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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9 日，第二届中国西部金
融论坛在成都娇子国际会议中心开
幕。论坛以“金融政策支持与新一轮
西部大开发”为主题，分别从金融创
新与西部产业升级、统筹城乡发展
中的金融创新、联手国际资本加快
西部大开发等三方面，深入研讨支
持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金融配套政
策措施。

西部市场
三项指标快于全国

西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优化提升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
优势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
为金融机构在西部发展壮大创造巨
大的市场空间；西部加快统筹城乡
改革与发展，主动承接国内外产业
转移，将为各种金融要素在西部集
聚扩散提供持续动力。

西部各大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西
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中得到了快速
发展。其中最显著的表现是实现了
三个快于全国，一是新增银行业金
融机构数量明显快于全国。到今年 8
月末，西部地区共组建农村商业银
行 19 家，超过往年组建机构的总
数，共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203
家，占全国组建总数的 30%。西部地
区的银行业法人机构的总数占到了
全国总数的 40.6%。二是西部银行业
的贷款增长明显快于全国。到今年 8
月，西部地区银行业的贷款 9.92万
亿元，高于全国平均贷款增数 4.5个
百分点。三是涉农贷款增长明显快
于全国，到今年 8 月底，西部地区的
涉农贷款余额 2.99万亿元，同比增
长了 33.4%。高于全国涉农贷款平均
增速 5.2个百分点。
其中，四川表现尤为突出，金融

组织体系不断得到完善，全省目前
共有银行业金融机构 609 家，证券、
期货、基金公司 69 家，保险机构 54
家，金融从业人员 33.24万人。2010
年，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全市金
融业实现增加值 437 亿元，占 GDP
比重为 7.9%，金融营业税（地方）在
全省营业税中占比达到 15%，金融
业已成为四川省重要的支柱产业之
一。

四川省省长蒋巨峰在西部金融
论坛上表示，“为更好发挥金融在支
持西部大开发中的重要作用，实现
西部地区经济金融共赢发展，有必
要进一步加大金融创新力度，有针
对性地对西部实施特殊金融支持政
策：一是推动西部健全和完善金融
产业体系，发挥金融在促进经济结
构调整中的重要作用；二是推动扩
大直接融资比例，提高西部地区社
会资本形成能力；三是加大信贷支
持力度，促进西部地区产业升级；四
是提升西部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满
足统筹城乡发展中的多层次金融需
求；五是支持成渝经济区等重点区
域发展，推动西部地区梯级前进。”

新加坡淡马锡集团、欧洲投资
基金率汇丰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德
意志银行等世界 500 强金融机构在
西博会期间与四川省有关部门、市
（州）商讨金融合作，在四川省开设
新的分支机构或合作开发新的银行
和基金，投资或购买农村信用社、村
镇银行、农商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股
份等。法国安盟保险集团将赴蓉与
相关部门商讨继续扩大对川投资相
关事宜。

西部地区
数百乡镇无金融服务

截至目前，四川已经成为西部
地区金融机构数量最多、种类最为
齐全、开放程度最高的省份，金融资
源总量、存贷款余额、上市公司数
量、保费收入等指标均居全国第七
位、中西部第一位。金融后台服务中
心、服务外包中心、产权交易中心建
设快速推进。已落户建成全国性和
区域性后台服务总部 13 家，独立第
三方金融服务外包企业 30 家，西部
上市路演中心、中国林权交易所、中
国技术交易所成都分中心等陆续成
立。
成都市市委书记、市长葛红林

向记者介绍说，全国尚有 2495 个乡
镇没有金融机构，708个乡镇没有金
融服务。其中，绝大部分都在西部地
区。从 2009 年开始，银监会组织和
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解决了
708 个乡镇的服务空白和 674 个乡
镇的机构空白问题。

成都作为四川省的省会城市，
承担了更为艰巨的任务。据葛红林
介绍，“去年成都市金融业的实际增
加值占 GDP比重 7.9%，成为成都重
要支柱产业之一，全市 52 家银行机
构当中，外资银行 12 家、村镇银行 6
家。我们有外资保险机构达 12 家、
地方法人保险公司 3 家，去年保费
总收入 109亿元，增长 34%。”

