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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西近日举行的“解放思
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
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
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二十
三场）上，玉林市委书记王琛介绍，
近年来，玉林市全面贯彻广西壮族
自治区“一区两地一园一通道”建
设的部署要求，锚定建设清朗繁荣
文明和谐美丽新玉林“1158”目标
任务体系，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
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奋力走
出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新路子。

主动融入国家战略
打造开放高地

玉林市坚持从全局谋划一域、
以一域服务全局，站位全国全区大
局来谋划玉林发展，主动服务融入
国家、自治区战略，先后获列为西
部陆海新通道重要物流节点城市、
珠江—西江经济带重要成员城市、
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国家加工
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特别

是去年以来，自治区明确把玉林
纳入广西向海经济拓展区、

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城市、平陆
运河经济带核心城市。今年 7 月
15 日，玉林市获列为第二批国家
市级水网先导区。如今的玉林，在
全国全区开放发展大格局中的战
略地位明显提升，正如一只蓄势待
发的金凤凰，即将展翅高飞。

打通内畅外联通道
打造“两湾枢纽”

路通，财通，天下通。玉林市
坚持“海、陆、空”三管齐下，全面提
升出海出省通达能力。全力打通
向海通道，“借地”建港，去年12月
底，玉林海港码头开港通航，实现
由内陆城市向沿海城市的华丽转
身。全力推进高铁建设，南玉深高
铁南宁至玉林段将于今年11月开
通，玉林至深圳段有望于 2027 年
建成通车，玉林北站即将投入使
用。全力优化航线布局，玉林福绵
机场已开通至北京、上海、长沙等
国内主要城市航线，正在谋划开通
面向东盟的国际航线。全力加快
高速公路建设，已建成通往大湾区

的高速公路4条，在建3条，正在开
展前期工作 3 条。玉林快进快出
的现代综合交通网络基本形成，开
放发展的通道更加畅通、更加便
捷、更加高效。

大力推动向海图强
打造临港产业集群

玉林市牢固树立向海图强、向
海而兴的理念，加快推进中国—东
盟产业合作区玉林片区建设，积极
承接产业转移，布局发展临港产
业，龙潭产业园区入选国家第一批
产业园区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
是广西省首个入选的园区，“海洋
蓝”已成为玉林市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板块。大力发展新能源材料产
业，推动总投资 1300 亿元的华友
锂电项目二期正式签署协议，去年
华友锂电产值超110亿元，今年上
半年华友系列完成规上工业产值
同比增长 100.9%，一座世界级锂
电小镇正崛起于北部湾之滨。大
力发展不锈钢材料产业，柳钢中金
冷轧首批产品正式交付，玉柴安特

优动力获评广西龙头企业。大力
发展铜基新材料产业，华创新材建
成广西首条微米级铜箔生产线，有
效填补了广西铜箔产业空白。

搭建开放合作平台
打造城市名片

玉林市主动适应国内国际发
展新趋势，建好用好开放平台载
体，引领新一轮高水平开放。搭建
商贸交流平台，先后举办 15 届玉
博会、14届药博会和首届香料展，
这些展会已成为中国—东盟博览
会重要配套展会，成为玉林市高水
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和亮丽名
片。搭建人文交流平台，大力实施
文化塑城，成功举办“十字街”城市
文化艺术节等活动，盛况空前，火

爆出圈。今年端午节期间，玉林市
举办的龙舟邀请赛、龙狮公开赛、

“古街新风·霓裳丽影”时装秀等系
列活动，话题和作品总浏览量超
2.8亿，玉林城市热度提升超 3倍，
玉林在全国乃至国际知名度美誉
度进一步提升。搭建外经外贸平
台，大力推动玉品出海，设立了驻
柬埔寨、缅甸等6个商贸联络中心
和一批海外仓，推动企业抱团出
海。今年上半年，全市外贸进出口
增长109.2%，居全区第一。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打造投资沃土

