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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特色金融市场竞争战略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

了特色金融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特色金融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特色金融行业的现状、

中国特色金融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特色金融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特色金

融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特色金融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特色金融行

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第一章　特色金融基本介绍

 1.1　特色金融的定义及特点

 1.1.1　中国特色金融含义

 1.1.2　金融机构体系特点

 1.1.3　金融体系融资结构

 1.2　特色金融相关概念辨析

 1.2.1　特色金融与传统金融

 1.2.2　特色金融与金融改革

 1.2.3　特色金融与金融开放

 1.2.4　特色金融与金融创新

 第二章　中国特色金融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2.1　特色金融行业相关政策综述

 2.1.1　金融对内改革政策

 2.1.2　金融对外开放政策

 2.1.3　金融生态补偿制度

 2.1.4　金融创新相关政策

 2.1　中国特色金融细分市场重点政策解读

 2.1.1　金融科技市场政策

 2.1.2　绿色金融市场政策

 2.1.3　惠普金融相关政策

 2.1　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政策分析

 2.1.1　金融监管发展阶段

 2.1.1　金融开放市场监管

 2.1.2　金融监管改革建议



 2.1.3　金融监管改革方向

 2.1.1　金融监管创新发展

 2.2　中国特色金融细分市场监管政策

 2.2.1　银行市场监管措施

 2.2.2　证券市场监管重点

 2.2.3　保险市场监管情况

 第三章　2021-2023年中国传统金融市场发展情况分析

 3.1　中国传统金融主体及特点

 1.1.1　我国对外投资规模

 1.1.2　社会融资规模状况

 3.1.1　传统金融市场主体

 3.1.1　传统金融体系特点

 3.1　中国传统金融发展存在问题

 3.1.1　金融短板有待补齐

 3.1.2　信贷结构有待优化

 3.1.3　绿色金融有待拓展

 3.1.4　乡村振兴有待加强

 3.1.5　银行伴随潜在风险

 3.1　中国传统金融行业发展建议

 3.1.1　补齐金融短板

 3.1.2　调整信贷结构

 3.1.3　贯彻绿色金融

 3.1.4　夯实脱贫攻坚

 3.1.5　发展金融科技

 3.1.6　防范银行风险

 3.1　中国传统金融未来发展方向

 3.1.1　市场化改革加速

 3.1.2　网点重新定位

 3.1.3　行业加速分化

 3.1.4　客户结构转变

 3.1.5　人才需求旺盛

 第四章　2021-2023年中国特色金融行业发展综合分析



 4.1　中国特色金融行业发现状

 4.1.1　中国特色金融核心优势

 4.1.2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成效

 4.1.3　中国特色金融建设重点

 4.1.4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变化

 4.1.5　中国特色金融对外开放

 4.1.1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启示

 4.2　中国特色金融体系建设情况

 4.2.1　中国特色金融市场体系

 4.2.2　中国特色金融机构体系

 4.2.3　中国特色金融产品体系

 4.2.4　中国特色金融监管体系

 4.3　中国特色金融治理体系建设

 4.3.1　金融治理体系架构

 4.3.2　金融治理体系制度

 4.3.3　金融治理体系布局

 第五章　2021-2023年中国特色银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5.1　中国银行业市场运行情况分析

 5.1.1　银行业整体运行情况分析

 5.1.2　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现状

 5.1.1　股份制商业银行发展情况

 5.1.1　区域性商业银行转型发展

 5.2　中国商业银行市场改革发展

 5.2.1　中小银行改革

 5.2.2　国有商行改革

 5.2.3　政策性银行改革

 5.3　中国开放银行迭代升级

 5.3.1　中国开放银行发展历程

 5.3.2　中国开放银行发展现状

 5.3.3　中国开放银行面临挑战

 5.3.4　中国开放银行发展趋势

 5.4　中国商业银行战略转型与升级



 5.4.1　资源投向结构化调整

 5.4.2　零售金融轻型化转型

 5.4.3　金融科技赋生态价值

 5.4.4　理财公司竞合式发展

 5.4.5　特色化经营成为方向

 5.1　中国银行业金融科技升级

 5.1.1　商业银行发展问题

 5.1.1　银行业务创新特点

 5.1.1　数字银行构建情况

 5.1.2　数字银行发展趋势

 5.1　各银行特色业务创新发展

 5.1.1　广发银行

 5.1.2　农业银行

 5.1.3　光大银行

 5.1.4　北京银行

 5.1.5　成都银行

 5.1.6　长沙银行

 5.1.7　台州银行

 第六章　2021-2023年中国特色证券业发展状况分析

 6.1　中国证券市场双向开放发展

 6.1.1　中国证券外资券商情况

 6.1.2　中国证券双向投资情况

 6.1.3　中国证券双向开放项目

 6.1.4　中国证券双向开放前景

 6.1　中国证券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6.1.1　证券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

