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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浙江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广东

省珠江三角洲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之

后，不久前，国务院又批准福建泉州为全国

第三个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泉州市长黄

少萍说，国务院批准设立泉州金改区，是中

央鼓励并尊重自下而上改革的重要举措，也

是支持地方政府探索金融改革的一种尝试，

具有重要意义。

民办特区的时代需求

泉州经济几乎是清一色的民营经济，被

誉为“民办特区”，发达的民营经济是泉州金

改的沃土。改革开放以来，泉州民营经济年

均增速超过 30%，创造了闻名全国的“晋江经

验”。全市拥有各类民营企业 13 万家，拥有

亿元企业 1497 家，中国驰名商标 87 件，上市

公司 77 家，位居全国前列。泉州实体经济实

力强大，工业总产值连续 20 年居福建首位，

形成纺织服装、鞋业、石油化工 3 个产值超千

亿元，装备制造和建筑建材 2 个产值超 500 亿

元的产业集群。运动鞋和旅游鞋约占全国

40%，石材出口量占全国 55%，工艺陶瓷约占

全国 65%。不仅如此，泉州民间资本也非常

雄厚，本地资本和侨资可能高达 2 万亿元，民

间资本运作有很大的作为空间。

泉州的诚信文化造就了泉州良好的金

融生态环境。诚信为本，抱团合作是泉州企

业家的特质之一，企业之间经常在原材料供

应、货款支持、资金拆借方面互相关照，相互

之间口头承诺手写借条就可以把上千万资

金打过去。国家各个专业银行也乐于在泉

州 设 立 分 行 。 全 市 共 有 银 行 金 融 机 构 31

家，小 微 企 业 货 款 余 额 超 过 千 亿 元，截 至

2012 年 11 月，全市不良贷款仅占 0.52%。

泉州金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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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金融发展环境等方面，都

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银企联姻 以创新求发展

泉州金改，立足于一个“实”字。黄少萍

告诉记者，泉州过去靠实业起家 ，现在靠实

业当家，将来仍然要靠实业发家。立足于泉

州民营经济发达的沃土，泉州多个金融机构

各显神通，采用各种创新办法，打通金融资

本与产业对接通道，建设实体金融试验区。

中国建设银行泉州分行行长黄汾告诉

记者，今年以来，泉州区域建行结合泉州民

营经济发达，小微企业众多的区域特点，加

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管理机构建设和资源

配置力度。目前，该行已成立了 5 家小企业

经营中心专营机构，分别为泉州、晋江、石

狮、南安、惠安 5 个小企业经营中心。组建

了 13 支小企业服务团队，金融服务基本覆

盖全市各个县（市、区）域。加快流程改造步

伐，使办理单笔贷款时间从 15 天以上压缩

到 7 天至 10 天。同时，为满足不同生命周

期、不同需求、不同实力的小微企业融资需

求，该行自年初以来，通过向上级行争取各

项小微企业新产品的试办权，取得了所有总

行年初推出的新产品经办权，逐步完善了小

微产品的体系化建设。年初至今，该行在原

有“成长之路”、“速贷通”品牌下，陆续推出

了“信用贷”、“善融贷”、“助保贷”、“供应贷”

等一系列新产品，丰富了小微企业信贷产

品，破解了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针对无法提供抵押物的优质小微企业，

该行提供小微企业“信用贷”产品；针对为大

中型企业做配套的上下游小微企业，该行推

出“供应贷”和“金银仓”产品；针对无法提供

足额抵押物的小微企业，该行提供“助保贷”

产品；为简化和方便客户申请贷款，该行推

出“网银循环贷”产品。2012 年，该行“信用

贷 ”等 创 新 产 品 已 审 批 通 过 141 家 ，金 额

20842 万元，贷款陆续投放。此外，泉州区域

建行还创新推出个人助业贷款业务，今年前

11 个月累计发放个人助业贷款 6.86 亿元，支

持了 611 户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截至

2012 年 11 月底，全行小微企业客户占全行

对公客户数的 51.56%；贷款增速高于全行对

公贷款增速 5.4%。

泉州银行是一家服务地方经济的区域

性银行。针对泉州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众多

的情况，围绕区域专业市场、产业链、批发市

场，制定了“特色市场、特色服务”策略。一

方面，建特色支行。在石狮、水头、安海、英

林四地设立 4 家特色支行，专业化经营，组

建小微业务营销团队，专门对接小微金融服

务。另一方面，推专属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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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土特色行业或商圈的特

