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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观察金融观察

5 年时间的探索和实践，农行云南省分行
走出了一条以惠农卡为载体、以农户贷款为
突破口、以“惠农通”工程为延伸的服务农户
的新路。

佤山旧貌换新颜

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地处滇西南中缅
边境，佤族占全县总人口的 85%，是全国两个
佤族自治县之一。

近年来，该县实施以农村危房改造为主
的“佤山幸福工程”，农行贷款帮助佤族群众
改善生活条件，告别了茅草房和杈杈房。

农行临沧分行调动全行力量，设立危房
改造领导小组，组成 30 人的信贷服务专业
队，分成入户面谈面签组、资料整理组、数据
录入组、资料审查组、贷款发放组等 5 个工作
组，把贷款发放工作延伸到村寨，搭起一站
式、一条龙信贷服务平台，通过一对一的信贷
政策宣传和解疑答惑，快速将 1 万元至 5 万元
不等的危房改造贷款发放到农户手中。

临沧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农行发放农
村危房改造工程贷款，不仅解决了群众建房
的资金紧缺，还增强了群众的责任意识、积
累意识和信用意识，相信佤乡的日子会越来
越好。

沧源佤族自治县危房改造涉及 5个乡镇、
20个建设点，农户较为分散。

截至今年 6 月末，农行沧源支行累计对
2676 户农户发放危房改造贷款 8706 万元。对

“佤山幸福工程”项目的支持树立了农行服务
“三农”的新形象。

延伸金融服务触手

对于交通不便、金融服务缺失的山区来
说，尤其需要便民的金融服务。“惠农通”工程
着力改善农村地区支付服务环境，特别是以
解决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缺失问题为目标。

怒江州地处滇西大峡谷，山区面积占国
土面积的 99%，交通不便，在过去较长时间
里，农民路难行、钱难取，享受不到现代金融

服务。
农行怒江分行高度重视“惠农通”工程

推进，抽调上百人次，翻山越岭，走村串户，
踏遍全州 260 个村委会。截至 2013 年 5 月
末，共建成惠农支付服务点 283 个，新农保代
理服务点 18 个，乡镇覆盖率达 100%，行政村
覆盖率达到 95.7%，金融服务惠及 40 多万农
村群众。

依托“惠农通”工程服务点，怒江分行成功
代理泸水、福贡、贡山等县的新农保、农村低保
项目，累计归集资金8526万元，为2.82万名60
岁以上农村老人发放养老金7448万元。

农行云南省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从滇
西的怒江到滇东北的昭通，从彝乡楚雄到白
族聚居的大理、哈尼族聚居的红河、藏族聚居
的迪庆，农行的金穗“惠农通”工程延伸到了
营业网点触及不到的乡镇、村落，给农村带来
了便利的金融服务。

截至今年 6 月末，全省在乡镇以下地区
共建有各类服务点 4401 个，投放各类电子
机具 4666台，覆盖 912个乡镇和 3672个村。

““惠农通惠农通””走出服务农户新路走出服务农户新路
梁志强

尽管贷款余额不断上升，缺乏良好的金
融环境仍是制约现代农业发展的瓶颈。

央行最新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三农”
贷款增速全面回升。截至今年 9 月末，主要
金融机构及小型农村金融机构、村镇银行、财
务公司本外币农村（县及县以下）贷款余额
16.73万亿元，同比增长 18.6%。

与此同时，农业企业的发展仍然面临资金
不足的困境。“农业企业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
就是缺钱。”海南省农业交流协会秘书长周大
卫在 10 月 22 日召开的海南热带现代农业发
展融资对接会上表示，农业企业“缺钱”实际上
缺的是支持其发展的专业金融机构。“真正能
够在农业金融模式上作出创新、引导行业发展
的金融机构太少。”如何打造现代农业的“金融
生态”，成为支持农业企业发展的关键。

抱团发展形成合力

政府、银行和企业的“抱团”，充

分发挥各方优势，为海南现代农业

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

10 月 22 日，海南热带现代农业发展融资
对接会上，民生银行与海南省政府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未来 3 年至 5 年内，民生银行将提
供 300 亿元至 500 亿元的资金支持海南现代
农业的发展。

作为海南重要支柱产业，2012 年，农业
占海南省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 24.9%，此外，
海南拥有全国 42.5%的热带土地，现有耕地
面积 1089 万亩，是发展热带现代农业的黄金
地带。