 6.1.1　证券业数字化转型现状分析

 6.1.1　证券业数字化市场资金投入

 6.1.1　证券业券商数字化转型升级

 6.1.2　证券业数字化转型相关建议

 6.1　中国证券市场创新发展情况

 6.1.1　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推进



 6.1.2　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6.1.3　坚持科技赋能创新发展

 6.1.4　推出实体经济创新产品

 6.2　中国财富管理市场发展情况

 6.2.1　管理市场现状

 6.2.2　客户群体分化

 6.2.3　商业模式转型

 6.2.4　重视客户体验

 6.2.5　数字应用发展

 6.2.6　对外开放发展

 6.3　中国资本市场特色发展之路

 6.3.1　中国资本市场核心功能

 6.3.1　中国资本市场运行特征

 6.3.1　中国资本市场特色主体

 6.3.1　中国资本市场特色发展

 6.3.1　中国资本市场特色体现

 6.1　中国互联网基金行业投资状况

 6.1.1　互联网基金市场投资概况

 6.1.2　互联网基金市场用户分析

 6.1.3　互联网基金市场投资前景

 6.1.4　互联网基金市场发展建议

 6.1.5　互联网基金市场投资前景

 第七章　2021-2023年中国特色信托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7.1　中国信托市场运行情况分析

