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世界投资者周】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 

世界投资者周（简称“ WIW”），是由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简称“ IOSCO”）牵头

组织的为期一周的全球性运动，旨在提高人们对投资者教育和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并强

调证券监管机构在这两个关键领域的各项举措。  

为使更广泛的投资者可以从其组织开展的投资者教育和保护工作中获益， IOSCO 下

设的中小投资者委员会（ C8）在 2016 年悉尼会议上提出举办“世界投资者周”活动的

倡议。  

2024 年，世界投资者周活动于 10 月 18 日 -10 月 25 日开展，以“科技和数字金融”

和“可持续金融 "为主题，面向广大投资者加强投资基础知识宣传普及，引导投资者树

立理性投资、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理念。  

 

一、发展科技金融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发展

科技金融能够更好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助力企业技术创新，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近年来，我国科技金融快速发展，有力推动了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深度融合。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今年 8 月末，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13.6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3.4%；科技

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 3.09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2%。  

进一步提升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力度、广度、精度，要构建以科技信贷、科技保险 、

股权投资和多层次资本市场为基本架构的科技金融体系，充分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精

准导向作用，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流向科技创新和科技型企业。针对科技型企业轻资产、

无抵押、高投入、长周期的特点，完善评估体系，加强数据共享，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

链条、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  

二、发展绿色金融  擦亮高质量发展鲜明底色  

总书记强调：“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我们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发展绿色金融，引导资金投向

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有助于促进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环境 改善，助推绿

色低碳发展。  

目前，我国已形成以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为主、多种绿色金融工具蓬勃发展的多层

次绿色金融市场体系，本外币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余额均居全球前列。  

截至今年二季度末，绿色贷款余额 34.76 万亿元，同比增长 28.5%，其中碳减排支

持工具累计撬动碳减排贷款超过 1.1 万亿元；绿色债券余额 1.99 万亿元，累计发行超

过 3.7 万亿元。推动绿色金融更好支持经济社会绿色转型，要持续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

系，提升绿色金融服务供给质量效率，建立健全常态化信息共享机制，促进绿色金融合

规有序发展。加强跨部门跨领域协作，强化顶层设计，完善激励机制，形成推动绿色金

融发展的合力，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流向绿色低碳领域。  

三、发展普惠金融  使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  

总书记指出，“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

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 ”。近年来，我国普惠金融发展

取得积极成效，金融服务的可得性、覆盖面、满意度持续提高。  

截至今年 7 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到 32.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授信户数

6239 万户，已覆盖超三分之一经营主体。全国涉农贷款余额 50.4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6%。推动金融改革发展成果惠及越来越多群众，要构建涵盖信贷、保险、理财的综合

普惠金融体系，拓宽普惠金融服务领域，为 “三农”、小微企业、特定群体等提供质优

价廉的专属产品。优化普惠金融发展环境，健全普惠金融信用信息体系，完善差异化监

管政策，统筹普惠金融发展与安全。  

四、发展养老金融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妥善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百姓福祉。截至 2023

年底，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2.97 亿人，占总人口比重 21.1%。发展养老金

融，有利于优化和扩大养老服务供给，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  

更好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层次、高品质健康养老需求，要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障

制度体系，推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促进和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

支持商业保险机构开发商业养老保险和适合老年人的健康保险。推动养老金融产品创新，

丰富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加大对健康产业、养老产业、银发经济的金融支持。加

强对投资者的引导，增加养老财富储备，不断提高养老金融服务质效。  

 

五、发展数字金融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当今时代，数字技术作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力量，日益融入经济社会

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发展数字金

融，有利于促进金融领域产品和服务创新，更好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以数字技术更好助力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要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改造进程，抓好金

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提高数字金融治理水平，健全适应数字金融健康发展的监管制

度。完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加强金融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力度，针对不同人群

提供差异化、精准化的数字金融产品，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质效，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  

 

注：本文转载自《经济日报》，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原发布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