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区”机遇赋能 深圳金融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本报记者 齐金钊

在深圳经济特区40年发展画卷中，金融业改革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1982年引进境内第一家外资银行，到如今位列全球金融中心城市；从1987年成立境内第一家专业证券公司，到如今先行先试在创业板推进注册制改革；从1991年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到如今深圳本地几百家上市公司群星闪耀……

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之际，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定位赋予了这座城市新的历史使命。 放眼未来，传承“敢闯敢拼”的特区精神积淀，拥抱建设“全球标杆城市”的奋斗梦想，深圳金融业正在谱写新的篇章。

（小标题）发展成就辉煌

今年3月，最新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显示，深圳列第11位。 从40年前南海边的农业县，到如今位列“全球金融中心” ，深圳金融业跨越式发展势头令世界瞩目。

回顾历史，设立经济特区以来的40年，是深圳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的40年，是深圳综合实力和城市竞争力由弱变强的40年。

日前，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深圳金融业实现增加值2052.18亿元，同比增长9.1%，占同期全市GDP的16.2%，仅次于北京、上海。 金融业实现税收771.7亿元，占全市总税收的24.1%，继续居各行业首位。

从各细分行业看，银行领域，截至6月末，深圳银行业资产余额9.74万亿元，同比增长13.95%，资产余额、存贷款规模稳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三。 证券领域，截至6月末，深圳23家证券公司总资产2万亿元，营业收入511.34亿元，均位列全国第一，净利润、净资产、净资本均居全国第二。 境内上市公司310家，上市公司总市值7.59万亿元，均居全国第二。 保险领域，深圳共有保险法人机构27家，全市保险市场实现保费收入788亿元，同比增长2.44%。

经过近40年发展，深圳金融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目前，金融业已发展成为深圳四大支柱产业之一。

（小标题）创新精神引领

深圳金融业40年来蓬勃发展的背后，既是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体现，也是无数深圳金融“先行者”们奋斗不息的结果。

事实上，与很多国际老牌知名金融中心城市相比，在经济特区设立前，深圳金融业基础十分薄弱。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雷响起，深圳金融创新的种子开始快速萌芽生长。 无数个境内“第一” ，赋予深圳金融业开拓创新的基因，也为深圳现代金融体系再次腾飞插上翅膀。 2012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开发开放有关政策的批复，支持前海在金融改革创新先行先试，建立我国金融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 2020年8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正式落地，国内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进入新阶段。

“深圳特区的发展，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变迁，更代表着一个国家谋求复兴的探索。 ”南方基金董事长张海波表示，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越来越多的青年将深圳视为创业首选城市，越来越多普通人的幸福和梦想与这座城市紧密相连。

（小标题）再迎历史机遇

回首过去，深圳的现代金融体系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成为深圳实体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引擎之一。 在特区成立40年之际，对深圳金融业而言，更高更远的期许仍有待去实现。

2020年8月，创业板注册制首批首发企业上市交易，成为深圳经济特区40岁生日来临之际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 。 资本市场改革的号角在深圳再次吹响，凸显了深圳金融业改革先锋的地位。

2019年8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出台，对深圳提出新的发展要求和支持政策。

2020年5月中旬，人民银行等四部门近日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 7月，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联合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广东银保监局、广东证监局、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深圳银保监局、深圳证监局共同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意见的实施方案》，提出80条具体措施，聚焦在5个方面提供支撑。

“深圳经济特区40年发展历程，源于制度创新，兴在开拓进取，在实践中不断凝聚智慧、砥砺前行，创造出举世瞩目的鹏城奇迹。 ”博时基金董事长江向阳表示，当前深圳正处于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双区”建设的关键历史机遇期，对外金融开放的速度、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证券市场高质量发展的硬性条件正不断被夯实。 “双区”驱动形成强大凝聚力，将成为深圳发展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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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图片

