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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新 社 北 京 1 0 月 2 2
日电 (记者 杜燕)天安门向
西约3公里，是地处西二
环路东侧、毗邻长安街的
北京金融街。如今，这里
已发展成为国家金融管理
中心，正全面承接金融改
革开放任务，助推北京打
造全球开放新高地和世界
金融新坐标。

光 阴 荏 苒 ， 星 移 斗
转。元代兴建元大都城，
内设50个坊，金城坊就在
其内，是繁华的商业与金
融 中 心 。 改 革 开 放 是 金
融街发展的最强音和动力
源。1992年，北京市西城
区报北京市委批准《关于
恢复西二环东侧(金融街)
开发建设的请示》，拉开
了建设金融街的序幕。

国 务 院 金 融 稳 定 发
展 委 员 会 、 中 国 人 民 银
行、中国证监会、中国银
保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
等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坐落
在金融街，摩根士丹利、

瑞银集团、万事达等大型
金融机构落户金融街……
近30年的发展中，北起阜
成门立交桥畔的中国银行
大厦、南到复兴门立交桥
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全
长1700余米、宽600余米
的范围内，崛起一条具有
浓郁时代特色的现代建筑
群，金融街成为中国最具
影响力的金融中枢，是国
家金融管理中心。

进 行 中 的 2 0 2 1 金 融
街论坛年会上，《金融街
发展报告(2021)》发布并
指出，截至2020年底，金
融街已集聚各类金融机构
近1900家、总部企业175
家，区域内金融机构资产
规模达到116.2万亿元(人
民币，下同)，占中国金
融 资 产 规 模 超 过 三 分 之
一。近年来，金融业成为
带动北京经济增长和财政
收 入 增 长 的 第 一 支 柱 产
业。在“十四五”开局起
步之年，北京高标准推进
国 家 服 务 业 扩 大 开 放 综

合示范区、中国(北京)自
由贸易试验区(简称“两
区”)建设，开启了首都
金融业发展的新篇章。

2 0 2 0 年 发 生 的 新 冠
肺炎疫情未能阻拦金融开
放措施的落地。在北京“
两区”建设任务中，涉及
金融领域共102项开放创
新举措，包括金融市场开
放、资本跨境流动、投融
资 便 利 化 等 内 容 。 “ 两
区”建设一年来，金融街
新增注册资本金319.16亿
元，50%以上为新兴金融
业态，金融生态体系日益
丰富；落地一批重要机构
示范引领作用凸显，包括
北京证券交易所、大和证
券、中国银河资产、北京
金融法院等项目。

金 融 街 迎 来 了 新 的
历史机遇期。与其相距约
5公里的国内首个国家级
金融科技示范区——北京
金 融 科 技 和 专 业 服 务 创
新示范区(简称“金科新

区”)形成“一街一区”
联动，服务金融科技创新
监管试点。自2018年成立
以来，“金科新区”率先
开展中国版“监管沙盒”
试点，已吸引一批金融科
技企业进驻，正努力成为
引领国际金融科技与专业
服务创新的核心引擎。

从 金 融 街 向 西 南 方
向出发，驱车约7公里即
可抵达丽泽金融商务区，
这 里 是 北 京 市 西 二 环 边
最 后 一 块 成 规 模 集 中 建
设区。按照“首都金融改
革试验区、新兴金融产业
集聚区”的功能定位，丽
泽金融商务区发挥数字金
融创新发展示范作用，努
力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金融发展新区。北京
提出，要建设全球数字经
济标杆城市。在丽泽金融
商务区，数字人民币试点
稳步推进，已覆盖餐饮购
物、旅游消费、绿色消费
等线下消费场景，多个领
域首创性应用场景陆续铺

开。数据显示，2020年，
北 京 金 融 业 实 现 增 加 值
7188亿元，同比增长5.4%
， 占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比 重
19.8%。2021年上半年，
北 京 金 融 业 实 现 增 加 值
3698亿元，占地区生产总
值的比重超过19%。伫立
金融街街头，高楼林立。
绿树掩映下，一座青砖金
瓦的元代城隍庙飞翘着屋
檐，讲述金融街的前生今
世。这里不仅是北京的金
融 街 ， 也 是 中 国 的 金 融
街。

北 京 正 依 托 “ 两
区”建设，以北京证券交
易所的设立为契机，致力
于以最好的营商环境、最
好的合作平台、最好的政
策 体 系 、 最 好 的 服 务 机
制，支持全球各类金融专
业机构落地发展，努力以
金融街、“金科新区”、
丽 泽 金 融 商 务 区 为 主 阵
地，打造全球开放新高地
和世界金融新坐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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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融街看北京：
打造世界金融新坐标

中新社雅加达10月
22日电 (记者 林永传)中
国驻东盟大使邓锡军22
日在雅加达表示，共同
的发展利益、共同的和
平远景、共同的文化精
神、共同的民本理念，
促 使 中 国 — 东 盟 关 系
在过去30年取得巨大发
展，成为最具活力的合
作伙伴。

当天，由印尼外交
政策协会举办的中国—
东盟关系民调报告发布
仪式以视频方式举行，
邓锡军致辞时作了上述
表示。

邓锡军说，今年是

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
系30周年。30年来，中
国和东盟走出一条团结
奋进、合作共赢之路。
今天，双方互为最大规
模的贸易伙伴、最具活
力的合作伙伴、最富内
涵的战略伙伴，为11国
20多亿人民带来了巨大
利益，为地区乃至世界
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
出了重要贡献。

邓锡军以“四个共
同”总结了中国—东盟
关系取得巨大发展的深
层次原因：

——共同的发展利

益。中国和东盟都是发
展中国家，双方始终都
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作为最紧迫、最重要的
任务。30年来，双方积
极致力于加强经贸和务
实合作，对接“一带一
路”倡议和东盟发展规
划，形成融合联动发展
格局。双方贸易规模扩
大了85倍，相互累计投
资超过3100亿美元。

——共同的和平远
景。中国和东盟均渴望
和珍视本地区和平稳定
局面，坚定奉行睦邻友
好政策，妥善管控处理
分歧与争议，共同应对

各类传统与非传统安全
威胁，树立了国家间和
谐共处、共同发展的典
范。

— — 共 同 的 文 化
精神。30年来，中国和
东盟相互尊重各自选择
的发展道路和国家治理
模式，互不干涉内政。
坚持互利共赢理念，相
互照顾彼此关切，妥善
解决双方关系中出现的
问题。在危机与灾难面
前，互施援手、共渡难
关。共同的文化精神成
为拉紧中国—东盟关系
的无形纽带。

— — 共 同 的 民 本

理念。中国和东盟政府
均奉行以人为本、人民
至上的执政理念，始终
致力于让双方合作惠及
人民，不断增强人民之
间的理解和友谊，为双
方关系发展提供不竭动
力。

邓锡军表示，中方
愿同东盟各国一道，以
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为
契机，进一步释放双方
合作潜力，打造更高水
平的战略伙伴关系，构
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
体，为各自发展和地区
长期和平繁荣营造更为
有利的战略环境。(完)

中国驻东盟大使邓锡军
“四共同”促进中国东盟最具活力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