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推进金融改革，主要有两大策略。一种是涉
及全局性的金融改革，这种主要通过宏观层面上总揽
全局的顶层制度设计，进行自上而下的统一部署。还
有一种是具有专项性质、以试验区形式推进的区域金
融改革，泉州金融改革试验区就是一个例子。后者是
采取“先试点、再总结、后推广”的模式，尊重“自
下而上”的市场选择，泉州在这方面的探索应力争成
为全国的典范。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就是要把资源配置到最有效
的领域和产出较好的部门。中小企业现在普遍面临的
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资本性的融资缺口，这主要
受自身规模和效益的影响，中小企业很难进入资本市
场筹集资金；另一个是债务性的融资缺口，没有足够
的抵押物和适宜担保，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难度
很大。针对这些问题，应该有效地把金融资源投入到
中小企业中。同时，区域性金融政策实施应当依据改
革进展情况及时纠偏，有效预防区域性金融改革可能
产生的负面效应。

泉州金改要在抓住泉州重点、特色上做文章。要
善用现有的金融资源，并加以整合和组织，引入金融
资源服务实体经济。要打造地方金融创新体系，发展
适合地方经济转型和经济特色的新金融。

在产品体系方面，建议泉州每年做金融产品创新
的评选，积极创新引入全国好的金融产品。在金融服
务体系方面，建议引进市场化机构去创建新的金融机
构。泉州创新招商引资的方式和手段，譬如把优秀的
中小企业信息收集起来，通过各种渠道发布到全国，
使得中小企业和现代金融组织的信息对称，譬如发行
中小企业债券，通过这一系列平台、产品、组织、工
具的配合，打造完整的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体系。

泉州金改有很明确的特色。中国企业出现融资
难、贵的问题，并非资金量不足，而是资金转换环境
出了问题：宏观政策上金融业门槛过高，金融体制服
务、创新能力跟不上。在金融改革试验上，首先应当
从国家政策上降低金融业准入门槛。其次在征信体系
建设上引入市场竞争，健全社会法律体系建设。根据
泉州地理位置和特色，还可在金改中做新尝试，如给
予“一行三会”相关优惠政策，吸引台资商业银行来
泉州设立分支机构，形成改革亮点。

我国金融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经济发
展的实际需要还有一定距离，未来应该进一步降低金
融机构准入门槛，大力引进民间资本，推动利率、汇
率市场化，在金融创新和风险监管上保持平衡，在风
险可控制范围内推动金融的大发展。

泉州民间资本很丰富，但是需要钱的小微企业没
有钱，金融机构和民间资金又不愿意给小微企业，因
为风险太大。所以金改关键的一点就是要解决资金如
何能够向小微企业流动。要突破现有机制体制进行金
融创新，做到既能保障资金提供者的利益，又能使资
金使用者便宜便捷拿到资金。未来泉州金改要探索包
括中小企业债券等金融创新产品，让更多的民间资金
直接进入实体经济通道。泉州金改是在传统产业转型
过程中由政府主导的“预防式”为主的金融改革，在
民间信用尚未被破坏的前提下，相对容易取得成效；
而在民间信用遭到破坏后，“应景式”的温州金改则
难以在短期内取得进展。

泉州金改的成效，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观察周期，
未来还应在金融创新上做更多探索，让更多资金进入
实体经济。

泉州金改的主题是明确的。泉州金改把信用体系
建设作为一项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重要和积极的意
义。征信体系建设从行业来说，只是信息中介服务，
在交易层面是很小的，但它是金融乃至市场经济的基
础措施。

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信用体系建设的经验表
明，它需要政府的协调推动，适时引入市场机制并规
范政策、立法、监管等问题。对泉州而言，做好征信
体系，一要建好征信的服务体系，这个是主体;二要
规范监管体系并做好信息的采集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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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志宏（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

尊 重 市 场 的 选 择

汪路（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副主任）：

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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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龙（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让更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

郭田勇（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

中心主任）：

降低金融机构准入门槛

陈鸿桥（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

打造地方金融创新体系

引得活水 润泽百业
北 方

自 2012 年 12 月获批“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综合改革试验区”以来，泉州市围绕