玉林市以“一号工程”力度
推动玉商玉工回归，全市累计引

进玉商回归项目 376 个，总投资
约 697.73 亿 元 ，带 动 玉 工 回 归
4.56 万人，探索出了一条经济发
展和社会治理“双促进”的新路
子。今年二季度全市群众安全
感为 98.7%，排全区第 2。深入开
展优化营商环境三年行动，经营
主体诉求按时办结率和满意率
排名连续 5 个月进入全区前三
名，连续五年获评为“浙商最佳
投资城市”。良好的营商环境正
引得天下客商纷至沓来，今年以
来玉林市共招引项目 227 个，总
投资 485 亿元，超额完成上半年
任务。

“内”“外”发力 玉林市构建开放新格局
■ 王斌

日前，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
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4年上半年广西金
融运行情况。会上提到，2024年上半年，
广西社会融资规模稳健增长，存款、贷款
增速保持高于全国，政策支持领域贷款增
速较高，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为广西经济
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金融总量稳定增长

上半年，广西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
计为 3257.1 亿元，保持稳定增长。继续
强化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引导金融
机构均衡信贷增长节奏，6 月末，广西本
外币各项存款、贷款余额分别为 4.57 万
亿元和 5.26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6.1%
和 9.2%，分别比全国高 0.1 个百分点和
0.9个百分点。其中，贷款增速排全国第
11 位、西部第 4 位，今年以来存款、贷款

增速持续高于全国。上半年，广西本外
币各项存款、贷款分别增加 1613.9 亿元
和 2819.3亿元。

融资结构持续优化

上半年，向实体经济发放的本外币贷
款增加2767.3亿元，占广西社会融资规模
增量的比重为 85%，同比提高 8.9个百分
点。同时，债券类项目为第二助推力，上
半年，企业债券和政府债券净融资分别为
266.8亿元和453.8亿元，两者合计占广西
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为 22.1%，同比提高
3.5个百分点，为社会融资规模增长提供
良好支撑。在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定
增项目带动下，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
45亿元，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为 1.4%，
同比提高1.2个百分点。

上半年，广西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

2372.9 亿元，占全区各项贷款增量的
84.2%，持续为实体经济提供稳固的信贷
支持。居民信贷需求平稳恢复，上半年，
住户贷款增加394.9亿元，同比多增104.4
亿元，其中经营贷款和消费贷款分别增加
313.7 亿元和 81.2 亿元，分别同比多增
68.2亿元和36.2亿元。

精准落实重点项目融资保障，6 月
末，广西基建领域贷款同比增长 11.5%，
比各项贷款增速高2.3个百分点。助力设
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6 月末，制造
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增长 19.4%，比各项贷
款和全部产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分别高
10.2个百分点和9.2个百分点。全面提升
经营主体融资可得性，6月末，普惠小微、
民 营 经 济 贷 款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7% 和
10.4%，分别高于各项贷款增速7.8个百分
点和1.2个百分点。

居民和企业贷款利率稳中有降

持续释放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
革红利，落实5年期以上LPR下降25个基
点，全面取消广西14个设区市首套和二套住
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6月份，新
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38%，比
年初下降28个基点，比去年同期下降46个
基点，更好支持刚性和改善性购房需求。

引导金融机构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
和“桂惠贷”财政贴息政策，同时将LPR、再
贷款利率下调等政策传导至实体经济。6
月份，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66%，比年初和上年同期分别下降19个基
点和21个基点；其中，小微企业贷款利率降
幅分别高于企业贷款30个基点、19个基点，
房地产企业贷款利率降幅分别高于企业贷
款 74个基点、128个基点。

存贷增速持续创新高 2024年上半年广西金融运行成绩单“出炉”
■ 丁翊轩 农宇

作为省级城商行，多年来，广西北部湾银
行聚焦主责主业，主动融入共建“一带一路”
大格局，围绕加快“一区两地一园一通道”建
设，创新探索具有北行特色的综合金融服务
模式，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贸易畅通、资金
融通，为共建“一带一路”架设金融桥梁。

