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众金融》：成立青岛农商银行是多年
来青岛农信人的梦想，这个过程绝不是换个牌
子那么简单。经过一年的发展，青岛农商银行
较之前青岛市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究竟发生
了怎样的变化？

刘仲生：2012年6月28日，青岛农商银行正
式挂牌开业，这是我市金融发展史上的一件盛
事，也是全市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喜事。我们在
欣喜庆贺的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翻牌容易
转型难。农商银行的挂牌开业并不代表信用社
银行化改革的完成，而只是银行化改革的起
点。我们还有很长、很艰难的路要走。挂牌开
业一年来，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我
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和省联社的工作部
署，以改革发展为主线，迎难而上，强化措
施，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取得了令人振奋的
突出业绩，为促进全市率先科学发展、实现蓝
色跨越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是综合竞争实力稳步提升。改制以来，
面对去年复杂、严峻的经济金融形势和日益激
烈的竞争环境，我行以银行化改革为动力，积
极奋进、开拓创新，各项指标均取得良好业
绩，综合实力位居全省农信系统第二位。截至
目前，各项存款余额1017亿元，较成立之初增
加210亿元，增长26%；各项贷款余额698亿元，
较成立之初增加115亿元，增长20%，存款增量
和实体贷款新增量均居青岛市银行业第一位。
完成国际结算量 2 4 . 7 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 . 36%，完成代客结售汇7 . 65亿美元，同比增长
28 . 33%，继续保持江北地区农信系统外汇业务
的领先地位。

二是创新发展能力大幅提升。改制以来，
我行以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一流现代化商业银
行为目标，加快产品创新、服务提升和功能完
善步伐，发展能力跃居全省农信系统第一位。
一年来，我行建立了6大类28个系列120余项产
品的产品体系，推出了自主品牌的“富民理
财”系列理财产品和“汇农聚商”系列贵金属
产品；累计发行理财产品29期，募集资金总额
27 . 94亿元，募集比例为87%；销售汇农聚商金
40760克、汇农聚商银100060克；形成了以总行
为引领、以支行区域覆盖为支撑，以各类自助
设备为触角的服务营销体系，完成了全市5400
多个自然村基础金融服务设施“村村通”工
程，真正把根扎在了农村、把银行服务延伸到
了百姓身边。

三是社会贡献度显著提升。一年来，我行
认真履行社会责任，坚持更名不换姓、改制不
改向，继续扎实服务“三农”，加大对中小企
业和县域经济的支持力度，实现了社会效益与
经营效益的同步提高。2012年，我行在青岛市

百强企业中排名第42位，服务业企业50强中排
名第10位；当年缴纳各项税收9 . 2亿元，其中地
方税收5 . 2亿元，在全市纳税50强中排第6位，金
融机构中排名第1位。根据英国《银行家年鉴》
公布数据，以资产规模计，我行2012年在世界
排名第723位，国内银行排名第49位。目前，我
行涉农贷款余额达到323 . 73亿元，较改制成立之
初增加34 . 5亿元；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25 . 31亿
元，较改制成立之初新增51 . 49亿元，

《大众金融》：从过去农村信用社的体制机
制向现代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转变，的确是一次
深刻的变革，您认为农商行应该如何跳出原有
的结构体制模式，新的战略发展愿景是什么？

刘仲生：中国不缺大银行，缺的是经营有
特色的中小银行。作为地方法人银行来讲，
青岛农商银行要在众多银行中有所发展、有
所进步，一定要找准自己的市场定位，紧跟
地方经济的发展规划和结构调整方向，寻求
特色化经营。我们的发展战略或者说是发展
愿景就是要以社区银行、零售银行为发展方
向，逐步打造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一流现代
化商业银行。具体表现为“六个一流”，即
一流的公司治理、一流的规模实力、一流的
机制体系、一流的质量效益、一流的服务水
平和一流的队伍形象。