“海南对这一合作期盼已久。”海南省省
长蒋定之表示，通过政银企结合、产加销一体
的新型合作模式，将民生银行资金、信用、客

户资源等方面的优势，知名龙头企业技术、管
理、市场等方面的优势，海南热带农业特色、
稀有、安全等方面的优势，有机集聚和整合起
来，是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打造海
南农业“升级版”的高端设计和积极探索。

除了提供农业金融服务，民生银行还引
入“外援”支持海南农业企业发展。海南热带
现代农业发展融资对接会上，民生银行现代
农业金融事业部与中国水产总公司、联想投
资控股佳沃公司、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辽宁省大连海洋渔业集团公司等 7
家企业签署岛内投资协议。“民生银行选择的
是国内最好的品牌和龙头企业，带他们来参
与政银企合作，推动他们在海南的区域优势
行业上更好地发展。”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
表示，民生银行将把对海南现代农业金融支
持常态化。

三方的合作更加增添了农业企业的信
心。“此次合作给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
间。”佳沃集团副总裁刘旦表示，佳沃集团将
投资 2 亿元至 3 亿元，与海南本岛企业合作开
展海南省特色热带水果种植加工项目。正邦
集团副总裁聂小洪表示，政银企合作的模式
对农业企业今后发展将更加有利。

加快创新金融产品

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

力度小、创新进展缓慢，已经难以满

足农业企业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

“农业属于高周期的行业，对金融的需求
很迫切，但现在大部分金融机构对林权等抵
押价值并不认可，农业企业融资困难。”谈起
农业企业发展的难处，刘旦深有体会。农业
企业大多属于轻资产型，缺乏固定资产等传

统抵押品，创新抵押模式是破解农业金融服
务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现代农业发展融
资对接会上，海南省农业厅厅长江华安明确
了海南推进土地流转的目标。虽然土地流转
相关政策尚未出台，但金融机构已经开始着
手开发相关金融产品。

“民生银行创新的抵押模式使缺乏固定
资产抵押的农业企业也能获得资金支持。”
海南万钟实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李瑜生介
绍，在开发乐东县综合种植园的项目时，公
司资金比较紧张。“想找银行贷款，但公司
只有 1.8 万亩租用的土地，海南绝大部分的
银行目前都不认可使用土地经营权作为抵
押物。”

针对万钟实业的情况，民生银行创新设
计出对土地经营权进行质押融资的模式，使
其成功获得 5000 万元的授信。“这能够覆盖
公司一年的流动资金需要。”李瑜生说。

“农业企业的最主要资源是土地，而土地
产生价值的核心是能够流转。”民生银行现代
农业金融事业部总裁李林辉表示，银行等金
融机构支持农业的发展也面临缺乏风险缓释
机制的问题。

“我们希望推动在海南试点基于土地流
转的金融服务，目前已经在土地租赁权的交
易和流转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李林辉
表示，下一步，如果土地流转政策得以落地，
能够出台农业权属资源的流转流通相关政
策，特别是能够出台土地流转以后租赁权抵
押的细则，银行、保险、基金和信托等对农业
金融的参与将更加踊跃。

此外，针对海南农业的发展，民生银行还
提出了一揽子金融产品创新计划，整合社会
资本投入现代农业。其中包括推动发行规模
50 亿元的现代农业专项支持债发行区域集
合票据；成立首期海南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基
金；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支持中小企业集群

融资；组建 50 家小微农户专业合作社，提供
小微金融服务等。

开启农业金融特色模式

要创造好的金融生态，必须将

更多的金融机构“请进门”。组建中

的金融服务联盟正是民生银行农业

金融特色模式的核心之一。

“如何更好地打造金融生态，吸引更多的
资金主动进来是海南需要思考的问题。”在融
资对接会上，海南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主
任王年生如是说。

“民生银行将组织一个全国性的金融服
务联盟，计划于 11 月对外宣布成立。”李林辉
介绍，金融服务联盟就是把一些侧重服务农
业的租赁、券商、保险、私募、信托和基金公司
整合到一起，纳入联盟之中。

“民生做总包，然后按照业务的类型分包给
联盟里的公司。”李林辉表示，民生发挥其客户
资源和风控方面的优势，为联盟内的其他公司
优选客户，而券商、保险等公司则将发挥各自专
业所长，为农业企业提供“一条龙”的金融服务。

为强化对农业企业的风险控制能力，民
生银行还将建立一整套针对农业企业的评级
体系。李林辉介绍，对农业企业的信用等级
的判断将更多依靠非财务信息，如根据企业
租赁土地的面积和在行业的地位等来判定企
业的实力等。

