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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利率下限取消

背景链接：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宣布，自7月20

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取消

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 . 7倍的下限，由金融机构

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

经济学家谢国忠———

金融业让利之举

取消贷款利率下限是央行利率市场化的一大步，
对于改变当前中国企业困难的局面可能有帮助。目前
中国的银行业息差较大，取消贷款利率下限只是从银
行的利润中拿出一点，面对当前中国实体经济的困难
局面，中国金融业就应该与实体经济共同分担。但不
能说此举一定能改变中国实体经济目前的窘境，只能
说是共度难关。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

企业贷款未必会容易

央行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 . 7倍的下限，金融机
构可以自主地决定贷款的去向和贷款的利率，商业银
行等金融机构在贷款利率方面的主动性增强。但这并
不一定意味着企业得到贷款就变得容易了，这是银行
和企业的双向选择，品质好的企业、能力强的企业可
以得到贷款，反之则不一定。由于目前中国市场上企
业思维混乱，投机现象比较严重，银行很难能把贷款
给真正需要的企业。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

改革力度偏弱 中小企业成本或增加

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单方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的
改革力度依然偏弱，当前的改革方向应重点集中在资
源错配的领域中，存、贷利率应一同放开。在目前对
贷款需求旺盛的情况下，放开限制就相当于贷款利率
将向上浮动，这对于传统行业而言，其自身在贷款渠
道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影响并不大，但对于
中小企业而言，或将加大其成本。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尹中立———

五大行会遭遇利空

此举对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小额贷款公司都非
常不利，中小型商业银行则可能会诞生一批生力军。
五大银行的主要客户是大企业，而大企业的议价能力
较强，未来银行从它们身上获得的利差收入会大大压
缩；对于可以获得较高利差收入的中小企业群体，五
大银行并不擅长，这历来不是它们的业务重点。从这
两方面讲，五大银行未来的报表会比较难看。

另外，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还有一些政策限制，在
贷款利率放开的背景下，是无法和中小银行展开竞争
的。在没有推出存款保险制度之前，不会在存款利率浮
动空间上有很大动作。即便有了存款保险制度，中国也
不会任由银行倒闭，毕竟政府还要考虑社会稳定问题。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

整体贷款成本将下降

这一政策有利于谈判力量强的主体，对其他主体
利率无影响；取消农信社贷款利率管制，意味着明确
许可突破4倍限制，有利于覆盖小微三农贷款风险、
改善金融支持。总体上会令整体贷款成本下降。贷款
下限取消后，贷存比取消、国企改革深化、地方政府
行为规范、发债40%限额取消应推进。

（记者 孟佳 报道）

山东融资性担保机构
共计508家净利润6亿元

□记者 王爽 通讯员 姜宏鸿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近日从省金融办获悉，自去年

下半年以来，省金融办对部分涉嫌违规经营、长期不
开展业务的融资性担保机构实施了清退处置，截至今
年6月底，全省共有融资性担保机构508家，较去年年
底略有下降。机构注册资本总额达到471 . 7亿元，户均
注册资本9285万元，同比增长3 . 4%。在保责任余额
1149 . 7亿元，同比增长8%。

今年上半年新增担保金额603 . 7亿元，同比略有增
长，其中融资性担保543 . 3亿元，同比增长4 . 3%，非融
资性担保19 . 4亿元，再担保41亿元。从担保对象来看，
上半年为3 . 2万户中小企业贷款担保446亿元，为“三
农”贷款担保66 . 4亿元，对缓解中小企业和“三农”融
资难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上半年担保机构共实现担
保业务收入14 . 3亿元，净利润6亿元，较去年同期有所
提升，但整体盈利水平仍较低。

□本报记者 孟佳
本报通讯员 张晓明 尚加力

荣成海圣饲料有限公司（下称“荣成海
圣”）鱼粉加工新生产线正式上线，这让郭
兴昌一段时间以来天天围着车间转，丝毫感
觉不到劳累。

在荣成海圣生产车间，作为公司负责人
的郭兴昌兴奋地讲述着他的“生意经”：“有了

‘鱼粉宝’，今年可以安心的扩大生产了！”事
实上，就在几个月前，郭兴昌还为筹集资金四
处奔走，如今他已满怀信心地扩大生产了。

郭兴昌所说的“鱼粉宝”是中国银行依
托威海石岛发达的鱼粉产业链，推出的一款
惠农产品“中银鱼粉通宝”。该产品专门为
当地的鱼粉加工出口企业提供信贷资金支
持，解决鱼粉加工企业缺少固定资产抵押，
筹措资金难的问题。

记者了解到，我国鱼粉生产有南北两个
市场，北方鱼粉因品质较高，广受国内大型

饲料企业欢迎。特别是荣成石岛地区，其鱼
粉产量最高，企业经营规模也较大。目前，
石岛已成为我国最大的鱼粉加工基地，区域
内直接从事鱼粉加工生产企业达170家，占
整个山东市场份额的90%。

