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化长株潭城市群金融生态环境的思考城市规划师考试 PDF

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3/2021_2022__E4_BC_98_

E5_8C_96_E9_95_BF_E6_c61_533739.htm 金融生态是个仿生概

念，是金融领域利用生态学的概念对金融主体及其外部环境

的形象描述。金融生态主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社会、

法制和文化等因素综合构成的环境就构成了金融生态环境，

主要包括宏观经济环境、资金融通环境、信用环境、法制环

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等方面的内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

展，金融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创

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对于促进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

”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一、背景与意义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

心。加快长株潭城市群建设，离不开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加快制度创新，是长株潭城市群又

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支撑，对于推动我省乃至中部地区经济社

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有利于

加快长株潭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加快推进“两型社会”建设

，进而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的加速发展，有力地促进国家中部

崛起战略的实施。其次，有利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

区域金融安全，从而更好地发挥金融业促进长株潭城市群又

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作用。最后，有利于提高企业和广大群众

的诚信意识和风险意识，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二、现状

与问题 近年来，长株潭区域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取得了

长足进步，但还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 1、经济基础

方面。与发达地区相比，长株潭三市经济总量相对偏小，辐

射和拉动能力有限；三市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处于



转型阶段，二元结构明显；增长方式相对粗放、产业结构有

待优化；三市产业布局、产业前后关联效应不强，主导产业

带动作用不明显；经济外向度不高，城市群的品牌形象还比

较单薄。这些问题限制了长株潭经济对金融生态系统的物质

支撑作用以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2、资金融通方

面。长株潭地区在资金融通方面还存在很大缺陷。一是在机

构体系上，长株潭的金融组织体系不健全，组织结构相对单

一，难以满足多层次、多类型的融资需求；二是在资金投放

对象上，金融服务层次性不强，信贷结构不合理，对中小企

业和县域经济的供给不足；三是在资金融通方式上，资本市

场功能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发挥，直接融资发展较缓慢。 3、

信用环境方面。长株潭城市群的企业诚信意识和公众金融风

险意识还较为欠缺，金融主体法制意识薄弱，失信行为还比

较普遍，防范金融风险和金融债权保全任务仍很繁重。 4、

法制环境方面。当前，影响区域经济金融发展的法制环境还

不完善，法制不健全、执法主体和执法行为的不规范、地方

保护主义、司法不公和司法效率不高的问题依然存在。此外

，在经济发展、就业压力的影响下，容易导致政府对金融业

不适当的直接或间接的行政干预，从而影响银行贷款质量。

5、体制环境方面。政府职能部门在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

主导作用尚未充分发挥，银、政、企三者互信共赢的关系尚

未完全理顺；城市群区域规划和实施难以统一，城乡统筹协

调发展仍然存在许多体制性障碍；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协

调困难，各类社会资源如科技、教育等社会资源难以整合，

缺乏共享协作的平台和机制。 三、策略与建议 针对长株潭城

市群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当前，优化金



融生态环境应着重抓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1、夯实经济

基础。强化长株潭城市群的经济区域功能，通过整合资源，

统筹城市群产业发展，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培育区域产

业链，培育产业集群和龙头企业，提高辐射带动能力，为金

融业创造更好的经营环境和发展机遇，实现金融经济发展“

双赢”。 |百考试题| 2、提高资金融通水平和质量。要以建设

区域性金融中心为目标，适时地建成筹资型区域金融中心，

增强经济和金融辐射力；要积极稳妥地发展非银行类金融机

构和金融中介机构，构建多层次的区域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

体系，扩大直接融资的比重；要做大做强地方金融机构，组

建区域性金融机构。 3、建立完善社会信用制度。首先是政

府部门要加快转变政府行政方式，提高行政公信力；其次是

要加强信用制度建设，建立守信受益、失信受惩的正向激励

机制和逆向惩戒机制；最后是完善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建立长株潭信用级别定期通报

制度。 4、推动相关法律制度调整和完善。一是|百考试题|要

严格各项规章制度，加大对涉及金融案件的审查和执行力度

；二是加大金融诉讼案件的执法力度，充分发挥司法的保障

作用；三是要加快推进长株潭城市群执法主体和执法程序上

的协调、衔接和整合，逐渐形成一体化的法制环境；四是要

依法打击各类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活动。 5、强化区域

金融协同监管，维护区域金融安全。一是建立区域金融共享

制度，逐步形成包括宏观经济、个人和企业信用、货币政策

等方面的统一信息交流平台；二是要构建区域金融风险的监

测指标体系和区域金融稳定评估定期发布制度，构建区域金

融风险的监测指标体系，设立专家型金融安全评估机构；三



是建立区域金融危机处理制度；四是强化综合经营的监管协

作制度，央行和监管部门形成经常化的信息交流与沟通机制

，及时发现消除跨行业的风险隐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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