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中国银行业经营环境发生了巨

大变化，对银行业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加快建设创新型银行势在必行。近年来，中

国银行业在行业规模、经营业绩、发展质量

和效益、国际地位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这完全得益于改革创新，由此可见

创新是银行之魂，是发展的不竭动力。同

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与国外先进

同业相比，与国内经济转型要求相比，与创

新较快行业相比，与金融消费需求变化相

比，我们的创新还存在着差距。我认为，银

行业创新应重点围绕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顺应科技进步和市场发展，加大
科技创新，为银行持续发展注入活力。中国

银行业在科技创新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

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在这方面，建行一直

将信息技术的发展作为产品创新的驱动

力，努力抓住新技术、新模式带来的创新机

会，构建新的营销模式、客户服务模式和运

营模式，大力推进电子银行、移动金融、智

能终端、新一代 IC 卡应用等方面的产品创

新，提升客户体验。

近年来，建行持续加大在电子银行领

域的科技投入，电子银行已经成为了建行

科技创新最重要的领域之一。截至今年 6 月

末，建行电子银行账务性交易量占比达

44%，已超过自助和柜面渠道成为最主要的

交易渠道；理财产品销售电子渠道占比达

62%，成为重要的产品销售渠道。建行正在

努力将电子银行建设成为用户体验优秀、

产品功能丰富、营销与服务能力强大、业务

创新作用突出、风险控制水平先进的“国内

领先、国际一流”的电子银行体系。

2012 年，建行还在国内银行业内率先

推出了可支持 B2B、B2C 交易的“善融商

务”电子商务金融服务平台，以“亦商亦融”

为主要特色，消费者在该平台上选购商品

时，可以网上申请分期付款，是科技与金融

的有机结合。截至今年 6 月末，“善融商务”

电子商务平台注册会员数突破 150 万，交易

额近百亿，融资规模达到数十亿，居同业前

列，形成了较强的市场影响力。这也是建行

科技创新、惠民便民的一个成功案例。

二是立足实体经济，加快产品创新，为
银行转型打好基础。无论是企业还是银行，

进入一个新的领域都必须有相应的产品去

联结客户和企业、去抢占市场。产品创新是

银行能否成功转型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国

有控股商业银行，产品创新必须立足于支

持实体经济，使产品创新成为连接银行与

实体经济的重要纽带。

建行的产品创新，立足于服务实体经

济，把扎根实体经济、支持实体经济、与实

体经济共成长作为产品创新之依归。金融

是现代经济核心。通过产品创新，建行充分

发挥银行的金融媒介和资源配置作用，推

动有效需求转化，将金融资源更有效率地

投向城镇化、小微企业、民生服务、消费、

“三农”等领域，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重视提升客户体验、满足客户需求，是

建行产品创新的重要原动力。建行顺应现

代商业活动联系日益紧密的趋势，大力推

进供应链金融、现金管理、资产托管等领域

的产品创新，为客户提供包括定价、产品、

流程、授权等在内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当前，利率市场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

制改革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多层次

资本市场快速发展，建行把握机遇，对传统

的本外币存贷款业务，在计息、支取方式等

要素上进行灵活的产品创新，提升自身的

定价、议价能力。大力开展外汇市场、货币

市场、债券市场、大宗商品、新型投行、银行

理财等新兴业务领域的产品创新，提升代

客交易的做市与创新能力。

为 更 好 地 满 足 实 体 经 济 发 展 需 要 ，

2013 年上半年，建行完成产品创新同比增

长 387%，并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三是围绕优化流程，加强管理创新，提
升效率和效能。管理创新是银行增强核心

竞争力之所在，也是支撑其他创新的基础。

当前社会对银行创新的关注更多集中在产

品创新和科技创新方面，因为这些创新的

成果会直接作用于客户和市场，更具有外

在性，但要做好产品创新和科技创新，就必

须眼睛向内，审视自身在管理方面的差距

和不足，并通过管理创新调整优化内部组

织架构、优化流程、优化资源配置，完善相

应的体制和机制，去支持其他创新。就银行

业组织架构来说，国外大型银行的组织架

构，国内银行不可能完全套用，国外银行业

务单元化管理体制，尽管国内许多银行学

习模仿，但真正能成功移植并发挥效力的

银行不多。所以国内银行要通过创新探索

出适合自身的有效的管理模式，切实增强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当前，管理创新的一个重要驱动力是