点所制定的石狮布料、南安水暖、水头石材

等八大特色行业融资服务方案项下的“特色

贷”产品系列，已成为当前我行服务小微企

业、助力实体经济的主推业务，正在进一步

向本土其他特色行业、商圈开放推广，业务

口碑迅速提升。

从 2008 年开始，民生银行泉州分行毅然

转变发展策略，确定了聚集小微金融，服务地

方实体经济的发展道路。民生银行泉州分行

始终坚持“立足地方，服务小微”的宗旨，创新

理念、创新机制、创新服务，着力打造“精细

化、专业化、特色化”三大金融服务工程，取得

了银行与小微企业共同成长的新成效。泉州

分行首创的“银村合作”模式及“商圈销售链”

开发模式，小微服务成为主要业务来源。在

过去的 4 年中，泉州分行贷款增长 75 亿元，其

中小微贷款增长 51 亿，占比 73%。

民生银行泉州分行首推“特色商户卡”

工程。2012 年初，民生银行泉州分行针对金

融服务需求开展市场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

示，泉州仅有 36%的小微企业有信贷需求，民

生银行泉州分行以“让小微商户享受现代金

融服务”为目标，在全国范围内首推“特色商

户卡”，该卡具备“结算全免费、流水送贷款、

服务全方位”特点，向小微企业大幅让利，截

至三季度末，该卡发卡量已超过 5 万张。

在传统的信贷资源之外，积极探索金融

服务小微企业的新模式，目前已形成了“联

保联贷”等 30 余项产品在内的综合性产品

体系，有效地满足小微企业多样化金融服务

需求。

民生银行泉州分行扎根基层，积极探索

专业化管理模式，依托各县市区特色行业鲜

明的特点，全面推行石狮纺织产业支行、水

头石材产业支行、晋江制鞋产业支行等 11

个“特色支行”工程，为客户提供专业化融资

服务；同时分行还成立了体育用品包装融资

中心及家电行业融资中心，专职专业发展小

微融资服务。

民生银行泉州分行还组建独立的现场

贷后检查团队，推行独立贷后。分行成立了

一支 12 人现场贷后检查团队，实行贷后独

立交叉检查，提高对客户经营情况变化的掌

控能力。该措施的推行，成功使该行与多起

不良资产擦肩而过。三季度末整体小微贷

款不良率控制在 0.18%的较低水平。

民生银行泉州分行首创小微城市商业

合作社建设。小微城市商业合作社，是在新

的经济形势下“政府搭台、银行承接、企业获

益”的共赢模式的成型。它仿照商会组织模

式，搭建资源共享和价值撮合的平台，成立

互助合作基金，重点建设鞋服、水暖、石雕、

木雕、茶叶等行业合作社，扶持当地小微企

业发展，切实解决小企业融资难、经营成本

高等困难，提升区内企业的生命力与竞争

力。截至目前分行已建立 15 家小微合作

社，成立了 6 个小微互助合作基金，并累计

为合作社授信 6 亿元。

各类专业、区域以及民办银行的创新服

务，有力破解了泉州市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风正帆悬会有时

泉州金改不仅植根于民营经济发达的

沃土，还面临快速突破、快速成长的良好空

间。泉州金改要努力打造西岸乃至全国的

“台港澳侨资集聚中心”和“实体金融服务中

心”，力争走出一条具有泉州特色的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之路。具体将做到：拓宽金融资