此外，成都市的证券市场也十
分的活跃。全市有 44 家证券公司，
截至 2011 年 6 月份，拥有证券投资
者 214 万，客户资产 3550 亿元，上
半年累计实现交易量 1.17 万亿元，
客户交易规模全国排名第 6。全市共
有期货公司 13 家，本地法人期货公
司 13 家，交易额连续居中西部榜
首。

随着成都经济和产业的腾飞，
资本市场也取得了不错的发展。目
前，成都市共有上市辅导企业 26
家，上市资源企业 100 多家，数量居
中西部第一。近年来，成都市上市公
司规模也是加速壮大，目前成都已
有上市公司 47 家，其中 A 股 45 家、
H股 2家。A股家数排名第 6位。从
2007 年股改到 2010 年的 4年间，成
都上市公司融资 539 亿元，是过去 6
年融资额的 16 倍，16家新上市企业
融资 158 亿元，24 家上市公司再融
资 381 亿元，截至去年年底，成都 A
股上市公司总市值 3367 亿元，占当
年成都 GDP的 61%，其证券化率在
中国中西部地区位居首位。

“成都模式”
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

温州小微企业融资困局最近成
为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我国中小
企业贷款难一直是企业发展的羁
绊。

针对这一问题，中国银监会副

主席周慕冰认为，中国现阶段并不
缺少大银行，缺的是面向三农、贴近
三农和微小企业的小型、微型银行，
这给经济社会发展和金融深化带来
了很大的难题。“金融支持西部大开
发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大力发
展以村镇银行为主体的农村金融机
构”。

因此，他向记者表示，接下来银
监会将牵头向国务院提出农村小微
型企业和农户融资的政策和支持体
系；同时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
创新，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支持小
微型企业融资，比如鼓励商业银行，
援助商业小微型企业信贷合作，专
款专用；鼓励商业银行，通过专利
权、隐私版权等代表成果，拓宽小中
型企业融资渠道。
相对于整个西部而言，成都在

政府的大力扶持与规范整治下，以
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担保公司为代
表的新型准金融机构得到快速发
展、逐步成熟，探索经验，形成一套
适用于本地中小企业融资与发展的
成功模式，我们称之为“成都模式”。
如今，在银根收紧的大背景下，这套
“成都模式”正在发挥着较大的功效
缓解本地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融资担保和小额贷款行业的

发展对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起到
了缓解作用。在成都，这个效果尤为
明显。经过数年的探索发展，成都的
融资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
型金融领域的创新发展与快速崛起
在全国都属领先。”据成都市金融办
相关负责人介绍，成都市从 2009年
开始，启动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短短
两年时间培育 39 家小额贷款公司
（正式开业的 31家），通过正规、合
法的小额贷款公司，将民间借贷资
金引导到阳光下，置于政府可控的
管理与规范之下；而担保行业在全
球范围内都属于新兴行业，成都的
融资担保行业在探索中呈现出健康
发展的态势，规模、担保余额、服务
范围等方面均迈上新的台阶。
成都小贷行业与融资担保行业

通过多年发展、不断创新形成特有
模式，包括小贷行业的“综合授信业
务模式”、“西南石材城模式”，担保
行业的“银担合作模式”、“联保互保
模式”等等，这些都构筑成新型准金
融机构的“成都模式”。据了解，现在
成都市小贷公司已经由 19 家单位
接入人民银行个人和企业征信系
统，此新型举措，将解决小额贷款公
司对客户征信核查的困难，降低系
统风险。

信贷资金
将投向五大产业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金琦表
示，金融机构要着力优化信贷结构，
进一步加大对西部地区小微企业、
三农的信贷支持力度，将信贷资金
更多地投向西部地区特色农牧业、
能源资源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旅游业等等，推

动西部地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将资源优势尽快地转化为经济
优势。

成都银行董事长毛志刚认为，中
小企业业务将成为商业银行的蓝
海。成都银行按照“责任共担、利益
分享”的合作原则，创造性地提出了
由银行、工业园区属地人民政府、担
保公司“三方合作模式”，并通过对
园区企业的整体授信，支持园区内
中小企业的发展。
“经历了金融危机后，我们希望

