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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经济活力的重要标志。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
现代化新篇章的意见》明确提出，支持和林格尔建设国家级金融数据产业园区。今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要集中力量打造呼和浩特区域金融中心。

在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阶段，金融力量必不可少。近年来，我市金融业蓬勃发展，金融资源持续集聚。截至目前，
全市共有金融机构137家，其中，地方金融组织68家，大型金融机构区域总部66家。上市企业、新三板和区域股权市
场挂牌企业数量均居全区首位。2023年全市人民币存贷款余额及新增量均居全区第一，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雏形
初具、优势突出。

如今，首府聚焦建设区域金融中心、引领和带动全区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定位，紧盯科技创新、绿色发展以及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未来产业布局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加快培育优质企业上市，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金融动能。

企业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而金融则是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血脉。随着实体经济不断壮大，今天的首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
金融机构的急剧壮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好地服务企业的创新发
展。

目前，首府金融体系无论是在类型上、数量上、规模上，还是在覆
盖面上，都在各盟市中遥遥领先。截至2023年末，全市共有各类银行
业金融机构网点 656家，保险网点 211个。银行业资产规模超 1.3万
亿元，占全区银行业总资产的近30%；保险业实现原保费收入154.5亿
元，占全区保费收入的近 20%，均列自治区首位。在聚力支持首府高
质量发展上，银行保险机构主动作为，发挥了应有作用。截至2023年
末，银行机构累计支持呼和浩特市乳业近800亿元，支持光伏产业超过
110亿元，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超过2500亿元。保险机构为首府提供各
类风险保障超过20万亿元，2023年赔付支出超过62亿元。

“今年，我们将紧跟首府战略部署和重点发展领域，积极围绕‘六
大产业集群’，为建设区域金融中心工作目标努力贡献中行力量。全
力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
文章。”中国银行呼和浩特市新城支行党委书记、行长葛华表示，今年
将在新能源、科技创新、民营经济等重点领域持续优化做大信贷资金
供给。在数智创新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质效方面，将充分利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提升金融服务的智能化水平，推出更多线上化、
多样化的金融产品，推动普惠金融数字化转型。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内蒙古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肖和平表示，邮储
银行内蒙古分行将围绕首府“六大产业集群”，通过“丰富的金融产品，
提供“链”式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精准服务后备企业。

“截至2023年末，兴业银行呼和浩特分行近三年累计为能源企业
发放各项贷款超过500亿元。”兴业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党委委员、副行
长唐睿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特别是在新能源方面，近三年来为首府新
能源项目累计投放项目贷款77亿元，申请央行碳减排支持工具累计超
过40亿元。向光伏材料装备制造企业累计提供各类融资近200亿元，
2023年末各类融资余额合计 46.79亿元。根据区域产业布局实际情
况，金融业务向坩埚、储能、电力施工等新能源产业链不断延伸。”

“贷”动新质生产力，不仅是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金
融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更是首府打造区域金融中心的需要。呼和
浩特将不遗余力构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地、建设金融数据产业基
地、打造融资成本洼地、守牢金融安全阵地、营造金融发展福地，为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金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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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区域金融中心建设，我市印发了《关于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27年要实现金融规模稳定增长，全市
金融机构要增加到150家，金融业增加值占比要超过10%，把金融业建设成为
首府的重要产业支撑。

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伊德尔介绍说，我市每年固定投资规模要保持
在 1000亿的规模，离不开金融“活水”的助力。呼和浩特市现已搭建好服务

“六大产业集群”企业的平台，通过金融业助力推动实体产业做大做强。后续
工作中，将通过投资加投行、基金加资本金、专项债加政策性金融多种政策工
具叠加应用，让金融“活水”更好助力首府产业发展。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刘志强表示，市工信局通过建立融资
需求企业“名单+信息档案”推送机制，组织银行机构通过“线上+线下”形式开
展常态化融资对接活动。积极落实“我为企业找市场、找原料、找资金、找用
工”的“四找”行动方案，为引进产业链、创新链上下游企业、机构牵线搭桥，助
力首府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今年，我市将加快建设金融数据产业基地，引入更多总部级金融数据中
心落地，助推金融行业智能化革新。围绕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先后引进落
地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农信社信息科技
中心、人保集团西部数据中心等金融数据中心，目前正在积极推进华夏银行、
进出口银行、光大银行、浦发银行、邮储银行等金融数据中心签约落地。

市大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徐艳国表示，将在高标准建设和林格尔
国家级金融数据产业园的基础上，继续在招商引资上持续发力，吸引更多金
融科技企业落地汇聚，将和林格尔新区打造为全国重要的金融数据中心和金
融数据产业集聚区，为首府发展新质生产力引源蓄能。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最活跃的创新力量，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实践主
体。近年来，我市始终大抓工业经济、民营经济、实体经济，连续三年实施重大
项目“双一千”工程，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蒙牛中国乳业产业园、中环半导体、
阿特斯、合盛硅业、华为云等一批大项目相继落地，带动“六大产业集群”产值不
断攀升，2023年，工业总产值突破2430亿元，占全市比重超过90%，规上企业从
270家增加到360家。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蕴藏着巨大的融资需求。2023年9
月，呼和浩特市被评为“中国投资热点城市”。

今年 3月 14日，呼和浩特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推动高质量发展政金企对接
会召开，不仅搭建起政金企沟通交流的良好平台，也进一步凝聚了共识，促进了
政金企同心协力良好合作。会上，各项政银项目、银企项目的签约，让金融“活
水”充分发挥了丰盈发展血脉、滋养实体经济、“贷”动新质生产力的巨大作用。

“本次政金企对接会上签署的合作协议包括授信业务、结算业务、产业链发
展、现金管理等，为我市乳业全产业链上下游发展再次注入金融‘活水’的力
量。会上，集群企业草都公司、小草生态还签约了上市辅导，这也是我市培育壮
大龙头企业的重要措施。”市农牧局总畜牧师吕莉华说。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也离不开金融机构的助力。政金企对接
会是政府帮助企业和金融机构对接的桥梁。”内蒙古大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赵明说，“政府推出的民贸贴息政策极大缓解了企业的资金成本压力。
此外，金融机构在授信额度和融资方式上也为企业提供了大力支持。同时，融
资方式从依赖贷款抵押转变为更加灵活的信用贷款，成功解决了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的问题。”

“在内蒙古自治区和呼和浩特市地方政策以及金融机构积极为我们企业提
供更全面的金融服务的情况下，2023年，与公司建立合作的金融机构共有 18
家，授信业务的顺利开展将更有利于公司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增强企
业竞争力。”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霍雅楠说，希望金融机构
靠前发力，传导出金融“滋养”实体经济的成效，同时加大对民营企业信贷资源
投入，加强对绿色低碳的新能源细分领域的支持力度。

仟仟仟仟仟仟仟仟仟仟仟仟仟仟仟仟
仟仟仟仟仟仟仟仟仟仟仟仟仟仟仟仟

政务服务越来越政务服务越来越““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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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越来越实体经济越来越““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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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血液越来越金融血液越来越““活活””

中环晶体五期切方工厂

旭阳集团呼和浩特园区智慧管理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