 7.1.1　中国信托行业发展历程

 7.1.2　中国信托行业管理规模

 7.1.3　中国信托公司业务收入

 7.1.4　中国信托行业市场竞争

 7.1.5　中国信托公司市场排名

 7.1.6　中国信托行业发展建议

 7.2　中国特色信托行业发展特征分析

 7.2.1　传统信托业务面临挑战



 7.2.2　信托业务发展特点分析

 7.2.3　信托市场对外开放发展

 7.2.4　信托业务的数字化转型

 7.2.5　信托行业制度创新特征

 7.2.6　信托业务创新发展趋势

 7.3　中国特色信托行业主要原则

 7.3.1　服务实体经济是首要使命

 7.3.2　人民群众需要是唯一宗旨

 7.3.3　推动社会进步是重要责任

 7.3.4　依法合规经营是基本底线

 7.3.5　坚持职业操守是核心品质

 7.4　中国特色信托行业发展机遇

 7.4.1　差异化的业务和竞争特色

 7.4.2　证券投资信托是发展方向

 7.4.3　资产证券化业务成为动力

 7.4.4　家族慈善信托为发展方向

 第八章　2021-2023年中国特色普惠金融市场运行分析

 8.1　中国惠普金融市场发展现状

 8.1.1　普惠金融服务主要模式

 8.1.2　普惠金融贷款发放情况

 8.1.3　普惠金融发展呈现特点

 8.1.1　普惠金融市场发展成果

 8.1.2　普惠金融市场发展意义

 8.1.3　普惠金融发展主要措施

 8.2　中国特色惠普金融市场发展情况

 8.2.1　普惠金融市场特色

 8.2.2　普惠金融经营特色

 8.2.3　特色普惠金融体系

 8.2.1　普惠金融市场创新

 8.2.1　特色惠普金融成效

 8.2.2　特色普惠金融建议

 8.3　中国惠普金融智能化发展情况



 8.3.1　惠普金融智能化发展现状

 8.3.2　普惠金融智能化发展特点

 8.3.3　普惠金融智能化发展问题

 8.3.4　普惠金融智能化发展趋势

 8.3.5　普惠金融智能化发展建议

 8.4　中国惠普金融创新发展形式

 8.4.1　惠普金融创新合作模式

 8.4.2　惠普金融三农创新思路

 8.4.3　惠普金融精准扶贫创新

 8.4.4　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实践

 第九章　2021-2023年中国特色绿色金融市场运行分析

 9.1　中国绿色金融市场整体发展情况

 9.1.1　绿色金融发展现状

 9.1.2　绿色金融业务范围

 9.1.3　经济低碳转型风险

 9.1.4　绿色金融激励机制

 9.1.5　绿色金融实践探索

 9.2　中国特色绿色金融市场发展情况

 9.2.1　中国特色绿色金融发展

 9.2.1　中国特色绿色金融体系

 9.2.1　中国特色绿色金融特点

 9.2.2　中国特色绿色金融产品

 9.3　中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情况

 9.3.1　中国绿色金融实验区现状

 9.3.1　中国绿色金融试验区理念

 9.3.2　中国绿色金融试验区名单

 9.3.3　中国绿色金融试验区成果

 9.3.4　中国绿色金融试验区扩容

 9.4　中国绿色金融创新的路径展望

 9.4.1　绿色金融政策方面

 9.4.2　金融国际合作方面

 9.4.3　金融产品体系方面



 9.4.4　金融技术研发方面

 9.4.5　金融市场标准方面

 第十章　2021-2023年中国产业与金融结合创新发展分析

 10.1　中国产业金融市场特色发展状况

 10.1.1　产业金融市场定义

 10.1.2　产业金融发展背景

 10.1.3　产业金融特色平台

 10.1.4　产业金融开放生态

 10.1.5　产业金融科技升级

 10.1.6　产业金融服务创新

 10.2　中国新形势下产融结合创新与发展

 10.2.1　产融结合市场概念

 10.2.2　产融结合主要模式

 10.2.3　产融结合发展阶段

 10.2.4　产融结合市场格局

 10.2.5　产融结合创新模式

 10.2.6　产融结合市场挑战

 10.2.7　产融结合发展路径

 10.3　中国农业+金融创新发展状况

 10.3.1　农业金融发展创新举措

 10.3.2　农业金融重点领域投资

 10.3.3　新型农业金融主体建设

 10.3.4　农业金融创新助力现代化

 10.3.5　农业供应链金融模式创新

 10.3.6　&ldquo;农业大数据+金融&rdquo;模式

 10.4　中国制造业+金融创新发展状况

 10.4.1　制造业金融发展基本情况

 10.4.2　制造业金融服务质量升级

 10.4.3　制造业金融创新发展成果

 10.4.4　制造业金融特色发展建议

 10.4.5　制造业金融特色投资前景

 10.5　中国服务业+金融创新发展



 10.5.1　现代服务业金融内容

 10.5.2　金融服务业扩大开放

 10.5.3　金融服务业数字转型

 10.5.4　金融服务业创新价值

 10.5.5　养老服务业金融创新

 第十一章　2021-2023年中国特色金融改革及开放阶段分析

 11.1　中国金融市场改革重点

 11.1.1　完善金融机构体系

 11.1.2　改善债务市场结构

 11.1.3　完善股票市场发展

 11.1.4　加快人民币国际化

 11.1.5　筑牢金融基础设施

 11.1.6　发展金融科技市场

 11.2　中国金融市场改革方向

 11.2.1　建设现代央行制度

 11.2.2　提升金融科技水平

 11.2.3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11.2.4　完善现代监管体系

 11.2.5　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

 11.3　中国特色金融改革开放与安全现状

 11.3.1　中国金融开放主要目的

 11.3.2　中国金融开放发展现状

 11.3.3　中国金融开放监管要求

 11.3.4　中国金融开放政策建议

 11.4　开放经济时代下中国金融发展

 11.4.1　开放经济时代中国金融现状

 11.4.2　开放经济时代中国金融政策

 11.4.3　中国金融市场外资准入要求

 11.4.4　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措施

 11.5　开放经济时代金融人才需求分析

 11.5.1　金融人才供需情况

 11.5.2　金融人才需求特征



 11.5.3　金融人才培养路径

 11.6　中国特色的金融改革与金融开放

 11.6.1　大力推进普惠金融

 11.6.2　加快发展绿色金融

 11.6.3　积极推进金融创新

 11.6.4　坚持金融对外开放

 11.7　一带一路下中国特色金融发展成果

 11.7.1　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

 11.7.2　成立创新发展中心

 11.7.3　建立科技合作关系

 11.7.4　打造绿色丝绸之路

 11.7.5　精准培养所需人才

 11.7.1　金融合作市场成果

 11.7.2　未来建设发展方向

 第十二章　2021-2023年中国特色金融升级阶段分析

 12.1　中国金融市场科技赋能带动升级

 12.1.1　数字经济塑金融

 12.1.2　金融科技促发展

 12.1.3　新基建助力金融

 12.2　金融科技

 12.2.1　金融科技基本概念

 12.2.2　金融科技技术手段

 12.2.3　金融科技市场规模

 12.2.4　金融科技应用领域

 12.2.5　金融科技发展渠道

 12.2.6　金融科技发展成效

 12.2.1　金融科技运用成果

 12.3　智能合约

 12.3.1　智能合约定义介绍

 12.3.2　智能合约科技突破

 12.3.3　智能合约数字创新

 12.4　区块链



 12.4.1　区块链金融领域应用情况

 12.4.2　区块链金融应用创新形势

 12.4.3　区块链金融应用前景展望

 12.4.4　中国区块链四大创新方向

 第十三章　2021-2023年中国特色金融创新阶段分析

 13.1　中国特色金融市场创新发展

 13.1.1　金融创新的内涵及意义

 13.1.2　金融创新市场监管环境

 13.1.3　金融创新主要问题分析

 13.1.4　金融创新发展相关建议

 13.2　中国数字金融创新与发展

 13.2.1　数字金融概念

 13.2.2　数字金融发展历程

 13.2.3　数字金融发展现状

 13.2.4　数字金融创新挑战

 13.2.5　数字金融创新建议

 13.2.6　数字金融模式创新

 13.2.1　数字金融创新趋势

 13.3　中国互联网金融市场创新发展

 13.3.1　互联网金融创新本质

 13.3.2　互联网金融商业模式创新

 13.3.3　互联网金融创新存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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