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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特色金融是在中国特有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下，随着市场的变化，不断改革、发展、创

新出的适合中国自身发展特点、符合时代发展方向、符合国际市场发展的，不断演化和升级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金融市场。绿色金融、惠普金融等金融市场也根据不同的市场需求和

环境衍生出不同的金融市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

共生共荣。我国金融业取得的成就，是在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

革中取得的。金融业在为创造经济奇迹提供支撑的同时，也推进了自身的现代化。党的十八

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之路

。&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金融业围绕支持实体经济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两大主题，不断

深化改革，综合实力不断提升，风险防控取得明显成效。银保监会、证监会则专职微观监管

职能，包括金融机构的微观审慎监管，以及消费者保护等行为监管的内容。而宏观与微观之

间，以及&ldquo;一行两会&rdquo;与其他有关部门间的协调则由金融稳定委员会负责，共同构

成&ldquo;一委一行两会&rdquo;的中国特色金融监管体系。  

2022年1月14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对强化银行保险机

构关联交易管理、推动关联交易乱象整治、防范利益输送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构建中

国特色银行业保险业公司治理机制，促进银行保险机构高质量发展。2022年1月23日，中国人

民银行会同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证监会联合印发《金融标准化&ldquo;十四五&rdquo;发

展规划》，明确七个方面的重点。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特色金融行业前景展望与市场供需预测报告》共十七章

。首先对特色金融进行基本介绍，其次对中国特色金融行业政策进行分析，再深度剖析了我

国传统金融和特色金融市场的发展。随后，报告对我国特色银行业、证券业、信托业进行了

细致的透析，然后报告对中国惠普金融、绿色金融，产融结合的特色金融市场运行情况进行

的分析，接着对中国特色金融市场的改革开放、升级、创新阶段进行分析。报告还对中国粤

港澳大湾区及其他地区的特色金融进行重点分析。最后详实分析了我国特色金融市场投资状

况，并对特色金融市场未来发展做出了科学的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商务部、财政部、中企顾问网、中企顾

问网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

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体外诊断有个系统深

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体外诊断相关市场，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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