截至今年 9 月末，民生银行共服务茶、
渔产业链有效客户 5967 家，发放贷款余额
133 亿元，同比增长 131%，其中海洋渔业贷
款首次突破百亿大关，达到 113 亿元，已经
成 为 全 国 最 大 的 海 洋 渔 业 和 茶 业 金 融 服
务商。

营造现代农业“金融生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果静陈果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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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在提升服务水平

上下功夫——

金融服务“送上门”
银行是服务窗口，一头连着各行各业，一头

连着千家万户。在中国银行遍布海内外的一万
多家网点，“急客户之所急，想客户之所想”的真
情服务每天都在发生。

“10 年前，我们把钱存在中行。没想到 10
年后，你们跑大老远的路上门服务。真是太感
谢了！”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大英镇五岔村 89
岁高龄的韩正英感动地说。

今年 7 月 18 日上午，陈璋萍拿着一张定期
存单到中行柜台取现，多次输入密码均显示有
误，急得直跺脚。

2003 年，陈璋萍的婆婆韩正英在中行存入
3.3 万元后，忘记了密码。银行规定，密码挂失
必须本人办理，但已经 89 岁的高龄韩正英哪经
得起 40 多公里山路的折腾，明明账上有钱却取
不出来。

中行工作人员当即决定：特事特办，派人派
车上门办理。随后，中行的大堂经理与两名员
工带着起草好的代办业务委托书，驱车 40 公里
来到安县大英镇五岔村，为老人办理挂失手
续。手续办妥后，还反复叮嘱老人一家办理取
款业务的相关流程。

不仅是韩正英，更多人体验到了中行的温
暖服务。今年 2 月，在三亚过冬的黑龙江老人
张长法脑干出血深度昏迷，被送到三亚市农垦
医院住院治疗。四名子女以老人的名字开立账
户，存入一笔钱用于治疗，之后却忘记了密码。

由于账户名字为昏迷中的张长法，银行即
便上门服务也无法为其办理密码挂失手续。在
这种特殊情况下，密码挂失需要走复杂的程
序。需要由法院出具判决书，指定其一子女为
监护人处理此笔款项，方可做密码挂失，但需
要较长的时间。但老人的病情不能耽误，中行
员工当即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到医院看望昏迷
住院的老人，跟老人的子女详细了解核实情
况，最终，与张长法的子女协商后，根据老人治
疗的需要，中行将老人个人账户中的钱划转到
医院账户上，专门用于治疗，解决了客户的燃
眉之急。 (杨晓宁)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以及寻找投资出路的渴

