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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银行业协会 共同主办

本报讯 据人民网报道，国家
开发银行与中粮集团日前在北京签
署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未来 5 年
将向中粮集团提供 300 亿元融资，
支持中粮集团加快粮油食品业务发
展，完善全产业链布局，有效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助力三农发展。

根据协议，国开行将充分发挥
“投、贷、债、租、证”综合金融服务优

势，重点支持中粮集团在粮油食品
加工和流通领域提升能力、保障国
内粮油供给和食品安全、维护重要
农产品价格稳定。同时，双方还将
共同开拓农村金融市场，探索可持
续发展的现代农村金融新模式，为
农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提升农业
经营专业化水平，推动建立新型农
企关系，增强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改善
农民生活水平。

据介绍，此次合作双方将按照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
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要求，充分发
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通过中粮
集团“全产业链”战略的不断深化
实施、创新突破，稳定发展农业生
产，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加强农村

金融服务，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农
产品流通效率，促进粮食增产、农
民增收，保障粮食稳定供应，维护
国家粮食安全。

据了解，作为我国中长期投融
资领域的主力银行，国开行坚持以
市场化方式服务国家战略，在支持
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发
展，以及民生发展和国际合作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国开行不
断加大对“三农”和民生领域的支
持力度。截至2012年末，国开行涉
农贷款余额约7650亿元，去年发放
新农村建设贷款1350亿元，农业贷
款216亿元，有力支持了新农村及
县域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农村医疗卫生、教育和现
代农业发展。

国开行300亿元支持粮食安全

山东省银行业服务三农十佳金融产品介绍(六)

“农贷通宝”，以农产品获授信
本报记者 李伟

“农贷通宝”是指农副产品
生产、加工经销企业将其存货抵
押或质押给银行，交由银行委托
的监管公司实施监管，并由公司

实际控制人提供个人连带责任担
保，银行为其提供综合授信支持
的信贷产品。

“农贷通宝”系列产品以农

副产品为货押标的物，充分利用
农产品收购季节鲜明、变现能力
强的特点，面向涉农产业集群中
的农副产品生产、加工企业，为

涉农小微企业提供了一种全新的
融资方式，并可进行批量化复
制，满足了小微企业融资需求，
拓展了小微企业受益群体。

“农贷通宝”系列产品流程
简单，手续方便快捷，准入门槛
低，有效解决了涉农小微企业对收
购农产品资金需求时间短、资金量
大、寻找担保难等一系列问题。

1、客户申请。企业向银行提
出浮动抵押贷款申请，填写借款
申请书，并提供授信基本资料。

2、业务调查。根据客户申
请，银行业务部门进行实地调查
和核实，撰写信贷提案上报审批

机构审批。
3 、签订合同。对借款人批

复后落实具体的合同签订和法律
文件签署。

4、提款。借款人提用贷款款
项，由银行监督使用。

5、贷后管理。客户经理定
期、不定期核查抵押物的库存情
况。监管公司应关注抵押物的品
质，业务发起行建立并落实价格
逐日盯市制度，防范风险。

6、融资归还及办理解押手

续。借款人部分归还贷款或全部
归还贷款时，抵押人向银行提交
《提货申请书》，银行向监管公
司出具加盖业务章的《提货通知
书》，办理出库手续。借款人在
银行的授信全部结清后，银行签
发《提货通知书》，为授信全部
结清。实践证明，“农贷通宝”产品
设计合理，流程严谨，严格落实盯
市制度，安全可靠，不良率远低于
中小企业贷款整体不良率。

授信全部结清，方可办理出库手续

农产品存货抵押，公司监管





“农贷通宝”产品首先在东
营地区以“棉贷通宝”产品发
放，东营是鲁北主要的优质棉花
种植区和棉花加工基地，地处环
渤海中心地带，约有300万亩的棉
花种植面积，大中型棉花加工厂
集中，形成了成熟的棉花产供销

的产业链，“棉贷通宝”产品通
过对产业集群的产业群授信，成
功解决了当地棉花加工企业因大
量囤积皮棉导致流动资金不足的
困境。

通过“农贷通宝”产品，银
行实现了以产品为载体的批量化

营销，截至目前，“农贷通宝”
产品项下全省累计批复152户，批
复金额近20亿元，实际投放13亿
元。有力地支持了涉农小微企业
的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大大提高了银行的
品牌知名度。

自棉贷开始，银行的粮贷、
苹果、花生、原料枣等产品也纷
纷落地，遍地开花，一产业一通
宝，一地区多通宝，从东营的皮
棉到德州小麦、烟台苹果、威海
花生、滨州大枣等等多个领域，
中国银行的“农”字头产品信贷
使小微企业客户体验到了银行的
现代金融服务，唤醒了客户的金
融意识，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
展，对增加农民收入也起到了直
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

一产业一通宝，已累计投放13亿元

山东省作为农业大省，存在大量涉农产业集

群，集群中的中小企业，资金支出集中，融资需

求旺盛，但缺少土地、房产等银行认可的抵质押

物，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根据农产品价格透明、

品质易确定、易于保存的特点，以农副产品为货

押标的，在中行系统内率先开发了“农贷通宝”

系列产品。有效解决了涉农小微企业对收购农产

品资金需求时间短、资金量大、寻找担保难等一系

列问题。

本报青岛讯 （通讯员从瑞彦
孙义佳）农商行胶州支行始终围

绕科学发展观的创新思路，把握市
场定位，把支持“三农”作为“三
信”工程的重中之重，从改进服务
入手 ,大力筹措信贷资金向规模
化、区域化、旅游观光农业经济项
目倾斜。截至目前，全辖农业贷款
余额达 77 . 4 亿元，较年初增加 4 . 3

亿元，为当地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
设发挥了主力军作用。胶北办事处
赵家庄村通过农商银行的支持，辐
射周边13个村种植西红柿面积达到
1500亩，被农业部授予“农产品地
理标志胶北西红柿基地”，主要通
过天然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打造
大棚旅游观光采摘园，吸引众多客
户前来品尝、收购。大规模专业化
的种植，形成了产、供、销于一体
化良好发展格局。

农商行胶州支行扶持

观光农业发展

本报郯城讯 (通讯员张乐民
徐梦琴)“俺去年养狗鱼可碰上

好时候了，一斤狗鱼卖到 30 块多
钱，不瞒你说，我去年最少也能挣
80 万块钱。”

“可不是吗？俺养狗鱼富起来
了，一来得感谢你们这些信贷员的
帮助和照顾，二来多亏信用社领导
对俺的信任和扶持。要不，俺去年
只能看着狗鱼好行情干着急。”

在郯城县郯城街道北墩村臧恒
平的养鱼场里，夫妻俩拉着县信用
社信贷员的手开心地交谈着。

前几年，在外地一家养鱼场打
工多年的臧恒平，掌握了狗鱼养殖
技术准备大干一番，可却为缺少资
金犯了难。夫妻俩抱着试试看的心
情，走进郯城信用联社，几天后他
们如愿以偿获得了 5 万元的信用贷
款，仅半年时间，臧恒平就走上养
鱼发家之路。

去年狗鱼价格一路攀升，激发
了农民的养狗鱼热情。为全力支持
养鱼业，有效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
发展，郯城信用联社在养鱼户中开
展了信用评定，按照信用户的等级
不同，分别核定授信额度，并实行
贷款利率优惠政策，做到一站式办
公、一条龙服务，对养殖户实行
“柜台延伸”。今年以来，郯城信
用联社共为500个养鱼户发放贷款
2500余万元

郯城信贷助力

“鲤鱼跳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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