建设“改革创新示范区”主题，拓宽金融改

革创新的广度和深度，以破解小微企业金

融服务难题为突破口，以打开金融资本进

入实体经济和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两

个通道”为抓手，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下，金

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的积极性得到释放，

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步伐正在加快，

小微企业也从改革中尝到了甜头。

作为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民营经济

聚集区，实体经济始终是泉州市最重要和

最活跃的经济细胞。数据显示，截至 2013

年底，泉州市已拥有“中国驰名商标”105

枚，上市企业 82 家，销售额超 1500 亿元企

业 3个、超 500亿元 3个。

在实体经济平稳发展的另一面，泉州

也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遇到了实体企业

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一边是

少数大企业、优质企业被银行追着放贷，

另一边却是数量众多的中小微企业的贷

款需求难以满足。泉州市统计显示，只有

约 25%的小微企业有过银行贷款经历。

国务院出台的《总体方案》为从源头

上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打开了政策

之门。金改方案在建设多元化金融服务

体系、规范民间融资、发展地方金融机构、

推动两岸金融合作、优化金融发展环境方

面都有较大的突破或预留了一定空间。

泉州市希望通过 5 年左右的努力，基本形

成与泉州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分层有序

的金融组织体系，基本建成主体多元、充

满活力的金融市场体系，基本建立形式多

样、功能完备的金融产品创新体系。

红利开闸百业兴。一年来的实践表

明，金改正在成为推动泉州实体经济转型

升级、民营企业“二次创业”的发动机和助

推剂。随着政府一项项先行先试的政策

出台，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的积极性被

调动起来，扶持小微企业的创新产品不断

出现，完善的信用担保机制不断健全，小

微企业贷款手续进一步简化。截至 2013

年 11 月末，泉州市银行业小微企业贷款余

额 1589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0.5%，高于

各项贷款增幅 5.4 个百分点，小微企业授

信户数达到 7.91 万户，比年初增加 1.31 万

户。与此相对应的是，至 12 月底，全市银

行业机构不良贷款率仅为 0.57%，是全省

不良贷款率最低的地区之一。

与其他的地方性金改一样，泉州需要

面对既有金融体制框架下的许多限制，地

方政府希望中央在顶层设计上能有特别

的眷顾，也要积极发挥当地的智慧，在可

操作的范围内局部动动手术。随着改革

的深入，政府和金融机构更加深刻地体会

到局部突破的不易和局限，企业则希望改

革的步子更快一些，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

解决得更彻底一些。泉州需要解决的是

两个问题，一是金融总量要上去，一是解

决结构失衡的问题。

《福建省泉州市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经国务院批准出台一年来，这场

牵动各方的改革，正在让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大多数企业成为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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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综合

改革的主要目标是——

◎基本形成与泉州经济社会发展

相匹配、分层有序的金融组织体系

◎基本建成主体多元、充满活力

的金融市场体系

◎建立完善形式多样、功能完备

的金融产品创新体系

◎着力拓宽资金投入实体经济渠道

◎着力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着力支持薄弱领域发展

◎促进泉州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关键词
服务实体经济

服务实体经济是泉州改革中最重要
的关键词。金改一年，政府和金融机构推
出的所有举措无不以此为落脚点。

金改一年，泉州市整合过去分散在发
改、经贸、科技、财政等部门的地方金融工
作职能，成立了泉州金融工作局，专责地
方金融改革和管理服务，政府有了地方金
融延伸服务的抓手。

泉州市出台了多项配套性政策和文
件，把国务院批准出台的《总体方案》进一
步细化、实化、具体化，形成符合泉州实际
的改革创新举措。相继制定了《泉州市金
融业发展规划》、《鼓励金融业发展的若干
意见》等多个政策和文件。

金改一年，泉州市规划建设了金融信
息服务平台，初步构建起集金融信息采集
与发布、企业信息交换与共享、银企交易
在线对接等功能于一体的系统平台，泉州
金融服务网也已建成投用。

金改一年，泉州市服务实体经济的金
融市场多元化竞争格局初步形成，金融资
源开始向实体企业聚集。多家商业银行
升格为总行直管分行或设立社区银行，一
批新的基层网点和村镇银行开始扎根和
延伸。全市银行业各类信贷资金投入总
量超过 6600 亿元，新增近 1000 亿元；小
微企业信贷覆盖面由金改前的 15%扩大
到 25%；设立 1 亿元的市级中小企业直接
债务融资发展基金；全市 37 家融资性担
保 公 司 已 累 计 为 1737 家 企 业 提 供 了
98.35亿元的担保资金。

金改一年，泉州市依法依规管理金融
行业，加快完善金融法制环境，严厉打击

高利贷、非法集资、地下钱庄等非法金融
活动，保障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确保金
改的可持续推进并取得预期效果。

★着力点
帮扶小微企业

泉州金改的根本目的是形成与生态
经济相适应的金融支撑，基本要求是促进
金融资源集聚和金融服务创新，核心环节
是构筑有利于金融业充分竞争的环境和
机制。泉州金改从顶端设计，从基础做
起。泉州市金融工作局局长李清景说，泉
州金改的着力点在小微企业，着重点在小
微企业，突破口也在小微企业。可以说，
破解了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就
牵住了金改的牛鼻子。