把发展小企业提升到国家战略上
来，因为小企业很可能成为下一轮
经济增长的动力。”包商银行董事长
李镇西说。
如何控制小企业的风险是给中

小企业授信的关键。对此，李镇西表
示，“在人们的印象中，小企业，没有
财务报表、没有管理、没有抵押物，
因此小企业贷款不良率高，交易成
本高，但我们认为风险是可控的。”
据其透露，从 2004年到现在，包商银
行小企业、微小企业的不良率控制
在 0.4%，最高达到 0.43%，实际回收
率是 100%。小企业贷款究竟有没有
利润呢？李镇西介绍，包商行的微小
企业的客户经理去年创造的人均税
后利润是 104万元，小企业的平均税
后利润是 109万元，今年的客户经理
可能盈利能力会更强。
富登金控登陆成都市场的第一

天起，就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被
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其有着“新加坡
国资委”之称的淡马锡是其股东，更
是因为这家以微贷业务名扬海外的
公司将总部选择设在成都。“我们的
目标是成为中国基层金融服务创新
领跑者。”富登金控中小企业及商业
银行总经理詹文岳表示：“我们希望
成为小企业公认的品牌，我们不求
市场份额、不求人员、不求贷款金
额，求的是创新，希望他们在市场上
认可。因为我们源于需求，这样才能
持久的经营。”

2010年，全市备案中小企业信
用担保机构 83 家，注册资本金
110.29亿元，同比增长 35.89%。当年
实现为 14091 户中小企业提供贷款
担保余额达 372.34亿元，同比增长
42.59%；新增担保贷款额 111.34亿
元；担保平均放大倍数为 3.38倍，担
保总量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位居第
二。

而今年以来，成都市融资性担保
行业更是呈现行业实力持续增强、
经营日趋规范、融资性担保业务发
展迅速等特点。截至今年 6 月底，共
有 131 家公司通过了省金融办确认
或批准筹建，仅去年以来，全市就批
准新设担保公司 18 家。全市融资性
担保公司资本总计约 133 亿元，平
均每家公司注册资本上 1 亿元，市
中小企业担保公司更是进入全国十
强之列。今年 1—5 月份，全市融资
性担保公司共提供担保 443 亿元，
融资性担保公司担保余额 682 多亿
元，预计全年担保余额争取突破 900
亿元。

金融业
“成都模式”开拓发展空间

荫成都
作为定位于西部金融中心的城市，成都经济发展迅速。目

前已有 52家银行机构、62 家保险公司、44家证券公司落户，
外资银行、外资保险机构和上市公司数量列中西部第一，金融
交易量居西部第一。

第三期 CDI中国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对全国 29座城市进
行了中国金融中心综合竞争力评价排名，成都综合竞争力得
分为 27.76，成为升幅最大的城市，从 2010年第二期第 19位
上升到第 9位，并位居西部之首。

成都是四川省内金融机构数量最多、市场规模最大、开放
度最高的城市。据成都市委书记、成都市长葛红林介绍，“去年
成都市金融业的实际增加值占 GDP比重 7.9%，成为成都重要
支柱产业之一。”

目前，国内外产业基金、股权投资基金和风险基金纷纷落
户，成都已初步形成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西部金融中心建设正
在加快推进中。今年，国务院正式批准《成渝经济区区域规
划》，明确提出成都将建成城乡一体化、全面现代化、充分国际
化的大都市，提升区域发展的配套政策也会陆续出台，加之成
都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被赋予的先行先试
条件，投资成都政策叠加优势日益明显。
“金融中心不仅是金融交易的集中，还是金融资源配置的

分散，不仅是资金的聚积地，还是资金的分散地。”对于西部金
融中心，成都银行董事长毛志刚有自己的看法，“目前，我行已
在重庆、广安、资阳等地开设分支机构，眉山分行已获批筹建，
内江分行正在进行前期的准备工作，并积极准备在上海、深圳
等发达地区设立分支机构，从而实现成都‘西部金融中心’与
全国金融中心的对接，促进西部金融中心建设的快速发展。”

按照成都去年先后出台的金融产业发展规划和相关工作
安排意见，2012年，成都将成为西部金融机构集聚中心、金融
创新和市场交易中心、金融服务中心，而在此基础上再推后三
年的 2015年将初步建成西部金融中心。
荫西安

