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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

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生力军，在稳定增长、
扩大就业、促进创新、繁荣市场和满足人民群众多
层次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促进小微企业健
康发展，已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的一致行动。重庆近
年来针对小微企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小
微经济呈现出勃勃生机，为金融的介入和支持创造
了良好的环境。

精准定位 找到金融助推城乡统筹的支点

2009年3月，国家出台《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
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统筹城乡”成为重
庆改革发展的主线。

但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于一体，区
域差距大，发展不平衡，统筹城乡任重道远。

2012年6月，重庆市提出“科学发展、富民兴
渝”的总任务，对统筹城乡做出了新的注解：

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作为首要任务，将
解决当前困难与谋求长期发展相结合，不断增强发
展活力，着力解决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重要民生
问题，努力把重庆的改革发展推向新阶段。

在这场加快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战役中，金融
的作用毋庸置疑。重庆农商行作为当地首位的金融
机构，更是充当了破解二元经济结构矛盾、服务民
生社会的主力军。重庆农商行将助推城乡统筹的支
点选在了帮扶小微企业、保障社会民生上，重庆农
商行相关负责人打了个比方：“银行经营好比盖房
子，定位准确，房子才能卖出去。地方金融机构的
资本实力和经营能力，决定了在短期内盖不了万丈
高楼，只能盖中小型楼房，正如我们的主力客户群
不在大型企业，而是小微、个人等零售客户一样。”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重庆农商行立足市情，先行先
试，探索出了“以城哺农”的模式，即做优城市批
发业务挣钱，反哺支持“三农”、小微等零售业务加
快发展，无疑这是与重庆统筹城乡发展的理念契合
的。

一方面，抓住重庆加快新型工业化建设的机
遇，倾力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紧盯重庆“6+1”
支柱产业和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传统工业“三大
万亿板块”，支持了一大批成长型企业，并与不少来
渝投资的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企业建立了业务合
作关系。

另一方面，顺应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
要求，加快拓展小微业务，制定即期及长远帮扶计
划，为小微企业、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种养
殖规模农户提供高效、优质的金融服务。

在落实小微金融战略过程中，重庆农商行推行
三大举措，构筑自上而下的传导机制：

一是在总行层面，由董事长、行长亲自带队督
导，分片区召开小微企业贷款专项工作会，明确工
作目标，强化推动执行；二是在支行层面，实行

“一把手”工程，将各支行领导班子年度绩效薪酬的
一定比例与小微企业贷款任务完成情况挂钩，充分
调动支行服务小微的工作积极性；三是总行与支行
上下联动，深入微企孵化园、专业市场、工业园区
等召开微企产品对接会和业务推介会，与当地小微
企业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为小微企业量身定制金融
服务方案，扶持小微企业加快成长。

“微企虽小，重逾‘千斤’。支持小微企业做大
做强，满足各类创业就业融资需求，以创业带动就
业，以就业促进民生，重庆农商行责无旁贷。”该负
责人表示。

重庆农商行的小微信贷数据印证了这
一点。截至2013年 3月末，小微
企业贷款余额超过540亿
元，比年初增加23

亿元，增幅4.53%，高于全行贷款平均增速0.52个百
分点；开立微企账户6.4万户，与全市80%的微型企
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微企贷款余额25亿元，约占全
市的一半，成为本土首位小微企业融资银行。

创新求变 打通小微融资“任督二脉”

对于中国的小微企业，有人曾做过一个有趣的
比喻，如果把大企业比作是中国经济的脊梁和骨
架，那么小微企业就是中国经济的血脉和细胞。血
液是否健康，细胞是否活跃，关系着中国经济这个
肌体的活力。

以重庆市为例，通过给予创业资本支持、强化
产业引导、拓宽融资渠道等措施，推动各类市场主
体创新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截至去年，已累计发
展小微企业7万多户，带动就业近60万人，小微企
业对保障和改善社会民生功不可没。

但是，小微企业这类“草根经济”往往底子薄
弱、抵押物不足，这两大“短板”使它们难入银行

“法眼”，融资需求得不到“正视”，生存环境不容乐
观。

针对这一问题，重庆农商行积极创新求变，独
辟蹊径，巧妙打通小微融资“任督二脉”：

首先，完善营销网络，敞开小微融资“大门”。
重庆农商行在总行成立小企业业务部，专职指导和
推动全行小微业务发展；在支行设置小企业贷款中
心，并根据业务发展合理配备人员，及时对接企业
融资需求，目前已在27家支行设立了小贷中心，同
时计划设立3家小微企业专营支行；在各营业网点设
立小微企业业务信息窗口，负责辖内小微企业的业
务咨询、信息交流传递。同时，充分利用现有网络
渠道和电话银行渠道，将小微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
求情况直接转至其所在地支行小企业贷款中心，竭
力为小微融资提供方便之门。