本和产业的通道，提升产业整体素质。通过

金融改革，迅速壮大金融服务业，为实体经

济发展提供更加充足的产业资本，助推泉州

传统产业高端化、成长型产业集群化、战略

性新兴产业规模化，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

伐。力争到 2015 年，形成 5 个超千亿元产业

集群，和一批超 500 亿元、100 亿元产业集

群，实现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产值 1.4 万

亿元以上。

国内外经验表明，企业融资难、金融机

构放贷难，很大程度是因为信用不健全、信

息不对称，而地方政府熟悉本地企业、个人、

民间资本等情况，在解决上述“两信”问题有

明显优势。因此，泉州金改的重点之一是打

造服务实体经济的“区域金融”平台：一是明

晰职能边界。明确区域内各相关主体的职

能边界，特别是明确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监

管、发展和改革的具体职能，探索地方政府

的创新空间，形成相对完善的区域金融组织

体 系 和 监 管 体 系 。 二 是 构 建 区 域 信 用 体

系。政府牵头构建征信平台和信息平台，让

这一系统能提供更多有效信息，实现信息的

充分交流和共享，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引发

的资金风险、利率偏高等问题。在此基础

上，推广信用评级，通过对区域每一个经济

单元，如家庭、个人、企业进行评级，为金融

机构有效识别风险做好环境保障。三是培

育地方金融主体。做大做强地方金融法人

机构，加快小贷公司、典当行、融资性担保公

司、村镇银行、民间资本登记管理中心、民间

资本管理公司等区域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

和建设，打造最了解泉州企业状况和金融需

求、又能弥补大型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薄弱

环节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竞争主体。

据黄少萍介绍，泉州金改的主要目标可

以初步概括为建设“四个试验区”，实现“三

个基本”。“四个实验区”：一是巩固泉州实体

经济发达的优势，打通金融资本与产业对接

通道，建设实体金融试验区；二是有效利用

民间资本，引导规范民间资本发展，建设民

间金融创新试验区；三是加强诚信体系建

设，营造和谐的金融发展环境，建设金融生

态试验区；四是积极拓展两岸三地金融合

作，促进金融资源集聚和利用，建设台港澳

侨金融合作试验区。“三个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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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泉州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黄少萍表示，泉州金改既是机遇，又是

挑战。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改革中

将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一方面，我们

将大力发扬泉州人“爱拼敢赢”的优良传统，

坚定信心，大胆实践，勇于创新，先行先试，

力争在金融改革上率先突破。另一方面，泉

州金融改革更离不开中央及省委、省政府的

大力支持和指导。目前，如何引导体制外金

融规范发展、加强地方金融机构及金融监管

体系建设等，仍然是我国金改的重大课题。

希望国家放宽限制，突破现有政策框架，留

足政策空间，放手支持在泉州区域内的一些

大胆探索。

河南是中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也是

重要的畜牧业大省，猪、鸭、鸡的饲养量均居

全国前列。丰富的畜牧资源造就了双汇、华

英、大用、永达等一批国内外知名的农业龙

头企业，形成了猪产业链、鸭产业链以及鸡

产业链，这些产业链条有效地带动了河南相

关产业的快速发展。

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

永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河南畜牧资源

充 足、气 候 适 宜，鹅 产 业 发 展 前 景 十 分 看

好。如果有一家或者几家大的龙头企业带

动一下，完全可以快速形成“鹅养殖加工业”

上下游产业链条。

鹅的高贵与价值与生俱来

鹅是由大雁驯化而来，因而鹅不同一般

的牲畜家禽，自古以来，鹅就能入诗入画，是

高雅、大器和优美的象征。“羲之换鹅”、《咏

鹅》之说也已成佳话；作为食材，鹅也是餐桌

上的上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

进步，鹅的价值不断被开发和利用，从鹅肉、

鹅血、鹅绒到鹅裘皮等，鹅产品一直是高收

入群体、高端消费者追求的高端享受。

鹅，朴实高雅，姿态轩昂，素食自律，食

草节粮，产品绿色，有“水清草绿好养鹅”的

说法。同时，鹅抗病能力强，发病率低，适合

广泛养殖。

在畜产品中，鹅是唯一可观、可品；可

食，可加工；可初加工，可深加工；可满足初

级市场需求，可满足高端奢侈品市场需求的

产品，契合了国内外消费者的需求变化的最

新方向。

国内外市场需求旺盛

从国内市场看，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新

世纪以来，消费者对畜禽产品的要求将向低

脂肪、低胆固醇、高蛋白、营养平衡、安全保

健的方向发展。同时，随着高收入阶层的形

成和不断壮大，时尚理念深入人心，对奢侈

型消费品的需求不断增加。

从国外市场看，“鹅绒皮制裘”具有轻、

薄、暖、软、洁白等特点，御寒性能胜于狐皮和

貂皮，其绒面飘逸洒脱，在欧美等西方国家，

鹅绒裘皮是一个时尚的代名词。更有甚者，

“鹅肝酱”在现代欧洲菜系中担任着重要角

色。而在法国菜里头，有着世界三大美食之

一头衔的便是法式煎鹅肝了。鹅业权威专家

朱士仁曾将其概括为“国外无竞争对手，国内

无进口压力”。王永苏告诉记者：“从此可以

看出，鹅产品的国内、国外市场需求十分旺

盛，这就需要有眼光的企业家们去进一步努

力开拓。”