原创表格 黄灵灵原创表格 黄灵灵原创表格 黄灵灵

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甲

９７

号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１

电话：编辑部

６３０７0３86

发行部

６３０７0３２６

、

６３０７0３２４

广告部

６３０７２６０３

传真：编辑部

６３０７０４83

、

６３０７０480

广告部

６３０７１０２９

零售价格：

4．0０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

００１９

号

2020

年

8

月

26

日 星期三

责编：吕强

|

美编：韩景丰

|

电话：

010-63070221

深市股票总市值（亿元）

深市各板块市值分布

深市股票成交金额(亿元)

深创投董事长倪泽望详解国资创投崛起之路

形成投资逻辑 布局海外市场

□

本报记者 吴瞬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的40年，也是深圳民营经济发展的40

年。 创业投资对深圳民营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

用。 创投业是高风险行业：被投企业九死一生，创投机构身经

百战。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成立于1999年的深圳市创新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的创投机构之一。 深创投的发展

史，是国内创投业发展的缩影。

回望来时路，白云深几重。 深创投董事长倪泽望日前在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经过20年的发展，深创投

已形成了自己的投资逻辑，并已在海外布局。

始于深圳

“国内大部分创投机构还是从深圳起步的。 去年是深创

投成立20周年，今年也是深圳很多知名创投机构成立20周年

的日子。 ”倪泽望表示。

在本世纪初的中国，创投业仍是一片处女地。但是，国内

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亟需一批市场化的创投机构。 这些机构可

以带动社会资本进入被投企业，支持创新创业和实体经济发

展。 倪泽望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20年前整个创投市场还不

发达，很多优秀人才带着项目汇聚到深圳来，发现找资金还

是很困难。 “当年企业主要的资金支持还是靠政府财政，但

光靠政府财政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深圳专门成立一个风险

投资工作组，在研究全球创投商业模式后，率先把硅谷的创

投商业模式引入深圳。 ”

由于当时国内创投业几乎还是一片空白，相关法律法规

还不完备，当时在深圳要成立创投基金很不容易。 倪泽望坦

言，深创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在成立之初无法严格

按照基金管理模式运营， 只能先成立一个公司制的投资机

构。 “深创投在成立时还不能受托管理社会资本的钱。 注册

资本金7亿元，其中深圳市政府出资5亿元，其余的从社会募

集的2亿元也基本是国有企业出资。 ”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深创投开始了探索和崛起之路。

倪泽望表示，为满足相关政策要求，在借鉴海外成功创投案

例的基础上，深创投一成立就导入创投要素和基因。

倪泽望认为，深圳当初对深创投体制机制的设计是非常

有远见的。“包括当年制定的投资相关决策流程和激励约束

机制等，基本是按创投模式去做的。 深创投能走到今天并取

得相对比较好的业绩，在当年就奠定了基础。 ”

目前，深创投这样一家国资创投，已发展成为以创投为

核心的综合性投资集团，管理各类资金总规模约3907亿元。

兴于专业

回顾多年来的发展，“众星环绕” 可能就是深创投的标

签。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7月底，深创投被投企业数量、被投

企业上市数量均居国内创投行业第一位： 已投资项目1131

个，累计投资金额约530亿元，其中168家被投企业分别在全

球16个资本市场上市，317个项目已退出（含IPO）。

细数深创投投资过的明星企业， 似乎都与高新技术相

关，风格上明显“偏硬”“偏专” 。众多明星企业的成长，成就

了深创投的优异业绩。

倪泽望表示， 随着科创板和创业板注册制的到来，2020

年将是创投机构实现退出的“大年” 。 “在科创板上市公司

中，深创投一家机构就投资了近10%的公司。 ”倪泽望透露，

深创投一直在重点关注战略新兴产业以及与国家核心技术

相关的行业。 “这是深创投的传统。 这几年，我们在半导体、

生物科技这些行业布局的项目非常多。面对科创板和创业板

注册制的机遇，大批企业得到了IPO的机会。 ”

能长期关注硬科技企业，深创投靠的是对“专业” 这个

词的透彻理解。 倪泽望表示，对科技创新领域，深创投研究得

比较透彻，深创投研究中心有五六十个博士后。 “这些博士

后都是理工科背景，专门研究各细分行业。 通过研究带动投

资，我们才可能将投资重点集中在大科技上。 ”