适应监管部门强化资本刚性约束的监管要

求，如通过大力开展资产支持票据、信用违

约互换（CDS）、担保债务凭证（CDO）等资

产证券化或类资产证券化相关领域的创

新，转移资产风险，减少资本占用。严格执

行监管部门关于理财产品资产投向等相关

要求，大力开展资产管理领域的创新，将企

业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创新转化为私募

债性质的标准化债权资产，研究设立独立

的资产管理平台，拓宽银行以及银行代理

资金的投资渠道，满足机构客户、私人银行

客户的投资需求。

可以用一组数字说明流程优化、管理

创新所蕴含的巨大潜力。为改进全行的作

业模式、操作流程、营运效率，2010 年起，

建行大规模开展了两批共 32 个战略成本

管理项目的研究实施，取得良好成效；为

支持网点营销服务转型，提升客户与柜员

体验，启动了前后台业务分离项目，再造

网点业务流程，已上线的对公结算业务客

户办理时间由分离前的全行平均 5 分钟缩

短为 2 分钟左右，单笔业务办理客户等候

时间节省 62%；为进一步提高网点综合利

用效率和客户服务能力，深入推进营业网

点“三综合”建设，通过推进单功能营业网

点转型、推行综合柜员制等举措，网点营

销服务岗位人员占比由 31%提高到 43%。

这些都是建行向流程要效率、向管理要效

益的成果体现。

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银行业在

加快创新的同时，要吸取历次金融危机的

教训，保持清醒头脑，把风险防控放在首

位，全面加强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全社会也

要以宽容的态度对待银行创新，在政策和

法律环境方面对银行创新给予支持，为创

新工作营造“试错、容错、纠错”良好的生态

环境。

加 快 提 升 创 新 能 力加 快 提 升 创 新 能 力
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 王洪章

绿色政策 设计与效能并重

“通过绿色信贷，辽宁省银监局也真正
做到了从‘指腹为婚’到‘媒婆’的角色转
变。”辽宁省银监局副巡视员刘文义说，“在
省银监局的带动下，辽宁省银行业积极转
变理念，出台相关制度办法，完善信贷管理
模式，强化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扩大信贷
有效投放，有力支持了全省节能环保产业
的发展。”

合理布局政策和建立多部门协调联动
机制，做到设计与效能并重，是辽宁省银监
局真正落实绿色信贷政策的“抓手”。在各
部门互通环保标准、产业政策、新建扩建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环境违法案件、安全生产
和银行绿色信贷等方面信息的基础上，明
确对环境违法企业联合采取措施，共同进
行有效惩处，形成了打击环境违法企业的
工作合力。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辽宁省银监局辖
内新行业累计发放绿色贷款 947 亿元，其
中，2013 年前 9 个月支持发放 290 亿元，占
2011 年以来发放总量的 31%，支持了 543
个企业、456个项目的发展建设。

“今年 5 月份，针对一些企业的环境污
染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情况，省银监局
联合省环保厅下发通知，对全省 26 家企业
的环境违法问题进行了通报，要求银行机
构对相关违法企业一律停止新增贷款，原
有的贷款限期压缩收回。这一举措真正戳
到了违法企业的痛处，纷纷加大环保投入，
积极整改。”辽宁省银监局统计处处长王易
寒介绍。

截至今年 9 月，辽宁省首批 26 家环境
违法企业中，已有 4 家企业整改完毕。其
中，阜新环宇橡胶（集团）有限公司在通知
下发一个月内，就投入 500 万元更新设备，
拆除违建锅炉，后经环保部门验收，摘掉了
环保不达标的帽子。

绿色产业 投入与效用并重

“蒲河在沈北新区境内长度 33 公里，
流域面积 298 平方公里，河床窄深，河宽 30
米至 50 米，过去，是当地名符其实的臭水
沟。”沈阳七星元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马佳介绍。

昔日的“臭”蒲河，正成为沈阳市一张崭
新的生态名片，其中的“奥妙”就来自盛京银

行为沈阳七星元公司提供的绿色信贷支持。
尽管蒲河水系整治项目资金缺口较

大，但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盛京银行认为
该项目发展前景较好，具有绿化、水土整治
等多项功能，并符合绿色信贷的相关要求。
因此，根据工程进度，盛京银行为七星元公
司分期放贷 6 亿元，用于项目涉及的征地
拆迁、绿化湖泊湿地工程、景观广场工程、
拦蓄建筑物管理用房工程等，为项目的按
期完成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

