融组织在服务
区域实体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市金融监管局
积极推动地方金融组织稳健发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
济。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地方金融组织有效缓解中
小企业融资困难，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助力稳经
济大盘。2022年至今，我市融资性担保公司为2.86
万户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担保145.22亿元；小额贷
款公司累计贷款额达114.50亿元；典当行实现典当
总额39.97亿元；区域性股权市场累计展示企业399
家，挂牌交易企业58家，展示并托管企业53家,实现

融资7.38亿元；商业保理公司累计投放保理融资款
82.85 亿元；融资租赁公司累计投放资金约200亿
元。同时，为强化地方金融组织监管，市金融监管局
根据《厦门经济特区地方金融条例》对我市地方金融
组织开展检查，促进地方金融组织合规经营。

此外，市金融监管局会同中央驻厦金融监管部门
共同做好金融风险的防范处置工作，通过不断创新宣
传方式，提升群众防范风险意识，紧盯非法金融活动，
围绕老年人等重点人群，组织各部门、各区和街道开
展金融领域风险常态化排查，维护地方金融安全稳
定。

推动地方金融稳健发展 助力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规模
壮大

厦门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汇聚金融活水 建设金融强市

市金融监管局持续推进金融改革创新，
图为厦门两岸区域性金融中心片区。

（本报记者 黄嵘 航拍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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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这十年

特D06

健全多元纠纷解决体系
优化营商环境

市金融监管局深化地方金融案件
诉前调解，健全“调裁诉一体”一站式
多元纠纷解决体系，助力优化营商环
境。该局会同市中级人民法院等部门
指导调解中心加大金融纠纷诉前化解
力度，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
定，被评为福建自贸区第19批创新举
措。成立一年来，调解中心共接收案
件3280余件，标的额18.93亿元，为金
融消费者节省诉讼费用等共 1700 余
万元。

推动金融产业发展，助力金融强市建设，市金
融监管局先行先试，推进金融改革创新。其中，该
局出台覆盖金融产业、特色金融、金融人才、企业上
市的“1+1+N”金融政策体系，在2021年第十三期

“中国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中，厦门金融政策综合支
持力度跻身全国第二；在全市布局建设私募基金、
金融科技、黄金产业等特色金融园区；引进建信金
融科技、京东科技、新希望金融、腾讯云等金融科技
头部机构来厦布局，形成功能鲜明、具有区域影响
力的创新集群。

同时，市金融监管局积极开展金融招商，筑巢引
凤，引“基”入厦，私募基金发展成效突出。近年来，该
局成功举办3届中国母基金峰会，古地石基金小镇、杏
林湾基金集聚区形成品牌效应，中金、鼎晖、红杉、高
瓴等头部机构齐聚厦门，全市基金注册规模从2012

年底不足400亿元增长到3900亿元，实现翻三番，成
为培育创新创业的重要力量，通过基金引项目、引资
金、引人才成效显著。2020年7月开展合格境外投资
者有限合伙（QFLP）试点以来，已累计落地11只外商
基金、总规模110亿元，成为引进优质境外资金的重
要渠道。

值得一提的是，市金融监管局立足厦门，持续深
化两岸金融合作。设立全国首家两岸消费金融公司
（金美信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全国首家两岸合资证券
公司（金圆统一证券有限公司）、大陆首只台商基金
（台商海峡两岸产业基金），在厦台资金融机构达到12
家；先后开创对台跨境人民币贷款、现钞调运等多个

“全国第一”；截至目前，我市共有华懋科技、建霖家居
等7家台资上市企业，已成为台企上市发展的重要集
聚地。

打造多元金融产业集群 私募基金发展成效突出

数字人民币点亮鹭岛
开创多个“第一”

今年 4 月，厦门正式成为数字人
民币试点城市。6月27日，厦门“2022
欢动 e 厦”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活动
在磐基启动，作为福建省首发的大型
数字人民币红包活动，标志着厦门数
字人民币试点全面推广。开展试点以
来，市金融监管局推动数字人民币在
交通、商贸、市政缴费、旅游、教育等领
域的全面应用，并先后落地全国首笔
数字人民币公积金贷款、全省首笔数
字人民币政策补贴、首笔小额贷款业
务、首笔港澳台胞境外手机开通数字
人民币等多项首创业务。

近年来，厦门金融业态快速发展，在服务地
区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作为促进我市金融发展、深化金融改革和维
护地方金融稳定的政府直属部门，厦门市金融监
督管理局（前身为市金融办）自成立以来积极发
挥组织、协调、服务、监管等职能，为建设金融强
市保驾护航。

近年来，我市金融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产值
快速提升、产业体系不断完善。2021年，我市金
融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2.3%，高出全国
平均水平4.3个百分点；金融业营收比2012年增
长4.5倍，达1909亿元，近十年年均增速20.7%。
金融业成为厦门市率先突破千亿规模的产业链
群，是厦门市“4+4+6”现代产业体系之四大支柱

产业集群之一，也是规模最大的服务业，目前金
融业总资产突破2.5万亿元，各类存贷款余额突
破3万亿元。据了解，目前全市共有银、保、证金
融机构275家，其中法人金融机构19家，另有融
资性担保公司、典当行等地方金融组织484家，形
成功能完备、品种齐全、有效服务实体经济的多
元化金融服务体系。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
的天职。据了解，“十三五”期间，厦门社会融资规模余
额取得重大突破，信贷投放结构持续优化，服务实体经
济水平显著提升。特别是供应链金融、绿色金融、数字
金融、普惠金融等产业金融大力发展，金融机构对实体
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支持不
断加大，金融营商环境“获得信贷”指标全国领先。

当前厦门正在推进“两高两化”建设，厦门的绿
色金融和数字金融首创不断，走在全国前列。其中，
我市获批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科技创新监管、数字人
民币等试点，打造金融科技创新创业全国品牌赛
事。特别是在市金融监管局的积极努力下，我市出
台促进绿色金融发展十条措施，引导金融机构围绕
宜居城市建设、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等特色领域，创
新海洋碳汇交易、碳效信贷等金融产品与配套服务，
探索碳补偿绿色实践和减污降碳新路径。绿色融资
余额突破千亿元，绿色债券发行实现零的突破，为厦
门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高颜值生态花园之城做出积
极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12月，市金融监管局、人

民银行厦门市中心支行、厦门银保监局等七个部门联
合出台了《厦门市绿色融资企业及绿色融资项目认定
评价办法（试行）》，在全国率先构建海洋产业入库直
通车模式，目前入库企业和项目突破100家，积极构
建厦门绿色企业和绿色项目的集成方阵，努力探索形
成我市绿色投资和绿色融资的新高地，力争打造数字
化绿色金融服务的“厦门经验”。

▲厦门市首批百家绿色融资企业及项目发布
仪式在厦门产权交易中心举行。

贯彻新发展理念 打造绿色金融数字金融“厦门经验”

推进高层次金融人才评选
助推产业发展

为进一步推进金融产业发展，
2020年以来，市金融监管局两次组织
评选厦门市高层次金融人才，共有 2
批57位金融人才获评，包括行业领军
型人才20名，高级精英型人才20名，
青年骨干型人才 17 名。高层次金融
人才评选工作在我市金融行业反响热
烈，金融人才表示感受到政府对人才
的重视和尊重，有效激励了更多金融
人才发挥表率作用，积极投身我市金
融强市及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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