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20日，第十七届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主题论坛在京举行，郑州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何雄在论坛上发表了《探寻互惠共赢新

路径，谱写责任金融新篇章》的主题演讲。

何雄介绍，近年来，郑州牢牢把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把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畅通政银企对接渠道作为重中之重，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发展迈上了新台阶。

       一是加快建设国家区域金融中心。2021年郑州金融业增加值1379亿元，占全市GDP比重达10.9％，在28个区域金融中心城市中排名

第8位。郑州商品交易所上市品种31个，成交量占全国的35%，国内商品期货交易所中位列首位；吸引近百家期货公司入驻，占全国期货

公司总数超过半数，“郑州价格”每日通过彭博、路透向全球发送。

       二是持续深化“引金入郑”工程。郑州是全国第5个聚集3大政策性银行、12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省会城市，各类持牌金融机构

407家，5类地方金融组织总数近200家；郑州银行资产规模7500亿元，在全国城商行排名第19位，是国内首家“A+H股”上市城商行。

       三是大力开展“基金入郑”行动。以智慧岛为载体打造基金聚集区，推动郑州龙湖金融岛、龙子湖智慧岛、河南科学院“双岛一院”

联动发展，发起设立12支390亿的产业发展基金，加速打造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领域的2000亿

元基金群，培育了超聚变、致欧家居等2家本土独角兽企业，助推泛锐熠辉、光力科技等本土企业快速发展。

       四是全面做好普惠金融。聚焦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搭建“郑好融”综合服务平台，将融资、融智、融商有机结合，打

造永不歇业的“金融超市”。

   “去年下半年以来，受房地产金融政策收紧、7·20特大暴雨灾害和多轮疫情冲击影响，加上前期叠加了城中村拆迁安置和土地一二级

联动开发，我市出现部分房地产企业资金链偏紧、项目已售逾期难交付等现象。”何雄表示，“破解这一难题，我们多措并举、综合施

策，用足用好国家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全力稳民生稳预期，确保房地产市场回归良性健康发展轨道。”



       一是申请中央专项借款。首批专项借款项目获批60个，借款总额70亿元已全部到位，涉及保交楼套数7万套。第二批专项借款申报

项目97个，借款总额140.5亿元，涉及保交楼套数7.5万套，已报住建部审核。

      二是协调银行配套融资。先后对接15家银行72个分支机构，目前已批复项目12个，筹集资金32.69亿元，已落地5个项目、18.45亿元。

三是设立纾困基金。省市分别设立总规模100亿元的地产纾困基金，从问题楼盘项目台账中选取拟收并购项目，达到盘活一个、救活一批

的杠杆撬动效应。目前，拟使用纾困基金项目80余个，已落地7个，总投资约33亿元。

四是调整首付比例。会同人行郑州中心支行召开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会议，在现有首套房首付比例30%的基础上，研究将首套房首付

比例降至20%，二套房首付比例降至40%，进一步降低个人贷款利率；支持金融机构优化新市民住房金融服务，提升借款还款便利度。

五是确立“统贷统还”模式。由市级平台公司作为全市统借统还实施主体，统一向国开行申请贷款，以开发建设所产生的综合收益，作

为还款来源实现统还，形成棚户区改造资金筹集、使用、偿还闭环的市场化统借统还机制。

六是发展租赁住房。不再新建人才公寓、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利用住建部和建设银行保租房信贷政策，通过回购存量商品住房形式筹

集房源，在去年盘活15万套基础上，今年再盘活10万套。为有效盘活存量资产，正积极探索通过REITs方式回收投资。

七是督促房企瘦身自救。开展“保交楼”五大专项行动，督促企业通过处置优质资产、盘活有效资产等方式瘦身自救，目前已筹集保交

楼资金130亿元。

何雄介绍，在各项金融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全市保交楼项目实质性复工95%以上，新增建成安置房2426万平方米，15万群众回迁新居；

前9个月，全市商品房累计销售916万平方米，9月当月商品房销售103万平方米，环比增长24.7%；二手房交易面积538万平方米，同比

增长2.85%，9月当月二手房交易面积7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3.46%。



      第四，做活开放载体，进一步提升航空港区和“空中丝绸之路”国际论坛国内国际双循环链接功能。航空港区是河南对外开放的重要门

户，“空中丝绸之路”国际论坛是全国范围内唯一以“空中丝绸之路”为主题的国家级论坛。河南将聚焦实施制度型开放战略，坚持软硬两手

发力，协同赋能河南高水平对外开放。硬的方面，主要是深入推进航空港区“二次创业”。高水平编制新阶段航空港区发展规划，深化拓展

郑卢“双枢纽”合作模式，实施郑州机场航空货运提质增效行动，争取中国邮政航空第二基地落地，开工建设郑州航空邮件处理中心。软的

方面，主要是加快推动“空中丝绸之路”论坛机制化、平台化发展。探索与卢森堡轮流举办“空中丝绸之路”国际合作论坛，争取成为国家“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分论坛，联动中国河南投洽会、境外卢森堡投洽会等活动，启动实施深化对欧合作三年行动计划，在汽车及零

部件、半导体等领域招引一批重点产业项目。

　　马健表示，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要把口岸经济作为今年河南高质量发展的发力点、突破点。河南将继续做大空港、做强陆

港、发展水港，推动综合保税区和保税物流中心与航空、铁路口岸及各类功能性口岸业务联动，一港一策集聚各类港口偏好型产业，力

争郑州机场货邮吞吐量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开行中欧班列中豫号3000班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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