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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举办全球招商大会，湾区加快培育总部基地

2021 年 12 月 15 日，深圳第三届全球招商大会举行。本届大会以“新时代、新征

程，投资深圳、共赢未来”为主题，设置 12 个海外分会场，分别是美洲的洛杉矶、纽

约、多伦多、圣保罗，欧洲的伦敦、巴黎、布鲁塞尔，亚洲的中国香港、东京，大洋

洲的悉尼、布里斯班，非洲的约翰内斯堡。大会诚邀国内外企业和企业家、投资人、

创业者参与，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各区、大鹏新区、深汕特别合作区分别展

示了招商引资成果。本次大会洽谈签约项目超 260 个，涉及投资总额超 8200 亿元，签

约项目和预计总投资额再创新高，其中不乏总部企业。同日，在深圳举行的首届中央

企业数字化转型峰会上，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表示，即将完成集团总部迁至广东深

圳，深度融入大湾区的建设发展。吸引总部对区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服务好总部，

打造领先的总部产业基地，将成为大湾区政府部门和银行业推动经济高质量的增长的

重要手段。主要关注点如下：

第一，政策支持与营商环境改善，深圳招商成果喜人。一是深圳近年连获国家政

策支持，进入了“双区”驱动、“双区”叠加的黄金发展期，迎来了“双改”示范和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先行示范城市等重大战略机遇，相关政策能为湾区的总部

企业和外商投资发展创造更大机遇，打开通往全国及世界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二是深

圳始终坚持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深圳构建了“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

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能够助力区内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建

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2021 年 2 月，深圳出台了《深圳市鼓励跨

国公司设立总部企业办法》，鼓励和引导更多跨国公司在深圳设立总部企业。三是深

圳招商成绩斐然，硕果累累。从 2019 年至今连续 3 年举办全球招商大会，深圳共招揽

项目超 630 个，计划总投资额超过 2.1 万亿元。总计有超 110 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来

深投资，招商大会也将一系列国内外知名企业的国际、区域总部收入囊中，包括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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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国际总部、字节跳动大湾区总部等。今年前 10 个月深圳市吸收合同外资 209.9 亿

美元，增长 19.8%，实际使用外资 88 亿美元，增长 24.8%。经过三年发展，深圳全球

招商大会已成为集中展示深圳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和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重大平

台，全市现有超过 2万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94 家境内外上市企业、169 家“专精特

新”企业，深圳已成为全球最具投资吸引力的城市之一。

第二，承接央企外迁，湾区总部经济有望迈上新台阶。我国目前共有 120 多家央

企，其中包括 96 家国资委出资管理企业、26 家中央金融企业，烟草、铁路、邮政等 3

家行政类央企，出版等多家文化类央企。出于个别城市规划的需要，以及部分央企自

身的区域战略转型的需求，近年已有部分央企外迁至其他地区。比如 2021 年上半年，

新组建的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新合并成立的中国中化先后落户雄安新区，9月中国长江

三峡集团总部迁回武汉。同月，新合并成立的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在上海正式

揭牌成立。大湾区目前拥有央企总部 10 家，其中港澳共 6 家，深圳、广州各 2家，区

内各城也在积极吸引更多央企总部落户。除深圳以外，广州早在 2008 年就提出了打造

“亚太地区重要总部经济区”的战略目标，为完善政策环境、创新服务提供了指引。

2018 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印发《促进总部经济发展暂行办法》，其中提出，对于新引

进的总部企业，根据产业分类、经济贡献情况、落户年限、注册资本等不同情况，每

年给予 500 万元~5000 万元等不同档次的奖励，累计最高可达 1.5 亿元。作为中国经济

第一大省的省会城市、国际商贸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广州既是广东省属国企的所在

地，同时也聚集了大量央企功能性或区域性总部。香港作为国际领先的金融重镇以及

高度外向型的经济体，吸引了诸多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截至 2019 年 6 月 3 日，母

公司在海外及中国内地的驻香港公司数目达 9040 家，其中包括 1541 地区总部。今年

以来，前海、横琴、港北等区政策利好频出，未来巨大投资机会可期，也将助力大湾

区获得央企总部更多的青睐。

第三，总部经济带动产业集聚效应，需要银行持续提升服务能力。一是提升跨境

金融服务能力。银行将实施更为便利的总部企业跨境资金收付管理制度，支持符合条

件的总部企业开设本外币合一的跨境资金池，在跨境资金池模式下集中运营管理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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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境内外资金，按照集团商业模式开展资金归集、调拨、结算、套保、投资、融资

等业务。对湾区银行来说，还可以加强三地联动，在离岸金融、离岸贸易方面为总部

企业设计更加多元化的服务模式，为深化改革创新献计献策。二是提升供应链金融服

务能力。总部企业带有产业集群的特征，银行既要服务好总部企业，优化授信业务流

程，实施差异化服务方案，同时也要考虑如何支持总部核心企业的供应链，通过贷款、

票据、信用证等方式，减少对上下游企业的资金占用，帮助中小微企业解决流动资金

紧张问题。三是提升绿色金融服务能力。在双碳达标背景下，总部企业也承担着环保、

减排的责任。银行需要创新碳金融产品，比如发行绿色债券、发放碳排放权质押贷款

等，协助总部及其关联企业满足国家监管单位关于 ESG 及绿色服务等政策要求。四是

提升个人财富管理能力。总部企业员工数量众多，其中不乏外藉人士。银行要为总部

企业员工提供财务管理、代发薪、理财投资等服务，满足员工个人资金保值、增值需

求。通过数字人民币、薪酬汇、开户易等服务，为湾区总部员工提供便捷的支付结算、

跨境汇兑等服务。通过人才贷、信用卡、按揭等服务，满足外藉员工在境内购房、安

居乐业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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