去年末，由于鱼粉原料主要生产国秘鲁
出于保护国内渔业资源的考虑，大幅度减少
了捕捞配额，鱼粉供应量相应大幅减少。荣成
海圣饲料等几家规模较大的鱼粉加工生产企
业敏锐地嗅到了市场商机，加大了库存商品
及原料储备，准备全面拓展国外市场。但当时
苦于没有充足的流动资金，深知商机转瞬即
逝的郭兴昌，陷入了苦恼。

事实上，不止郭兴昌，由于产业局限，
融资难一直是鱼粉企业面临的普遍问题。据
荣成市金融办主任张威介绍说，当地大部分
鱼粉企业均采取租赁土地自建厂房的方式经
营，缺少传统的抵押物，而且鱼粉存货抵押
在其他金融机构得不到认可，鱼粉生产企业
很难获得银行贷款。

中国银行石岛支行在了解到郭兴昌的情
况后，主动到郭兴昌的鱼粉厂考察，并向郭
兴昌推荐了“鱼粉宝”。据石岛支行行长原
建海介绍，“中银鱼粉通宝”是鱼粉加工企
业将符合一定标准的鱼粉抵押给中国银行，
银行委托监管公司实施仓储监管，并给予借
款人提供综合授信支持。

郭兴昌说，他以企业鱼粉存货作为质押
物来贷款，很快就获得了批复，核定的1500
万元贷款到位后，新生产线立即开工了。由
于资金到位及时，荣成海圣按照预期扩大了
生产规模，由原来每年生产1 . 8万吨扩大到
2 . 4万吨，每年可增加收益6000万元。

截至2013年6月末，中国银行威海分行已
累计为11户鱼粉企业提供信贷支持7600万
元，有力支持了石岛鱼粉业的发展。

“有了‘鱼粉宝’，企业可以增加库存，却
再也不用担心资金链紧张的问题，不仅弥补
了以往休渔期鱼粉供给不足造成的损失，区
域集群化规模优势也得到体现。”张威说。

银行提供“鱼粉宝” 企业生产长三成
◆“中银鱼粉通宝”
是鱼粉加工企业将符
合一定标准的鱼粉产
品抵押给中国银行，
银行委托监管公司实
施仓储监管，并给予
借 款 人 综 合 授 信 支
持；企业缺乏固定资
产抵押的难题得到解
决，应对市场变化能
力增强。

□本报记者 孟佳 实习生 徐溪亭
本报通讯员 于福贵

7月17日，济南军区总医院与建行山
东省分行共同开发的“银医一卡通”项目
正式上线。和目前市面上多数“银医一卡
通”模式不同，济南军区总医院的“银医
一卡通”对所有银联卡开放。

当日，在济南军区总医院门诊楼一楼
的“银医一卡通”自助设备前，围满了前
来医院就诊的患者。记者看到，在自助设

备操作界面上，有四项功能：自助发卡、
自助查询、自助充值和银行卡签约功能。

19日上午，记者亲身体验了银医一卡
通环境下如何就医。如果是已有济南军区
总医院诊疗卡的患者，可通过该自助设备
进行余额查询和充值。若患者没有该院诊
疗卡，只需点击“自助发卡”功能，按提
示在感应区刷二代身份证，并缴存100元
现金，就可从自助设备上拿到一张诊疗
卡。扣除1元卡片工本费，未用完的余额
可在窗口退还。

同时，该设备还提供银行卡签约功
能。患者只要携带二代身份证和任一带有
银联标示的银行卡（包括借记卡、信用
卡），点击签约功能分别刷卡后，银行卡
便可充当诊疗卡使用。此时，银行卡绑定
了一个虚拟诊疗卡账户，患者需通过自助
设备转账，把银行卡账户资金转到虚拟诊
疗卡账户上。

转账成功后，患者可直接到分诊台就
诊，结算时采取科室扣费制，直接用银行
卡刷卡，不需输入密码，系统就会从虚拟

诊疗卡账户内扣费。花不完的钱可放在虚
拟账户里，下次诊疗继续使用，也可通过
窗口退回银行卡账户内。在自助终端还能
进行费用明细查询，包括药名、价格、配
方及银行卡余额等信息。

建行山东省分行相关人员表示，科
室扣费直接规避了付费排队环节，大大
缓解了排队缴费难的问题。记者获悉，
“银医一卡通”前期试运行阶段，已实
现自助交易1000多次，交易总金额20多
万元。

就诊可用银行卡
建行山东省分行推出新版“银医一卡通”支持所有银联卡预约、查询、充值、缴费

□本报记者 孟佳 通讯员 陈磊

新增存贷款均列全国第四

金融“追赶”提速
今年上半年，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达到

6 7 8 7 . 2亿元，同比增长3 0 . 3%，同比多增
1576 . 9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6 . 69%，比上年
末提高0 . 8个百分点。存贷款稳定增长，上半
年新增存贷款均居全国第4位。上半年金融数
据中，最大亮点莫过于存贷款增量创新高。
截至6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61202 . 8
亿元，比年初增加5761 . 6亿元；本外币各项
贷款余额45955 . 7亿元，比年初增加2929亿
元。新增存贷款均居全国第4位。