金融高效赋能 助力互联互通

日前，北部湾银行支持广西北部湾国际
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部湾港集
团”）成功发行广西国企首单“一带一路”公司
债券，据悉，这是北部湾银行支持北部湾港集
团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又一创新实践。

据了解，北部湾港集团是广西沿海唯
一的公共码头投资运营商，自2007年广西
沿海港口整合以来，北部湾港集团围绕港
口核心主业，通过培育临港产业，业务拓展
至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泰国等东南亚
国家，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交互频繁。

此次发行的广西首单国企“一带一
路”专项公司债券，发行规模 10亿元，期
限1年，票面利率2.18%，创广西区域公司
债利率历史新低，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
本，增强企业发展后劲。

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向刚果（金）、摩洛

哥、土耳其、俄罗斯等“一带一路”共建国
家和地区采购原材料，将精准助力广西加
快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地，
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北部湾银行作为债券发行的
基石投资者入场，大幅提振市场投资热
度，有效降低企业发行成本、提高发行成
功率，获得客户的赞誉和好评，北部湾银
行市场影响力和品牌价值持续提升；另一
方面，运用金融工具，通过以债券流转的
创新模式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优化本行投
资结构的同时有效降低资本占用率。”北
部湾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北部湾银行还充分利用广西区位优
势、港口优势、沿边优势，持续发挥服务面
向东盟金融开放门户地方银行主力军作
用，响应国家政策，明确战略发展方向，以
立足广西、联结湾区、面向东盟为区域定
位，积极建设跨境清算结算网络，建立健全
跨境金融长效互助机制，深化与东盟同业
合作，扩大境内外代理业务，全力服务国际
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大力发展供应链金
融，以金融创新为抓手打造特色物流金融
服务，推动广西高质量承接产业转移。

丰富产品体系深耕跨境金融

资金融通是共
建“一带一路”的重

要支撑 。

北部湾银行积极发挥总部银行熟悉本土
市场、决策链短等优势及资金资源优势，
通过不断探索创新业务，丰富产品体系，
优化系统支撑，深耕跨境金融。

近年来，北部湾银行接连落地了全国首
单“西部陆海新通道”概念公司债券、全国首
笔区域银行间柬埔寨瑞尔交易、广西首笔铁
海联运“一单制”跨境融资业务、广西首笔一
年期美元债券、广西首单自贸区离岸人民币
债券、广西首批“港航融”融资业务、广西首
家支持数字人民币业务的地方法人金融机
构等多项全国全区首创业务。

北部湾银行还主动搭建面向东盟的
金融开放合作平台，与全球 30 个国家和
地区超过 221 家银行建立密押代理行关
系，其中包括东盟地区8个国家38家银行
机构，先后协办、承办中国—东盟金融合
作与发展领袖论坛、中国—东盟市长论
坛、国内金融合作同业峰会等大型活动，
谋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北部湾经济区和
东盟区域性产业合作，不断扩大金融市场

“朋友圈”。
强化科技赋能推动业务创新。北部

湾银行持续完善国际结算等重要系统及
对外互联互通，为跨境电子商务和外贸综
合服务等新业态市场主体提供一站式跨
境结算和融资服务。探索数字人民币在
中国—东盟合作、边境贸易等特色场景的
应用，加强国际业务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打造跨境金融线上化服务体系，多措并举

服务好区内外向型经济市场主体开
展国际商贸合作，推动畅通企业“一

带一路”海上贸易大通道建
设，积极为中资企业

“走出去”和外
资企业

“引进来”提供金融支持和本地化服务，助
推跨境投融资便利化。

2024 年上半年，北行实现贸易融资
投放量 264.91亿元，跨境收支量 20.65亿
美元（其中跨境人民币收付量 69.87 亿
元）、结售汇量10.88亿美元。