畜牧业的鹅时代已来临

实际上，在河南省畜牧业生产加工业的

发展历史上，鹅产业虽然姗姗来迟，但鹅产

业发展的各种铺垫和条件正在日趋完善，河

南畜牧业发展的鹅时代即将到来。

首先是相关的支持政策陆续出台。《国

务院关于支持河南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

若干指导意见》指出，河南要推进农业结构

战略性调整，向农业深度和广度进军，加快

发 展 现 代 畜 牧 业。《河 南 农 业 和 农 村 发 展

“十二五”规划》对农业和畜牧业结构调整

进行了具体部署，提出了“积极推动种植业

加快向果蔬、花卉园艺调整，大农业向畜牧

业调整，农村经济向农产品加工业调整”的

“三调整”方针，要求进一步壮大禽类生产，

大力发展豫北、豫东肉禽和豫南水禽生产

基地，重点发展集约化规模养殖场，同时鼓

励 龙 头 企 业 加 大 技 术 攻 关 和 技 术 创 新 力

度，重点开发符合消费结构变化、市场潜力

大的新产品。

其次是河南省各级领导对农产品精深

加工和鹅产业提出很高的要求。特别是对

于农产品加工领域的后起之秀河南大白鹅

集团，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省长郭庚茂、副

省长刘满仓纷纷给予厚爱，郭庚茂带领河南

—港澳经贸交流活动的重点企业莅临香江

亲自推介，卢展工则勉励要继续搞好农业产

业化，带动更多农民走向富裕。

再者，媒体对鹅产业的关注度也不断升

温。2011 年，河南省经济战略学会委员朱士

仁经过 6 年的考察和研究，发出了“谁有条

件谁养鹅”的号召，并对全省养鹅业开展有

计划、有目标的指导。今年，《河南日报》以

《鹅产业亟待“振翅高飞”》为题，呼吁有眼光

的企业家投身发展鹅业精深加工龙头企业，

促进产业的升级换代。紧接着《中国经济时

报》等媒体陆续刊发相关长篇通讯，详实报

道了河南鹅业发展乃至畜牧业发展和农业

转型中具有节点作用和标志意义的河南大

白鹅集团，把关注鹅产业发展提到了一个从

未有过的高度和温度。

黄河滩地更加适宜养殖

人多地少是河南的省情，将来比人多地

少更约束经济发展是人多水少，发展现代农

业和现代畜牧业必须走资源节约集约型的

发展道路，河南省畜牧业的内部结构也正在

积蓄和转型。

鹅是草食类禽，鹅易粗饲、少疾病、喜群

居、能放牧、风餐露宿，便于管理。春夏吃青

草、秋季吃粉碎的干草、秸秆、藤蔓、树叶等，

有利于集约节约利用农业资源，有利于促进

目前面临就业难的农村中老年群体就业。

据专家考证，河南省境内西起灵宝市东

至台前县沿黄河南北两岸的 2643 平方公里

内的黄河滩区，是养鹅的最佳所在。若能以

发展“草地农业”的创新思维适当退耕还林、

还草，实施林、农、草、鹅生态结合，饲养成本

低，饲养周期短，经济周转快，不仅能够大幅

度提高养鹅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能

通过放养鹅群给林地、草地施上优质有机

肥，促进林草生长发育，提高产量，还能就地

充分收集落叶、农作物秸秆和干草制作干叶

粉、干草粉喂鹅，变废为宝，从而产生巨大的

生态效益。

立足民营经济沃土 加强创新探索
——泉州金融改革波推浪涌景象万千

河南：鹅产业发展前景看好
——访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永苏

■ 本报记者 刘云涛 李振峰

■ 本报记者 王惠兵 王为民

中共泉州市委常委中共泉州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市政府副市长

付朝阳在泉州金融改革总体方案获批发付朝阳在泉州金融改革总体方案获批发

布会上答记者问布会上答记者问

中国建设银行泉州分行行长黄汾中国建设银行泉州分行行长黄汾

介绍介绍““提升金融服务效能提升金融服务效能、、支持实体经支持实体经

济发展济发展””的经验做法的经验做法

泉州银行副行长赖建军就金融服务泉州银行副行长赖建军就金融服务

小微企业有关问题接受记者采访小微企业有关问题接受记者采访

产业聚焦

产业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