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福发改函〔2022〕31 号

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对深圳市福田区第八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代表建议第

20220018 号的答复函

沈忠诚、吕伟红、陈婷、李志建、陶然、钟雄,黄金城、黄思浩、

林养植、周利、肖绍国和朱正安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在福田区构建数字资产金融综合服务平台的

建议》收悉。我局高度重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持续夯实数字资产底座

一是构建数字金融赋能体系。依托福田区金融优势资源，

2021 年，成功培育 2 家企业上市，助力 3 家企业完成 IPO。知识

产权质押融资登记金额17.754亿元，同比增加325.5%,全市第3；

全年共发行 4 支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规模为 6.735 亿，入池企

业 52 家，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二是大力构建金融科技融合生态。

推动上市全国首支金融科技指数——香蜜湖金融科技指数，设立

首个金融科技专项奖——香蜜湖金融科技创新奖，以湾区国际金

融科技城、国际金融科技生态园打造“金科双园”联动发展格局，

汇聚国家金融科技测评中心、招银云创等一批重大、稀缺金融科



技资源，以及华锐金融技术等细分赛道领军金融科技企业。三是

试点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深圳数据交易有限公司上线试运行

“数据交易平台 1.0”，相关数据交易规则及基础制度快速落地，

数据交易已覆盖金融、司法、物流等 15 个行业，首批交易订单

215 笔总额超 3 亿元，全国首批跨境数据交易额近 1000 万元，

数据交易合规安全生态圈初具雏形。四是福田区在中国人民银行

深圳市中心支行的指导下，积极推动数字人民币预付式消费平台

的建设，该平台利用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技术优势，可实现预付

资金智能监管、消费者合法权益有效保障、助力行业健康有序发

展等多重效果。数字资产金融服务平台可探索研究利用数字人民

币智能合约技术实现预付资金智能监管功能。五是积极发挥中小

微企业融资政策引导，已制定了中小微新能源企业融资担保补贴，

最高支持 10 万，对从事智能硬件研发的初创型科技企业，按照

其上一年度获得融资金额的 5%，给予最高 100 万元的支持，并

可按照 70 元/平方米给予最高 100 万元租金支持等；积极引导银

行、金融机构发放金融产品，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小微贷款

等业务，按照业务发展指标给予单个机构年度最高 200 万元支持。

二、不断强化数字安全建设

一是推进建设包含区块链、可信数据系统的新数据平台，目

前通过向全区发函征集区块链和可信数据应用场景，共收集区块

链的场景 7 个，可信数据平台场景 12 个。目前已完成各场景电

话第一轮调研，对场景的需求、可行性以及下一步计划指明了方



向，正在进一步完善对接方案。二是继续推进隐私计算平台建设，

现已与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确认隐私计算平台建设方案，完成在

福田区数据中心的系统部署。已与相关金融企业达成初步意向，

共同推进基于隐私计算平台的数据开发利用试点场景落地工作。

正在进一步探索与非银企业合作，进一步推进面向保险行业的风

险评估、创新创业情况分析等应用场景落地。三是强化数字金融

安全建设及应用。“百行征信信用普惠服务”完成测试，成为首

批完成测试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以新兴技术赋能金融“惠

民利企”；央行贸易金融区块链平台完成应收账款多级融资、再

贴现通道等多项场景服务，参与推广应用的银行达 50 家、实现

业务上链 5 万余笔，累计业务量超过 2259 亿元人民币。

三、拓展数字金融应用领域

一是推动大湾区算力中心试点金融领域。粤港澳大湾区数字

经济研究院(以下简称“数字经济研究院”)顺利落地合作区。数

字经济研究院由战略级科学家、前微软公司全球执行副总裁、美

国工程院院士沈向洋牵头成立,主导建设算力中心,建设首期已

达到全球数字经济超算前 50 名,是支撑大湾区数字经济各垂直

领域发展的基础架构与系统。数字经济研究院已首期投运湾区数

字经济与金融超级计算集群,正式启动“金融超脑”项目,该集群

是目前全国范围内少有的、也是华南地区唯一在超大规模下高精

度与混合精度大型超算集群。二是畅通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推

动广东省供应链金融创新合规实验室落户新一代产业园，促进产



业链、数据互通；4 月 28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

东金融支持受疫情影响企业纾困和经济稳增长行动方案》（粤府

办〔2022〕13 号），明确提出了“鼓励金融机构与广东省供应链

金融试点平台对接合作，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工

作要求。该试点平台是由省供金实验室搭建，除为省供金试点工

作提供服务外，还致力推动金融机构由传统的主体信用向数据信

用、物的信用和主体信用三位统一转型，精准滴灌产业链供应链

上中小微企业。有关产融创新平台的工作思路已获广东省地方金

融监管局和福田区领导初步认可和同意，将在福田先行先试，整

合区内金融资源，以产业链核心企业、供应链管理公司为抓手，

为中小微企业搭建基于产业链、供应链数据的融资通道，并进一

步将其打造为广东省促进产融创新与规范发展的公共基础设施

平台。三是创新修订《深圳市福田区支持文化旅游体育产业发展

若干政策》，制定“文化+金融”系列支持条款，通过设置“贷款

贴息支持”“知识产权质押支持”“企业融资支持”支持项目，降

低企业融资成本，鼓励文创企业通过多种渠道加强融资、扩大经

营规模；设置“文化产业专项基金支持”“文化投资基金项目落

户支持”，推动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源相结合，实现文

化金融优势互补；设置“担保费用支持”“风险补偿支持”，建立

风险补偿机制，高效利用金融资本降低投资风险，充分运用金融

的手段、方法、服务撬动文化产业持续发展。

四、下一步重点工作



（一）着力打造金融平台

一是强化供应链金融。搭建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推动金融

机构与核心企业之间融资信息数据共享，打造成本可负担、利益

可共享、商业可持续的供应链金融服务新模式，鼓励辖区企业积

极参与广东省供应链金融创新试点。二是探索搭建专业化金融科

技产用对接平台。推动深圳国际金融科技研究院注册落地，鼓励

金融科技企业设立博士后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打通科技成果

转化“最后一公里”。

（二）聚力发展金融创新

一是支持依托省供金实验室推动我区产融创新工作，使金融

创新和金融合规并行，防范过度产业创新引发金融违规风险。二

是我区积极动员鼓励产业核心企业、供应链管理企业参与产融创

新，积累数字资产，丰富应用场景，同时用好辖区产业资金申报

平台和福 i 企等平台沉淀积累的政务数据和产业数据。鼓励金融

科技企业参与数据赋能转化，形成产业核心企业、金融科技企业

和金融机构联动的产融联合创新模式。

（三）大力拓展融合应用

一是持续完善“文化+金融”支持政策，加大政策协同配合

力度，按照差异化、精细化、科学化原则，加大对重点项目的金

融支持，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金融机构，完善对薄弱领域的

金融服务，引导国有资本投资我区文化创意企业。探索构建多级

联动机制，实现跨层级、跨部门、跨行业合力推动文化与金融合



作发展的局面，不断完善“文化+金融”深度融合发展的制度基

础，为文化产业端和金融资本端形成长久有效的衔接机制提供政

策保障。二是持续完善中小微企业融资政策，畅通中小微企业融

资渠道。

特此回复。

感谢您对福田发展的关注和支持！

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

       2022 年 7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