望，催生了市场对于民间金融的需求。

截至今年 9 月底，全国 7398 家小贷公司

实收资本 6658.95 亿元，贷款余额 7534.5 亿

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实体经济特别是小

微企业发展的资金需求，但随着我国经济的

转型，产业升级的深化，其潜藏的风险也在迅

速积聚，民间金融需要规范化发展。

从 目 前 来 看 ，民 间 金 融 还 面 临 缺 乏 风

险控制及监管规范等问题。其透明化和阳

光化有待提高，在监管和法律方面还有诸

多空白。

民间金融是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金融创新的重要领域。此前，国家多次出

台措施推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尝试由民

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

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在具

体的途径上，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入股金融机

构和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等，以进一步发

挥民间金融的作用。

与此同时，国家也提出要严密防范重点

领域的风险，防止民间融资、非法集资等风险

向金融系统传染渗透。有专家认为，推进民

间资本进入金融业，需明确哪些可以进入，想

要进入金融业的民间资本也要认清当前形

势，关注实体经济的情况，防范风险。设立民

营银行需有序进行，不能一哄而起。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渐行渐近，民间金融

或迎来考验，市场竞争会更加激烈，民间金融

生存空间或被压缩。为应对这种变化，业内

人士建议民间金融机构也要跟踪金融创新，

对各种金融工具加快吸收，与其他金融机构

建立合作关系，逐步走向阳光化、正规化。

可喜的是，部分地区已在民间金融的规

范化发展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继广州民

间金融街之后，成都民间金融街于 10 月 24 日

正式启动，重点搭建“成都民间金融服务中

心”平台。这一服务平台集政务、中介、融资、

交流等于一体，并组建成都民间金融服务联

盟，发挥行业自律功能，为中小微企业提供阳

光化、规范化、专业化的融资服务，以促进民

间金融的健康发展。

在积累和总结试点中的经验后，希望民

间金融在规范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将民间金融纳入规范化管理
常艳军

本报讯 记者常艳军报道：光大理财
夜市“6 个 8”便民服务平台深受投资客的
青睐，今年以来，整体销售额已突破千亿大
关，累计购买人次超百万。

光大理财夜市是光大银行去年 4 月底
开始推出的“明星品牌”。其晚 8 点起售，
起点低，收益高，配备专业线上金牌理财师
和微博互动平台，非常符合年轻投资者的
理财及服务行为需求。目前光大理财夜市
已全面升级为“6 个 8”模式，具体包括逢 8
专属（每月逢 8、18、28 推出专属高收益理
财产品）、每晚 8 点（理财夜市开始时间每
晚 8 点）、时长 8 小时（营业时间延长至凌
晨 4点）、8个购买渠道（网银、网站、手机银
行、微信银行、电话银行、网信、2 个光大网
上营业厅）、收益率尾数为 8、理财天数含 8
等服务内容。为进一步满足客户理财需
求，除了手机银行、网信购买方式，光大银
行理财夜市还推出了微信银行购买渠道。

光大电子银行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
绍，“6 个 8”服务模式的推出，是基于光大
银行对理财客户的服务需求和心理需求深
入研究提出的针对性服务措施，是为了满
足广大客户借助互联网平台实现金融理财
的需要。有业内人士指出，“6 个 8”模式的
服务升级，恰是反映了银行业在互联网金
融时代更加注重用户体验的创新思路，也
代表了银行服务发展的新趋势。

光大理财夜市销售额逾 1000 亿元光大理财夜市销售额逾 1000 亿元

本报讯 截至 9 月末，渤海银行“‘绿爱
林’——您用网银我帮捐树”活动已累计代客户
捐树近3.59万株。

据了解，“‘绿爱林’——您用网银我帮捐
树”活动是今年 4 月起，渤海银行与中国绿化基
金会合作开展的公益活动。活动期间，凡客户
使用渤海银行企业网银、个人网银、手机银行、
网上支付等电子银行渠道全年累计动账次数达
5 次及以上，或通过电子银行渠道累计购买 50
万元及以上理财产品，渤海银行即以客户名义
代为捐助爱心树种一株。该行客户将可以通过
中国绿化基金会官网查询捐树信息。

此举有效带动了渤海银行电子银行各项业
务快速增长，截至 9 月末，渤海银行企业网银客
户数同比增长 86%，个人网银客户数同比增长
243%，手机银行客户数同比增长 679%，各类电
子银行交易额同比增长 105%。 （张东方）

渤海银行——

“绿爱行动”打造绿色金融

本报讯 截至 10 月 18 日，农业银行
累计发行金融 IC卡突破 1亿张。

相关配套服务也在同步推进。目前农
业银行已全部完成 ATM、自助终端、智付
通、POS 终端等受理环境改造工作，成为
业内首家实现固话渠道全面支持金融 IC
卡的金融机构。

近两年来，农业银行高度重视金融 IC
卡业务发展，强力推进金融 IC 卡发卡、受
理渠道改造、行业应用拓展、小额商圈建设
等各项工作，成功推出了东南亚旅游卡、网
购卡、金穗 QQ 卡、中国旅游卡等深受市场
欢迎的 IC卡产品。

在不断优化金融 IC 卡发卡系统的基
础上，农业银行大力推进行业合作。目前已
开展行业合作项目 100 余个，行业应用范
围覆盖社会保障、交通管理、移动支付等多
个领域。 （杨 帆）

农行金融 IC 卡发卡量超 1 亿张

本报讯 今年 6 月至 9 月，建设银行积极
开展“金融知识进万家”宣传服务活动，取得了
显著成效。

活动期间，建行通过营业网点和电子银行
渠道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并在营业大厅设
置咨询台向客户发放宣传折页，讲解金融知
识。还通过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微信及自有短
信平台等电子渠道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教育。

建行结合宣传月活动，精心组织参与银行
从业人员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竞赛，总计举办
相关业务培训 1000 场次左右，培训人员超过
10 万人次；全行累计出动宣传人员 9.1 万人；户
外宣传点布置数量超过 3000 个，发放宣传材
料 1250 多万份，接待消费者 650 万人次；发送
公益短信 760 多万条，在各类媒体投放公益宣
传片及广告数量超过 7000个。 （周 伟）

建设银行——

“金融知识进万家”活动成效显著

渤海银行工作人员正在向客户介绍“‘绿爱

林’——您用网银我帮捐树”活动内容，鼓励客

户使用电子银行，体验绿色金融。 张东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