《大众金融》：现在国家正在推进新农村
建设进程，而新农村建设也离不开金融服务支
持，农商银行如何在这种政策环境下调整自己
的战略发展方向？

刘仲生：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新农村社区建设，拟将现有5983个行政村(社区)
规划整合为1047个新型农村社区，其中蕴含巨
大的金融服务需求，支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
农商银行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未来几年，我
行将面临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改制前，我们
是支持“三农”的主力军，改制后，我们的支
农主力军地位仍然不能动摇，我们将始终牢记
国家赋予的服务“三农”重任，把服务“三
农”工作确定为改革发展永恒主题，坚持股改
不改服务“三农”方向，改制不改服务“三
农”目标，改革不削弱服务“三农”力度。要
集中全行之力全身心投入到支持新型农村社区

建设中去。把设施渗透到每一个新型农村社
区、把服务延伸到老百姓身边，把农商银行打
造成为社区银行、零售银行，打造成为具有地
方特色的一流现代化商业银行。

《大众金融》：作为青岛市建设新型农村社
区的主力军，在这方面，贵行做了哪些工作？

刘仲生：作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金融主
力军，我们始终坚持“机构跟着社区走，设施
跟着机构走，服务跟着农民、企业走”的发展
思路，在支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研究解决新
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金融服务问题。

一是做到了服务网点到乡镇。截至目
前，我行共有机构网点335个、ATM类自助机
具515台，覆盖了全市所有乡镇，发展成为全
市机构网点和从业人员最多、服务范围最广的
银行机构。

二是做到了电子机具到村庄。在每个村庄
的超市、医药店规划设立金融服务点，在服务
点安装农民自助服务终端或助农取款POS机，
并安装普通POS机，满足农民习惯使用存折或
银行卡的多层次需求；同时选聘人品好、素质
高、乐于助人的农民作为设备管理员，帮助年
龄大的农民使用设备，宣传支付结算等金融知
识。截至目前，我行共规划设立金融服务点
1750个，安装“农金通”1364台、助农取款POS
机6017台，普通POS机11456台，辖内行政村全
部实现了金融服务“村村通”，使全市90多万
户、300多万农村居民受益。

三是做到了基础服务媒介到农户。实施
“信用工程、银行卡、惠农一本通”全覆盖工
程，逐村信用评定，逐户评级授信，逐户发放
银行卡、惠农一本通存折，不断满足农民日益
多样化的信贷和支付结算需求。截至目前，我
行共发行银行卡303万张，惠农一本通存折309
万本，实现全市120万农户全覆盖；对全市5295
个村庄、专业市场、专业合作社进行了集中评
级授信，评定信用户22 . 4万户，授信总额191亿
元。

《大众金融》：涉农服务与扶持小微企业
是贵行的传统优势，电子银行业务则是贵行现
代化服务的重点，在这些领域的业务和产品创
新上，贵行还将做哪些积极尝试？

刘仲生：具体到业务和产品创新方面，我
们将着力加快涉农服务创新、支持小微企业服
务创新和电子银行业务创新，重点做好以下几
方面工作：

(一)针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积极研发居民
贷款。紧密结合农村经济发展实际和农民生活
消费需求，借鉴城市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原理
来开发民居贷款，解决农民购(建)房贷款难的
问题。努力做好贷款用途创新，准入管理创
新，授信方式与额度、期限创新，还款方式的
创新，担保方式的创新等工作，为客户提供最
佳服务。

(二)针对小微企业发展现状，加快小微企业
服务创新。一是探索组建专业化小型微型企业
金融服务网点。二是加快产品创新，摸清辖内
产业集群、专业市场及工商业发展情况，围绕
当地优势，积极发展商圈融资、供应链融资等
融资方式，围绕商圈及产业链企业进行批量营
销。三是加快担保方式创新，紧紧围绕物权
法，积极探索知识产权质押、商铺经营权质
押、设备融资租赁等有助于激活小型微型企业
有效资产的担保方式，为小型微型企业量身定
做信贷产品，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灵活多样
的金融服务。四是推动还款方式创新，根据企
业资金流动模式，灵活确定还款期限和还款方
式，努力匹配企业生产周期，切实防范因贷款
期限不合理产生非应计不良贷款。五是重点发
展以龙头企业为主的产业链融资业务，形成
“龙头企业+中小企业+农户”、“上游中小企
业+重点企业+下游中小企业”全产业链的营销
模式，推进存款、贷款、国际业务、中间业
务、理财业务等一体化营销方案。

