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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亿元）

间接

融资

（亿元）

直接

融资

（亿元）

其他（亿元）

人民币贷款

外币贷款（折人民币）

委托贷款

信托贷款

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

总计

企业债券融资

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

民间融资

总计

2016年1季度

新增

1852.64

1289.45

-76.22

79.53

51.15

-296.8

1047.11

401

382.68

7.22

790.9

14.63

2015年1季度

新增

953.04

495.88

23.05

116.36

39.8

51.03

726.12

198.2

21.61

-

219.81

7.11

数据来源：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核新同花顺
注：间接融资按人行杭州中心支行口径统计；直接融资按市金融办大口径统计

附表2 2016年一季度全市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结构

全市2016年一季度企业贷款情况

数据来源：人行杭州中心支行

今年以来，杭州市金融业保持平

稳发展态势，各项金融业指标在全省

均居前列，有力地支持了杭州经济社

会发展。

一季度，杭州市金融服务业总体运

行平稳，开局良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能力不断提升。全市实现金融业增加

值227.24亿元，同比增长11.8%，较去年

末下降3.4个百分点，高于全市GDP增

速1.5个百分点，拉动全市GDP增长1.2

个百分点。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杭州的存贷

款余额增速显著。3月末，全市银行机

构本外币存款余额29988.93亿元，同比

增长 12.7%，比全省平均水平高 2 个百

分点，增速位居全省第4。

杭州企业债务融资规模不断扩

大。今年一季度，全市企业在各类市场

合计发债 401 亿元，同比增长 102.3%。

其中，全市企业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务

融资工具326亿元，占全省的45.5%，同

比增长64.5%。

伴随国内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加速

构建，杭州企业在全面对接资本市场上

也动作不断。

一季度，我市新增 1 家境外上市，

新增募集资金110.13亿元；境内上市公

司增发融资259.05亿元。至3月末，全

市累计境内外上市企业119家，累计新

三板挂牌企业202家。

杭州，以其承接上海、面向长三角

的辐射带动作用，发挥“资金洼地”、“资

本高地”的优势，聚集资本，成为众多金

融机构向往的一片金融高地。

杭州市政府出台《杭州财富管理中

心建设2015年度行动计划》，明确规定

了杭州财富管理中心建设中的工作任

务，也提出了具体的工作内容和要求。

私募金融机构，则是杭州打造财富

管理中心的核心和龙头。为进一步优

化私募金融业发展环境，通过强化财政

扶持、落实税收优惠、大力招引人才、推

进集聚区建设、完善保障措施等一系列

举措来打造国内私募金融服务业发展

示范区，并促进私募金融业务创新，力

争私募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居全国领

先地位。截至3月末，全市已备案私募

基金管理人1043家，备案基金1380支，

管理资金规模 1376.45 亿元，占到全省

资金总额半壁江山。

金融小镇，也是我市财富管理中心

的特色。一季度，上城玉皇山南基金小

镇累计集聚各类私募基金机构达 500

家，管理资产规模达 2300 亿元。余杭

梦想小镇累计引进股权投资机构 194

家，管理资本达407亿元。拱墅运河财

富小镇、萧山湘湖金融小镇和富阳黄公

望金融小镇分别累计集聚财富管理机

构6家、36家和52家，管理资金规模分

别达 127 亿元、41.11 亿元和 47 亿元。

初步形成了“业态丰富、各具特色、集群

共进”的杭州特色金融小镇发展格局。

作为互联网金融高地，杭州见证了

许多互联网金融企业在这里腾飞。

杭州互联网金融创业气氛浓厚，总

体水平居全国前列，并形成了“一超多

强，遍地开花”的大好局面。“一超”，即

蚂蚁金服；“多强”包括挖财、微贷网、鑫

合汇、盈盈理财等，它们代表了互联网

金融细分领域的融合发展。

一季度，全市互联网金融实现增加

值 50.92 亿元，占 GDP 比重 2.3%，同比

增长 16.4%。同时，我市 7 家拥有互联

网支付业务资质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共

处理网络支付业务 7443 亿笔，金额

1150亿元，分别占全省第三方支付业务

的89.1%和88.6%。

另一方面，没有实体网点，网络银

行仅以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为依托，

一切业务都在互联网上开展，一方面降

低了银行经营成本，另一方面也降低融

资成本，从而为小微企业的融资带来了

更多可能。

而杭州，也充分利用其区域优势和

创新创业环境，增速网络银行的发展。

其中，网商银行开业以来总体运行良

好，业务量不断增长。至 3 月末，网商

银行本外币存款余额276.09亿元，比年

初新增21.09亿元。

3月25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正式

成立。我市蚂蚁金服、网易、挖财、浙商

银行等4家单位当选首届理事会单位。

此外，钱江新城作为杭州的CBD，

金融中心地位日益突显。随着“钱塘江

金融港湾”发展规划，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引进境内外重点机构和高端金融人

才，营造集聚效应，加快推进钱塘江金

融港湾建设。

金融之江，浩瀚东来。

作为长三角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的杭州，正力求以创新来释放更强的驱动力，借着G20召开的契机，将金融之江带向世界的舞台。

据史料记载，两宋时期的杭州已经是重要的金融中心。当时的金融业务多种多样，信用管理也不断创新，频繁的金融活动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推力。

而今，金融创新，无疑是推动金融与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杭州，以打造国内一流财富管理中心和全国互联网创新中心来为杭州金融创新增添助力，并且为资本市场融

资提供了更多可能。

29988.93亿元
资本市场持续发力 存贷款增速双居全省前列

1380支
创一流财富管理中心 推动私募金融服务业发展

7家
打造钱塘江金融港湾 第三方支付机构快速发展

www.hzr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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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制造业贷款

批发零售业贷款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贷款

租赁业贷款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贷款

房地产开发贷款

购房贷款

余额

（亿元）

4514.51

1965.14

1848.12

1352.47

175.6

149.3

1837.9

比年初

增减

（亿元）

31.48

31.46

187.45

137.5

33.6

62.11

104.7

同比

增减

（%）

-3.4

-6.1

12.93

17.38

-3.9

3.4

7.1

“办好G20 金融大阅兵”特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