创新服务模式 深度融入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城市商业
银行优化资产配置结构提供了新方向。
从经营战略的角度考量，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的部署推进促使城市商业银行及时
将资金向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倾斜，实现资
产配置的持续优化。在‘一带一路’倡议
实施初期，基础设施建设是重中之重，加
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多为发展
中经济体，巨大的潜在融资需求为城市商
业银行在交通、能源、通信等主要基础设
施领域打开广阔的金融服务空间。”北部
湾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此，北部湾银行主动融入共建“一
带一路”建设，围绕钦北防等“一带一路”
重点地区，积极探索金融服务新模式，综
合运用贷款、境外债券、贸易运单融资、供
应链金融等多元化投贷金融产品，支持基
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国际贸易、跨境金
融业务开展等，创新推出“产业链+物流+
贸易”的服务模式，打通物流、商流、信息
流、资金流，助力广西产业链、供应链服务
能力的全面提升，全力推动支持“一带一
路”建设，为广西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
路”大格局提供更多“北行方案”。

同时，聚焦广西“一区两地一园一通
道”建设，北部湾银行加大对西部陆海新
通道、平陆运河沿线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
支持等，深入推进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工
作，助推广西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奋力谱
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北部湾银行抢抓发展机遇 提升“一带一路”金融服务水平
■ 丁翊轩 黎春怡

2024 年以来，广西南
宁市金融运行总体平稳，
存贷款总量稳定增长，信
贷资金持续向实体企业、
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倾
斜，为首府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存款增速平稳
增量占比居全区首位

6 月末，南宁市本外
币存款余额 1.49 万亿元，
同比增长 5.2%；比年初增
加 555.46 亿元，占全区存
款增量的 34.4%，居全区
第一位。

从结构看，财政性存
款增量占比近五成，非银
存款同比小幅多增。1—6
月，南宁市财政性存款增
加 256.24 亿元，同比多增
102.93 亿元，增量占各项
存款增量的46.2%；非银行
业 金 融 机 构 存 款 增 加
41.09 亿元，同比多增 2.58
亿元。

贷款增长稳健
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
调节，发挥好结构性货币
政策工具的激励带动作
用，推动贷款总量保持合
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
化。6月末，南宁市本外币
各项贷款余额 2.29 万亿
元，同比增长8.2%；比年初增加1172.82亿元，占
全区贷款增量的 41.6%，同比提高 4.04 个百分
点，居全区第一位。

从货币政策工具使用看，为南宁市经营主
体提供资金占全区比重超四成。1—6月，累计
通过各项货币政策工具向南宁市经营主体提供
资金 431.82亿元，其中，累计发放再贷款、再贴
现 403.77亿元，同比多增 50.57亿元，累计通过
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向合格法人金融机构提
供激励资金0.44亿元。

从结构看，企（事）业单位贷款新增占比超
九成，住户贷款保持同比多增。1—6月，南宁市
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080.01亿元，占各项贷
款增量的92.1%；住户贷款增加78.65亿元，同比
多增3.24亿元。

从投向看，金融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力度不断稳固。金融助力工业稳增长不断加
力，1—6月，南宁市工业贷款增加 211.69亿元，
余额同比增速 10.3%，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2.06
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贷款增加 120.04 亿元，
同比增长 12.6%，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4.36 个百
分点；薄弱领域信贷获得不断增强，南宁市小
微企业贷款、普惠小微贷款分别同比增长
19.7%、17.1%，分别高于全区 4.09个和 0.17个百
分点。

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达到历史最低值

畅通利率传导机制，引导金融机构综合运
用货币政策工具和“桂惠贷”财政贴息政策，
将 5年期以上LPR下降 25个基点、再贷款利
率下调等政策传导至实体经济。1—6月，南
宁 市 新 发 放 企 业 贷 款 加 权 平 均 利 率 为
3.47%，同比下降 0.26 个百分点；新发放
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为 3.45%，同比下
降 0.38 个百分点，企业和个人住房贷
款利率均为历史最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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