现在，创业板注册制首批首发企业已上市交易。 深创投

投资企业上市数量正持续增长。

迈向全球

倪泽望坦言，经过多年发展，深创投最大收获不在于取

得多少经济效益，而更在于助力行业成长。经过20年摸索，以

深创投为代表的众多深圳创投机构形成了一套本土创投机

构的打法。“因为20年前，谁都不知道创投是怎么回事，都是

在实践中学习，慢慢形成一个成熟的体系。 ”

围绕创投主业， 深创投近年来不断拓展创投产业链，专

业化、多元化、国际化业务迅猛推进。 倪泽望表示，当前深创

投正在整合资源打造平台化战略。 “我们希望把这个行业的

资源整合起来，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 不只是投钱进去，还

要给企业带来更多资源。 这样的创投机构才有更顽强的竞争

力和生命力。 现在的市场竞争不仅是资金的竞争，更是服务

能力、资源调动能力的竞争。 ”

倪泽望说，被投企业是深创投的宝贵资源，还没有被很

好地整合起来。“被投企业之间是可以形成业务合作的。在这

方面，我们已在深度挖掘、寻找路径了。 我们的会计师、律师

团队可为被投企业提供服务。 ”

此外，倪泽望也意识到当前国内传统创投机构与外资

创投机构的差距，主要是在海外市场拓展上。 因此，深创

投也在不断发力国际化战略，迈向全球。 “深创投在海外

已开始布局，在美国、欧洲、以色列都已开始开展业务。 这

两三年，我们慢慢地摸清了这一领域的打法，形成了一套

逻辑。 ”

深圳仍是

创新创业沃土

□

本报记者 王兴亮 吴瞬 黄灵灵 齐金钊

时光荏苒， 风云变幻。 从

1980

年的小渔

村，到如今的国际化大都市，深圳经济特区成

立

40

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次深圳

经济特区

40

周年专题报道的采访过程中，中

国证券报记者在分别与多位深圳企业家进

行了深入交流后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几乎一

致认为，深圳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城市，拥有

开放包容的文化，鼓励拼搏创新、不惧失败。

这也是深圳被誉为“创新创业沃土”的独特魅

力所在。

光峰科技董事长李屹说， 深圳是一个氛

围开放、包容务实的城市，面向大海、环境适

宜，适合沉下心来创新创业。

微芯生物董事长鲁先平说， 深圳的城市

文化是典型的移民文化，敢于冒险尝试、追求

创新，同时包容失败。

东方港湾董事长但斌说， 来深圳是他最

成功的一次“价值投资”。

稳健医疗董事长李建全说：“从我来深圳

的第一天起， 这座城市就给我家一般的感

觉。 ”

中集集团

CEO

麦伯良说， 帮助他在人生

关键时刻把握住机遇的， 是与深圳经济特区

精神一脉相承的敢闯敢试、 奋力担当的实干

创新精神。

正是在这样的“深圳精神”感召下，一批

又一批的年轻人在这片热土上奋斗。然而，一

直大步前进的深圳，近几年也被房价高涨、教

育医疗资源不足等问题困扰。

深圳这片热土还热吗？ 从中国证券报记

者的采访过程来看，在多数人眼中，深圳仍

是那个充满活力的深圳，发展前景依然光明

无限。

理由有很多，比如，伴随“来了就是深圳

人”的口号，包容开放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

坚定不移“让市场说了算”的氛围，也让拼搏

创新成为深圳的城市基因；崇尚“时间就是金

钱，效率就是生命”的价值观，已成为推动深

圳发展不止步的动力源泉……

深圳是一座慢不下来的城市， 走在深圳

街头，可以发现人们大多步履匆匆。作为一个

移民城市，深圳也因其开放而充满活力。

倚锋资本董事长朱晋桥说， 无论是从扶

持政策方面，还是从资金补贴、活跃的投资环

境、创新精神等方面看，深圳都还是创新创业

者的沃土。

海目星董事长赵盛宇说， 相信深圳将以

更新的姿态，更高、更快、更好地发展！

□

本报记者 齐金钊

在深圳经济特区40年发展画卷中， 金融业改革留下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从1982年引进境内第一家外资银行，到如

