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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将总部后台安在安徽，“安徽板块”活跃全国

金融创新的“安徽样本”

在新兴产业方面，安徽银行业金融

机构重点扶持行业龙头企业。如，近年

来，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每年向奇瑞、江

淮等汽车企业授信100多亿元；向京东方

授信约 30～50 亿元；向丰原生化授信

10～20 亿元；向鑫科材料授信 6～8 亿

元。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信

息和高端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信贷

占比稳步提高。在淘汰落后产能方面，小

水泥、小钢铁等高耗能行业信贷投放逐渐

减少。

10月末，安徽省钢铁行业贷款余额

比年初减少9.97亿元，同比下降9.80%。

在绿色信贷和节能减排方面，各银行业金

融机构积极安排专项资金，支持重点项目

建设。如，国家开发银行安徽省分行2010

年环保及节能减排业务贷款发放超过40

亿元，重点支持了淮北临涣煤泥矸石电厂、

铜化磷石膏综合利用等节能减排项目建

设。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安排20亿元授

信支持铜陵有色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双闪”

项目顺利实施。

各个银行争相将后台服务中心安在安徽，资本市场的“安徽板块”

力量强劲，对新兴产业等投以巨大资本，这些年来，安

徽的金融创新样本也让不少业内

很关注。 记者 樊立慧

在城市，我们拿出最好的位置、最优惠

的政策着力引进全国性的股份制银行、外资

银行，并在全国率先重组城市商业银行、城市

信用社，组建了徽商银行。徽商银行自2005

年底开业以来，开拓市场、稳健经营，目前的

各项经营指标达到全国商业银行领先水平，

资本总额已经达到81.75亿元，成为国内城市

商业银行中资本金规模最为雄厚的银行。

在省会合肥的滨湖新区，我们着力打

造全国性的金融后台基地。凭借着独特的

地缘优势、充足的人才储备以及低廉的综

合商务成本，已吸引工商银行、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等大型商业银行，以

及浦发银行和邮储银行等总行级后台服务

中心落户，并已被交通银行确定为金融服

务中心最佳备选地之一。

我省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之间的差距呈

现缩小的趋势，主要是因为我省直接融资的规

模以及在全国的位次不断攀升，年直接融资额

从2005年的48.2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397亿

元，增长8.18 倍；截至2010年上半年，全省累计

实现股票融资920.89亿元，居中部首位。

一批骨干龙头企业借力资本市场迅速

发展，形成了以马钢股份、海螺水泥、铜陵

有色等为龙头的新型材料产业集群，以江

淮汽车、合力叉车、安凯汽车、星马汽车等

为龙头的汽车产业集群，以美菱电器等为

代表的家电制造业产业集群和以科大讯

飞、皖通科技、安科生物等为代表的高新技

术产业集群等，巩固并保持了稳健发展的

“安徽板块”的良好形象。

本周五，安徽的辉隆农资又将冲击

IPO，如果成功，将是在A股上市的第70家

安徽企业。

近年来，由于金融机构普遍存在业

绩考核刚性和规模扩张冲动，无论是大银

行还是小银行，都在争做大项目、争揽大

客户，形成了“做大有理、做优有利”的现

象，造成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等弱势

群体得不到有效的金融支持。

2008 年，省政府一次性拿出 25 个

亿，用于全省中小企业担保机构建设和中

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去年，我省在全国

率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小企业个

体工商户和农户金融服务的意见》，并配

套了7个实施办法，从财政、税收、物价、

担保等方面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弱势群

体的金融支持，取得了良好成效，被称为

“弱势群体金融服务的安徽模式”。

今年安徽提出，“扶弱”和“强优”两

手抓，就是围绕破解小企业、个体工商

户、“三农”等弱势群体融资难题加大金

融支持力度；围绕加快皖江城市带承接

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和技术创新工程试

点省建设，针对科技创新型企业研发金

融产品。

资本市场活跃“安徽板块”

“安徽优势”吸引全国

“安徽模式”的“扶弱”“强优”

新兴产业的“安徽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