2010年 8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
略的若干意见》，其中有五处直接提到西安，明确提出“支持西
安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同时还提出支持西安统筹科技资
源，改革示范基地的建设，支持西安与重庆、成都加强区域战
略合作，支持西安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战略高地。

2010年 11月 6日举行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与西安区
域金融中心建设高层研讨会”上,西安市政府相关负责人指出,
“西安金融业已进入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期。”而此前获国
家批准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把西安建
设成为国家重要的区域性金融中心。

西安建设区域中心有着独特优势。一是有地缘优势，作为
新欧亚大陆桥的一个重要支点，能够立足西部、背靠内陆，面
向中亚，形成一个立体的发展空间，作为区域金融中心对于西
部地区具有较强的辐射能力，从国家宏观区域发展的一个布
局角度来看，西安也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另一方面，西安具
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和一定的金融基础，西安作为一个西部的
工业重镇，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工业基地，同时也具有相当雄
厚的文化教育基础。

西安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2010年，西安金融业实现
增加值 230亿元，占 GDP的比重已经达到 7%，预计今年年底
存款将突破 1 万亿元，贷款将超过 7500亿元，存贷款比例达
到 75%左右。近年来，西安银行系统存贷比迅速提高，上升 16
个百分点，国内外上市公司达到 50多家。
荫重庆

早在 2005年，时任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就在第十届
渝洽会上宣言：“我们要用 15—20年打造‘长江上游金融中
心’。”这多多少少表明了重庆在金融方面的理想。

2009年 1月，《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
展的若干意见》将重庆的发展定位于长江上游金融中心。重庆
启动长江上游金融中心建设的优势在于其拥有中国西部地区
最为扎实和完善的产业基础体系。

关于金融中心的建设路径，重庆市政府提出“三六三”发展
战略，即银行、证券、保险三类金融机构均衡发展，集聚六类金
融机构，发展三大金融市场体系。所谓发展三大金融市场体系，
即全国电子票据交易中心、全国场外交易市场体系和畜产品远
期交易市场。除这三类金融市场体系之外还将吸引六类金融机
构：包括把信托公司做大做强、和多家国有大型企业合资成立
金融租赁公司、打造融资担保体系、发展私募股权机构、扩容小
额贷款公司、发展村镇银行和农村小额资金互助组织等。

2003年，重庆市申请建设 CBD，同年规划获得批准，成为
中国长江上游唯一获准此类定位的商务城市。

江北嘴 CBD建设项目跟进正式启动。规划定位将以金融
中心的集中建设为带动，发展具备国际水平的金融商务核心
区。而新建的江北嘴将打造一个 5平方公里的金融核心区，使
其成为重庆未来发展的引擎，成为整个中国新世纪经济战略
中的重要支点。

荫鄂尔多斯
根据近期和长期规划，“十二五”时期鄂尔多斯重点讨论

的是建设“中国西部区域金融强市”。
与晋、陕、宁等民间资本富集区域接壤的鄂尔多斯，表现

出较为显著的资本吸纳效应，并与呼包两地形成自治区经济
发展最为活跃的“金三角”。2009年，鄂尔多斯市被批准为内蒙
古金融综合改革试点地区，要做大做强金融产业。而据民间商
会统计，2010年，鄂尔多斯金融机构的信贷规模大约为 1800
亿元，而民间借贷资金运作量则达到 2000亿元左右。借助活
跃的金融资本，鄂尔多斯正在图谋区域金融中心的位置。

截至 2010年底，鄂尔多斯已经形成了包括政策性银行、国
有控股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
行、农村信用联社、村镇银行等七大类、32家机构、521个网点
在内的较为完善的银行业组织体系。此外，保险机构由 2005年
末的 7家增至 22家，其中财产险 12家、人寿保险 10家。

证券机构也是鄂尔多斯“十一五”时期新添的品种，截至
2010年末，鄂尔多斯共有恒泰、国泰君安、大同、日信四家证券
公司的 5个营业部落户，开户数 34836户，交易量达 335亿元。

四城记：
谁是西部金融中心

英国渣打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已获得中国银监会批准，开始筹备将旗下成都代表处升
格为成都分行。这将是渣打银行在中国内地的第 9家分行。 CNS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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