今位列全球金融中心城市； 从1987年成立境内第一家专业

证券公司，到如今在创业板推进注册制改革；从1991年深圳

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 到如今深圳本地几百家上市公司群

星闪耀……

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之际，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

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定位赋予了这座城市

新的历史使命。 放眼未来，传承“敢闯敢拼” 的特区精神积

淀，拥抱建设“全球标杆城市” 的奋斗梦想，深圳金融业正在

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发展成就辉煌

今年3月， 最新一期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显

示，深圳列第11位。 从40年前南海边的农业县，到如今位列

“全球金融中心” ，深圳金融业跨越式发展势头令世界瞩目。

回顾历史，设立经济特区以来的40年，是深圳经济社会

蓬勃发展、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的40年，是深圳综合实力和

城市竞争力由弱变强的40年。

日前， 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

年上半年， 深圳金融业实现增加值2052.18亿元， 同比增长

9.1%，占同期全市GDP的16.2%，仅次于北京、上海。 金融业

实现税收771.7亿元，占全市总税收的24.1%，继续居各行业

首位。

从各细分领域看，银行领域，截至6月末，深圳银行业资

产余额9.74万亿元，同比增长13.95%，资产余额、存贷款规模

稳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三。 证券领域，截至6月末，深圳23家证

券公司总资产2万亿元，营业收入511.34亿元，均位列全国第

一，净利润、净资产、净资本均居全国第二。境内上市公司310

家，上市公司总市值7.59万亿元，均居全国第二。 保险领域，

深圳共有保险法人机构27家，上半年,全市保险市场实现保

费收入788亿元，同比增长2.44%。

经过近40年发展，深圳金融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目

前，金融业已发展成为深圳四大支柱产业之一。

创新精神引领

深圳金融业40年来蓬勃发展的背后，既是改革开放伟大成

就的体现，也是无数深圳金融“先行者”们奋斗不息的结果。

事实上，与很多国际老牌知名金融中心城市相比，在经

济特区设立前，深圳金融业基础十分薄弱。 随着改革开放的

春雷响起，深圳金融创新的种子开始快速萌芽生长。 无数个

境内“第一” ，赋予深圳金融业开拓创新的基因，也为深圳现

代金融体系再次腾飞插上翅膀。 2012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

于支持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开发开放有关政策

的批复，支持前海在金融改革创新先行先试，建设我国金融

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 2020年8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正式落地，国内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进入新阶段。

“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变迁，更代

表着一个国家谋求复兴的探索。 ” 南方基金董事长张海波表

示，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

展。 越来越多的青年将深圳视为创业首选城市，越来越多普

通人的幸福和梦想与这座城市紧密相连。

再迎历史机遇

回首过去，深圳的现代金融体系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成

为深圳实体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引擎之一。在经

济特区成立40年之际，对深圳金融业而言，更高更远的期许

仍有待去实现。

2020年8月， 创业板注册制首批首发企业上市交易，成

为深圳经济特区40岁生日来临之际一份特殊的 “生日礼

物” 。 资本市场改革的号角在深圳再次吹响，凸显了深圳金

融业改革先锋的地位。

2019年8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出台，对深圳提出新的发

展要求和支持政策。

2020年上半年，人民银行等四部门发布《关于金融支持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 7月，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联

合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广东银保监局、广东证监局、人民银行

深圳市中心支行、 深圳银保监局、 深圳证监局共同印发了

《关于贯彻落实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意见的实施方

案》，提出80条具体措施，聚焦在5个方面提供支撑。

“深圳经济特区40年发展历程，源于制度创新，兴在开

拓进取，在实践中不断凝聚智慧、砥砺前行，创造出举世瞩目

的鹏城奇迹。 ” 博时基金董事长江向阳表示，当前深圳正处

于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双区” 建

设的关键历史机遇期，对外金融开放的速度、广度和深度不

断提升， 证券市场高质量发展的硬性条件正不断被夯实。

“双区” 驱动形成强大凝聚力，将成为深圳发展新引擎。

“双区” 机遇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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