绿色信贷不仅“绿”在项目，还“绿”在
办事效率和信贷优惠政策上。“在蒲河水系
整治项目上，我行开启了绿色信贷审批通
道，加快贷款审查投放效率，第一时间将信
贷资金支付到位，并适当给予一定的贷款
定价等优惠政策。在推动项目顺利建设并
完工的同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及经济效
益。”盛京银行信贷管理部总经理高峰说。

值得关注的是，绿色企业经过大浪淘
沙，凭借优质的前景已成为辽宁省各大银
行积极拼抢的战略客户。如国电东北环保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是沈阳当地环保骨干企
业，目前公司主营污水处理、污泥处置、再
生水项目的投资、运营，是东北地区规模最
大的污水处理企业，具备 1000 吨/日污水
处理能力。

辽宁建行公司部副经理唐浩介绍，结
合国电东北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资金使
用特点和近年项目上马较快、规模较大、资
金需求量大的特点，辽宁建行及时调整营
销策略，全力开展对该公司下属的北部污
水处理厂、国电仙女河污水处理厂等重点
项目周转资金需求营销，累计投放贷款 13
亿元。

对像国电东北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这样的绿色企业，辽宁建行开通了绿色信
贷通道，在充分的调研、筛选以及专业评估
之后，对绿色环保企业实行特事特办，以最
佳效率为企业“插队”贷款。同时还制定了

《授信审批沟通管理实施细则》，明确授信
审批业务相关条线、部门之间沟通交流的
详细规定，敞开了审批条线与经营条线之
间的沟通渠道。

“明确授信审批实现，实行差别化管
理。在保证经济效益可持续的前提下，我行
会从行业、客户、产品三个方面对专业评
估，在完成盈利的同时承担起社会责任。”
唐浩说。

绿色信贷 风险与成效并重

绿色信贷理念已被大部分金融机构所
接受，审慎看待绿色信贷各个环节中存在
的风险，也成为辽宁省各家银行工作的重
点。以盛京银行、辽宁建行为代表的商业银
行已在人员组织、运行流程、信息处理等方
面建立自身系统内部的环境风险管理体
系，全面推行绿色信贷执行体系，使风险与
成效并重。

“盛京银行充分发挥金融资源配置和
信贷杠杆调节作用，持续加大对绿色信贷
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在为绿色信贷打通
了一条绿色通道的同时，在风险控制上也
建立起一套从人员组织到环保信息处理的
专业体系。”盛京银行行长王春生说。

具体来看，在信贷项目审核阶段，盛京
银行重点关注客户及其重要关联方在建
设、生产、经营活动中可能给环境和社会带
来的危害及相关风险，严格实行一票否决
制，对存量贷款客户进行环保审核，对环境
违法企业授信业务制定了“限制新增、逐步
收回”的管理政策。在贷后管理过程中，盛

京银行还实行动态管理，及时掌握企业环
保验收信息，合理安排信贷资金，有效防范
信贷风险的发生。近年来，该行累计否决不
合规贷款 27 亿元，通过限贷、收贷等方式
提高绿色信贷占比。

生态关系民生福祉，生态关乎民族未
来。在参与建设“青山、碧水、蓝天”新辽宁
的过程中，各家银行都将围绕新兴产业战
略发展重点，继续实施绿色信贷政策，为助
推辽沈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
环发展，构筑生态辽宁、美丽辽宁，提供强
有力的金融支持。

辽宁建行副行长韩民介绍，在参与绿
色信贷过程中，该行按照监管部门相关要
求，严格执行有关贷款用途、贷款期限、贷
款资金拨付等方面的要求，切实加强对涉
及环境和社会风险行业的信贷资金管理，
确保信贷资金使用合规合法。对违反国家
环保政策的业务，在授信申报环节即可被
人工合规审查或监控系统发现并进行预
警，及时终止该笔业务。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9 月末，该行绿色
信贷余额已达 162亿元。

辽 宁 绿 色 信 贷 大 步 向 前
本报记者 孙 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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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银行粤东地区首家网点成立