“泉州银行业作为金改的最主要参与
者与推动者，通过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力度，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水平得到有效
提升。”泉州银监分局局长汪其臻说。到
2013 年 11 月末，全市银行业小微企业贷
款 余 额 1589 亿 元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20.5%，高于各项贷款增幅 5.4 个百分点；
全市小微企业信贷覆盖率提高到 25%，比
上年提高 10 个百分点；小微企业授信户
数 7.91 万户，比年初增加 1.31 万户，实现
了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增户扩面。

南安市水头镇是全国最大的石材集
散地，这里集中了 1500 多家石材企业。
2012 年，民生银行的“石材产业金融事业
部”在这里挂牌成立。亿顺石材公司总经
理陈秉强 2012 年从这里贷到 50 万元，
2013 年又贷到 250 万元。民生银行石材
产业金融事业部总裁兼民生银行泉州分
行负责人许宏图对记者说，民生银行在泉
州的特色和重点在于发展小微金融和产

业金融。目前全分行 60%的员工在服务
小微企业，小微信贷客户达到 1.2 万家，
是 2008年的 30倍。

如果说民生银行泉州分行是重实体，
重实效，那么泉州股权投融资服务中心则
是以创新取胜。这个中心的功能和定位
是通过构建“股权投资机构培育、专业中
介机构聚集、企业股权投融资服务”3 个
平台，实现“资本要素资源聚集、企业股权
投融资服务、上市企业培育孵化”3 项功
能。中心成立一年来，已经引进各类投资
及管理机构和中介服务机构 30 家，为全
市 25 家企业引进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资
金 3.12亿元。

创新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是泉州金改
的另一亮点。为破解以往小微企业“先还
后贷”难题，2013 年初，泉州银监分局开
展小微企业还款创新试点，泉州银行 4 月
份推出的“无间贷”还款方式，既减少了企
业续贷的手续和时间，也化解了银行的信
贷风险。至今已累计办理“无间贷”业务
226 笔，贷款金额 4.61 亿元，为 158 户企
业节省资金 695 万元。同时，泉州银行以
行业或产业集群为小微金融精细化管理
单元，针对布料、石材、水暖、鞋材等几大
专业市场，制定了相应特色专属营销服务
方案，形成“一市场、一方案、一办法”的整
套专业市场小微企业融资服务模式；通过
首创“公会+企业+银行”的布料商户联保
贷款模式，实现“银—企—商圈”三方共赢
并衍生出“互助基金担保融资”模式，为小
微企业开辟了新的融资方式。

★补短板
强化涉农金融

对大多数农村居民和涉农企业来

说，金融网点少和金融手段少是制约农
村金融服务的主要瓶颈。

福建省农信联社泉州办事处主任
陈金德介绍说，去年以来，泉州农信
系 统 进 一 步 加 快 了 农 村 网 点 建 设 步
伐，在泉州的边、远、偏地区，农民
正在看到农村金融机构越来越多的身
影 。 目 前 泉 州 全 市 营 业 网 点 达 到 437
个，占全市银行业机构的 2/5 强，也是
泉州当地网点最多、覆盖面最广的银
行业机构。

与此同时，普及农村电子金融服
务 的 步 伐 也 在 加 快 。 全 市 已 布 设
ATM/CRS 机具 1048 台，自助终端 407
台，自助机具覆盖率达到 331.43%，分布
于 广 大 农 村 的 小 额 支 付 便 民 点 达 到
1918 个，安装“福农通”2.1 万部。金
融服务站、金融便利店以及弹性错时
服务模式等也成为服务农村地区的新
型金融业态。这些具体有效的金融服
务手段，使大多数农户足不出户就能
够完成金融交易。到 2013 年底，泉州
农信系统用户的电子交易替代率达到
83.52%，这个数字已经与城市居民相
差无几。

金改一年，啼声初试。泉州市的
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业都倾注了
大量的热情和智慧，也收获了喜悦和
成果。泉州市市长郑新聪说，金改只
是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泉州市
将从进一步做优政策、做大规模、创
新产品和优化环境等方面，围绕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突破金改
关 键 环 节 ， 建 立 健 全 金 改 支 撑 体 系 ，
促进优质金融资源集聚，推动金融与
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助推产业转型升
级取得更多更好的实效。

金改正成为推动泉州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民营企业“二次创业”的

发动机和助推剂。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的积极性得到释放，民间资

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步伐正在加快，小微企业也从改革中尝到了甜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