(三)加快电子银行业务创新，提升现代化服
务能力。一是进一步完善卡种类和功能。二是
加强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建设，使其成为我行
在信息时代的创新平台，连接货币市场、资本
市场的渠道，为客户提供各种服务的统一的虚
拟柜台服务。三是积极关注无线网络、三网融
合、物联网等领域新技术发展，探讨应用成熟
的技术解决方案和软硬件产品，延伸扩展网络
服务范围，实现新业务和配套应用系统部署的
快速网络支持。

《大众金融》：当前，青岛市正在加快蓝色
经济区建设，青岛农商银行作为青岛最大的法人
银行机构，做了哪些工作？下一步有何思路？

刘仲生：作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我们的
特色在于紧跟地方发展规划，优势在于紧扣地
方发展脉搏，只有融入蓝色经济发展，才能在
发展中科学应对挑战与机遇。

西海岸经济新区、红岛经济新区和蓝色硅
谷作为蓝色要素的聚集区，引领着“蓝色跨
越”。为了更好地融入和支持蓝色经济发展，
我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蓝色经济布局和发
展规划，积极调整营业网点布局，将原来的8家
一级管辖支行调整为15家，在实现六区四市
“一区一行金融服务全覆盖”的同时，重点加
强了对“一谷两区”的金融支持，新设硅谷核
心区支行和红岛经济区支行，率先对接蓝色经
济，率先实现“蓝区”金融服务全覆盖。同
时，与蓝色硅谷核心区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
议，将在2012年—2017年提供不低于100亿元的
授信，加快推进蓝色硅谷核心区的基础设施建
设、园区建设和重点项目建设。

下一步，我行将继续围绕半岛蓝色经济区
和加快西海岸经济区建设、打造蓝色硅谷的发
展规划，城乡联动、发挥优势，形成“市、
县、乡”三级联动，快速、精准地服务蓝色跨
越。通过建设蓝色银行的方式积极服务蓝色经
济区建设，合理把握信贷支持重点，加大蓝色
经济支持力度，积极支持传统海洋优势产业发
展，着力加大对科技自主创新的信贷支持加大
对港口物流园区、现代海洋物流业、滨海旅游
业等海洋服务业、海洋新兴产业和临海工业海
洋的信贷支持力度，促进蓝色经济区功能的整
体提升。

我们将紧紧围绕蓝色经济布局调整、蓝色
产业发展、蓝色生态建设、蓝色科技提升和蓝
色文化培育的要求，进一步加快符合蓝色经济
发展需要的信贷产品创新，因地制宜研发适销
对路的信贷产品、灵活多样创新信贷模式，探
索适合海洋产业发展的“海域使用权质押、渔
船抵押+保单质押”双重抵押等多种担保方式，
鼓励成长型海洋高新技术企业以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同时，积极改进信贷服务方式，根据海
洋产业资金需求特点，合理确定贷款期限、利
率和偿还方式，大力拓展“自助可循环”授信
模式，“整贷零还”的灵活贷(还)款方式，方便
渔民和渔业企业融资，降低融资成本。对协作
关系紧密中小企业，将推行整体营销模式，提
高授信审批效率，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适当
放宽优质海洋企业授信条件，促进“蓝色龙
头”做大做强。

惠农助商 敦行致远
——— 访青岛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刘仲生

■高端访谈

2012年6月28日青岛农商银行正式挂牌开业，标志着这个拥有60余年发展历史的“老牌”金融机构在银行化改革发展道路
上取得了实质性突破，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成为岛城第二家但却是资产规模最大、服务范围最广的地方法人银行，，并且是
山东省内唯一一家在整合全市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的基础上成立的地市级农商银行。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该行取得了
一连串漂亮的业务数据，获得了一座又一座奖杯，收获着百姓的信赖、企业的忠诚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日前，本报报《大众
金融》专访了青岛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刘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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