对此，张晶表示，存贷款增速提升是一个
积极的信号。山东GDP是全国第三位，但存款
余额仅居全国第六，贷款余额全国第五。张晶
说，上世纪90年代，山东存贷款量远超浙江，但
现在和对方的差距已很明显。山东金融业和经
济发展水平不相匹配，在经济发达省份中仍相
对落后，金融“追赶”更需提速。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省金融改革的步
伐明显加快。目前，青岛市财富管理金融综
合改革实验区总体方案已上报国务院。齐鲁
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公司制改造进展顺利，上
半年新增挂牌企业22家，累计达138家，托管
企业271家，并在全省设立了35家分支机构。

多元化融资渠道渐成气候
融资渠道不断拓宽，成为山东金融业的

一大亮点。今年以来，我省加强了与全国性
银行总行、上交所、深交所的战略合作，有
效促进了多渠道融资。

上半年，全省股票、债券两项融资合计
1022 . 1亿元，同比增长51 . 6%，其中，发行债券
103只，同比增长90 . 1%，融资额增长84 . 95%。

值得注意的是，前六个月银行表外业务
增加2949亿元，同比多增1409亿元，占社会
融资规模的比重达到43 . 4%。以建行山东省分
行为例，上半年该行表外业务比年初增长

415 . 6亿元，同比多增223亿元，通过投行、理
财等产品为企业融资618亿元。

张晶表示，银行发展表外业务是大势所
趋，上半年我省表外业务快速增长，对银行
业是一大利好。尤其是放开贷款利息下限后，
利差空间被压缩，更需要商业银行去开拓表外
业务。张晶说，早在二三十年前，西方银行的盈
利就主要依靠表外业务了，“随着中国金融业
开放程度的提高，积极发展表外业务，也是中
资银行应对渐次进入的外资银行的需要。”

张晶认为，目前我省银行表外融资发展
速度快，但规模仍不算大。鉴于表外业务的高
风险性，更需要地方监管层加强监管。除常规
的检查监督，最好能使用更专业化的监管工
具，比如每个季度进行一次压力测试等等。

“亮点”之外思隐忧

融资环境仍偏紧
亮点归亮点，从半年数据还能看出，我

省金融业仍然存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
目前，我省融资环境总体仍然偏紧。6月以

来，受外汇占款增量减少、前期信贷投放过快、
时点考核等多重因素影响，金融市场资金流动
性出现阶段性紧张局面。6月份，我省社会融资
规模同比少增761 . 9亿元。在经济下行压力较
大的情况下，融资环境总体上仍然偏紧。

同时，受经济增速放缓与贷款集中到期
“双碰头”影响，实体经济向金融体系传递
风险的可能性增加。前6个月，全省银行业不

良贷款额新增34 . 15亿元，不良贷款余额达到
725 . 66亿元。

对此，张晶认为，银行不良贷款增加与
上半年经济形势有关。她说，我省针对“三
农”和小微企业的贷款增幅较快，受制于上
半年经济形势，小微企业和农户经营压力加
大，贷款违约率出现上升。

数据显示，至今年5月末，“涉农”和小
微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分别增加1160 . 6亿元
和792 . 2亿元，比年初增长6 . 99%和11 . 18%，增
速高于全省贷款增速。

不过，尽管上半年不良贷款余额有所上
升，但不良贷款率仍比年初下降0 . 03个百分
点。张晶表示，对不良贷款的反弹问题，应
着眼于下半年，或从更长周期来考量。

金额（单位：亿元）

半年数字报
1、中长期固定资产贷款

■2012年末■2013年6月 增加额：489 . 74

2、半岛蓝色经济区本外币贷款余额

■2012年末■2013年6月 增加额：1666 . 5

3、黄三角高效生态经济区本外币贷款余额

■2012年末■2013年6月 增加额：459

4、涉农贷款余额

■2012年末■2013年6月 增加额：1449 . 6

5、小微企业本外币贷款余额

■2012年末■2013年6月 增加额：910 . 2

（单位：亿元）

贷款项目（重点领域）

◆山东金融业上半年数据近日“新鲜出炉”。尽管国际金融市场依然延续着低迷的氛围，

但随着我省金融改革创新进入“深水区”，上半年全省金融业不但实现了“加速跑”，且亮点纷

呈。总体来看，上半年山东金融业运行较为平稳，对实体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好的支撑作用。

制图：白洁

■点评人：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 张晶

蓝色
经济区管理
总部揭牌暨
首批企业挂
牌与托管仪
式日前在青
岛举行。

与省
中小企业局
展开深度合
作，将为省
内中小企业
架起产业与
资本连接的
桥梁。

今年
以来举行了
十余次投融
资对接会，
为企业实现
直接和间接
融资约60亿
元。

通过
省内四个区
域管理总部
深入山东各
地 ，助 力 中
小企业迈上
资本市场发
展 的 快 车
道。

山东省金融机构信贷支持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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