其次，优化信贷流程，把准小微融资“脉搏”。

为适应小微企业资金需求“短、小、频、急”的特
点，重庆农商行创新推出“一表通”业务，在一张
表上完成小微贷款的申请、审查和审批，资金最快1
个工作日就能到账。同时，推行“调查、审查平行
作业”模式，将支行贷前审查前移，由支行小企业
贷款中心风险经理与客户经理共同开展平行调查，
经支行审批后直接报总行双签审批，审批链条大幅
缩短，办贷效率稳步提升。

此外，重庆农商行还积极打造小微企业贷款绿
色通道，建立小微企业贷款“网上申请快速通道”，
开设“966866”电话服务直通渠道，进一步为小微
企业融资“抢时间”。

观音桥农贸市场、马家岩建材市场等地的小微
企业就因此而受益。由于缺乏抵押物，过去他们在
向银行融资时经常吃“闭门羹”。重庆农商行利用自
己决策快和流程短的优势，向这些小微企业伸出了

“橄榄枝”，及时推介“小企业联保贷”产品，帮助

企业组成联保小组申请贷款，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发
放了贷款资金，让这些刚起步的小微企业得以生存
和发展。

再次，创新信贷产品，拓宽小微融资“路子”。
重庆农商行把小微企业信贷产品创新摆在重要位
置，为小微企业金融需求量体裁衣，不断丰富业务
种类，强调产品“专属性”。

对处于起步阶段的微型企业，推出“微型企业
创业扶持贷款”；对完成了原始积累、生产经营稳定
成熟的小企业，推出“小企业发展贷”；针对专业市
场、行业协会、工业园区中经营时间较长、发展良
好但缺乏有效担保的小企业集群的流动资金需求，
推出“小企业联保贷”；对因缺乏抵质押物和有效担
保，且资金需求时间短的优质小企业，推出“小企
业无抵押贷”等。

南岸区御美香蔬菜合作社就是在当地支行的帮
助下，获得15万元“微型企业创业扶持贷款”，成功
实现了从家庭手工作坊向现代化流水线作业的转

变，目前，月销售额在10万元以上，已与南岸区众
多知名餐饮企业签订了长期供货协议。

此外，重庆农商行还积极转变经营方式，完成
了由“唯抵押”放贷到科学风险管理的过渡，有效
拓宽了小微融资之路。这些创新举措有力破解了

“贷款难”问题，激发了小微企业发展的活力。

“授企以渔”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小微企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科技含量低
下、生产成本高企，“先天发育”不良。如果单靠一
时的资金注入，仅解决临时性的需求缺口，那么只
是暂时“解渴”，难以达到激发小微企业内生增长活
力的目的。

“授企以鱼，不如授企以渔”。
重庆农商行清醒地认识到，金融机构要从根本

上支持小微企业，就要帮助他们对内强化企业管
理、提升经营效率，对外掌握行业动向、提高市场
竞争力，做到不仅“扶上马”，更要“送一程”。

重庆农商行以“优结构，扶持新兴行业；促转
型，打造特色产业”为着力点，从两个方面加大对
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一是充分发挥银行熟悉金融市场和财务管理的
优势，主动“介入”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帮助它们
实现资金的合理配置和财务的有效管理；同时，引
导小微企业收集行业动向，分析产品市场前景，并
根据宏观经济形势，适时调整经营策略，全力打造

“银企一家，合作共赢”的长期战略型伙伴关系。
二是围绕国家“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

新兴产业健康发展”的战略部署，有效运用信贷杠
杆，支持小微企业引入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设备，
加速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带动小微企业逐步向科
技创新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转变，促
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二圣茶业有限公司所在的巴山村，土层肥沃，
适宜种植茶叶，如果引入科学的种植技术，该公司
生产的茶叶产品很可能受到市场追捧。重庆农商行
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信息，主动上门调查了解企业的
茶叶品质和同类产品的市场行情，当机立断向企业
发放600万元贷款，支持企业进行厂房扩建和设备更
新，提高经营技术含量。同时，针对企业产量低、
成本高、销售不畅等问题，重庆农商行安排专人调
研企业生产运营情况，定期形成分析报告，帮助企
业找差距、出对策；并经常组织企业管理人员和骨
干员工开展交流学习，共同探讨市场开拓方法、企
业管理经验和产品营销技巧，成为企业最贴心的

“伙伴银行”。如今，二圣茶业公司资产总额近6000
万元，净利润约600万元，经营茶叶品种近100个，
拥有标准化茶园3000亩，标准化生产厂房5000平方
米，带动一大批茶农连续5年实现年收入增长10%以
上，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做出了积极贡献。

像二圣茶业公司一样，梁平“张鸭子”、铜梁
“龙绣刺绣”、鱼梦家私等一大批技术型、特色型产
业化企业在重庆农商行的扶持下逐步发展壮大。随
着国家对小微企业发展的重视和投入，经济转型和
城乡统筹的深化，小微企业发展的机遇更多，在这
个过程中，重庆农商行对草根经济的“助推器”作
用必将更好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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