亚 洲 进 出 口 银 行 论 坛 年 会 举 办

本报讯 日前，亚洲进出口银行论坛第 19 届年会
（AEBF）在福建武夷山市举办。此次年会由中国进出口
银行主办，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
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等 9 国的出口信用机构和亚洲
开发银行派员与会。

会议期间，各成员机构围绕“在富有挑战性的全球环
境下深化区域合作和互联互通”的会议主题各抒己见，并
共同签署了《亚洲进出口银行论坛第 19 届年会共同宣
言》。在《共同宣言》中，各机构表达了在当前富有挑战性
的国际环境下，发挥亚洲各国具有互补性、贸易往来密切
的优势，进一步加强机构间合作，推动人员、商品和服务
的流通，促进信息和技术的跨境交流，优化区域经济结
构，构建共赢合作、深度一体化的亚洲共同体的共同愿望
和决心。 （李 文）

本报讯 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汕头异地支行
日前举行开幕典礼，该支行为恒生在粤东地区开设的首
家网点。

“凭借《CEPA 补充协议六》所带来的政策便利，恒生
在汕头设立异地支行，这是本行布局粤东、拓宽广东省服
务网络的重要举措。”恒生中国执行董事兼行长林伟中表
示，作为粤东区域中心城市，汕头市具备良好的营商环境
及活跃的商业氛围。恒生汕头支行将密切配合当地市场
需求，为客户提供多元化的产品及专业、便捷的服务，助
力区域金融事业的健康发展。

（金 曦）

交行：“上门”服务

江苏东台市农商行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用信贷支持

渔民减船转产，退“捕”还“养”，科学从事海上鱼、贝壳等

经济类海产品养殖，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赢局面。

图为养殖贝类喜获丰收的东台弶港镇渔民正将一袋袋文

蛤运上岸。

王长江摄

10 月 1 日下午，一位老先生匆匆走进交行山东省
分行和平路支行的营业厅，柜员赵晓娟得知老人急需
20 万元现金赶回老家救治在工地受伤的儿子。此时，
系统切换电汇无法操作，支行库存现金仅有 12 万元。
面对心急如焚的老先生，赵晓娟立即联系相熟识的热心
客户，请他们存入现金，并主动延长工作时间等待他们
的到来。5 点 10 分左右，热心客户带着现金匆匆赶
到，赵晓娟迅速进行清点，完成了存、取款交易，老先
生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简单重复着：“交行好，交
行好！谢谢！谢谢！”

10 月 3 日，交行湖南省分行某客户持其夫人一张银
行卡在自助设备取款后忘记取卡，被设备自动回收。由
于该客户夫人刚诞下一子，不能亲自到银行核实身份取
卡。交行考虑客户急需用钱的情况，调配专员利用下班
时间主动上门核实，为客户送还卡片。

交行湖北省分行花桥支行客户杜女士经营公园游乐
项目，“十一”期间火爆的生意令其零钞周转出现问题。
而该行对公客户天然气公司每天都会存入大量零钞。得
知客户需求后，网点工作人员每日清点完毕即通知杜女
士换取零钞，解了客户的燃眉之急。

10 月 4 日，一位老太太在交行湖南省分行支行营业
厅因低血糖晕倒，支行工作人员买来葡萄糖及热饮，拿出
毛毯盖在老人身上，并紧急拨打 120 急救电话和客户家
人电话，其中一位工作人员一直握着老太太手，守在旁边
为老人擦拭汗水⋯⋯

这些案例仅仅是交行服务的缩影。早在 2009 年，
交行就制定了 《关于为严重老弱病残等特殊客户做好银
行服务的通知》 的管理办法，明确了为严重老弱病残等
特殊客户做好银行服务的要求。目前该行对于部分风险
较大的，按规定必须本人亲临柜台办理的业务，如挂失
业务后续业务、密码修改业务、卡密码解锁、自助设备
吞卡的领取等，遇有特殊客户 （如行动不便的病人、老
人等） 确实无法亲自到柜面办理业务时，在做好风险防
范的前提下，特事特办，上门服务，提供便捷、人性化
的服务。 （秦 倪）

合理布局政策和建立多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做到设计与效能并重；建立自身系统内部的环境风险管理体

系，全面推行绿色信贷执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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