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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镇银行的契机
“2011年 8月 23日，澳洲联邦银行登封

村镇银行正式开业，这是郑州市第一家由外
资银行发起建立的村镇银行。数字显示，目
前河南省的村镇银行数量已经接近 50 家。
而这些村镇银行运营情况良好，今年上半年
几乎全部实现盈利。”

这是一家媒体发布的一则小消息。或
许很多人看过之后已经淡忘，但郭浩却对此
有着深刻的解读：

目前，银监会对于新商业银行的设立审
批是十分严格甚至是限制的，但对于村镇银
行的开设却是鼓励的。村镇银行主要就是
解决县域经济金融服务不充裕的问题。而
河南经济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县域经济
十分发达，这就给我省大力发展村镇银行提
供了较好的契机。

“银监会设定的河南省村镇银行的数量
是120家，目前河南省的村镇银行数量已经
接近 50家，并且扩张势头还在继续。”郭浩
透露说。

郭浩介绍，目前除了本土金融机构如郑
州银行、洛阳银行等纷纷“出击”村镇银行
外，还有外来的金融机构如浦发银行、莱商
银行、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等。此外，还
有外资银行也开始“抢滩”——澳大利亚联
邦银行已经在河南省济源、兰考、登封设立
了3家村镇银行，年内将扩大到5家。

事实上，看中河南村镇银行市场这块巨
大“蛋糕”的不仅仅是澳大利亚联邦银行。
郭浩透露说，目前中银富登、青岛银行已经
和省金融办接洽过，并表达了较强烈的进驻
意愿。

正是由于一系列鼓励政策的支持，我省
新开设的村镇银行基本上可以在当年实现
盈利。这也成为吸引越来越多金融机构进
军村镇银行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村镇银行
的大发展，必将会对河南县域经济和农村经
济的发展提供大力支持，从而助力中原经济
区建设。

金融创新的本土化诉求
在北京任职期间，郭浩的主要工作就是

“争金融总部”——也就是让更多的金融机
构总部能够落户北京。而任职河南以来，他
思考更多的是如何提升河南金融机构的发
展水平。

“起点不同，发展思路也应当不一样。
因此，对于河南的金融机构来说，所谓的金
融创新要更多地立足本土化，结合河南地方
经济的特点展开。”郭浩表示。

郭浩举例说，比如村镇银行，在监管政
策方面，国家对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
构有特殊的政策。像村镇银行的存款准备
金率“比照当地农村信用社执行”，在目前存
款准备金率达到历史新高的背景下，优势明
显；此外，对于存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方面，
村镇银行受到的限制也很小。而这一系列
宽松的政策，就为金融创新提供了充足的保
障。

“据我所知，因为村镇银行是独立法
人，决策链条短，不用像其他银行那样层层
审批。所以有不少村镇银行一开业都推出
了针对‘三农’和中小企业的小额无抵押贷
款。并且简化贷款程序，只要是符合政策
的，保证让贷款人比其他家银行都先拿到
钱。这种涉农服务的新产品、新服务就是
符合河南金融发展的金融创新举措。”

当前阶段，河南经济发展最主要的特点
就是农村金融和县域经济金融不充分。因
此，对河南的金融机构而言，金融创新不是
去搞高端的金融衍生品，而应当是解决好诸
如服务中小企业发展融资需求、农村农户的
信贷需求等问题。

伴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推出，金融业必
将成为中原经济区发展的坚强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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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从中原金融业
发展现状开始，到中原
经济区框架下金融机构
的机遇结束。两个小时
的采访时间，作为主角
的郭浩，智慧的灵感犹
如火花时时迸溅。

从地方融资平台
如何更好搭建，到村镇
银行的历史机遇；从如
何打造诚信金融环境，
到地方政府应如何给
力金融发展，郭浩为记
者一一道来，展现了他
对河南金融行业发展
的独特认知。

“金融问题不仅仅
是金融行业自身的问
题，而是与政治、经济
等一系列问题紧密相
关 的 。 因 此 ，在 地 方
政府机构向金融机构

‘要钱’的同时，更应
该考虑如何为金融机
构发展搭建更广阔的
平台。”

河南省人民政府
金融办副主任郭浩如
是表示。

晚报记者 程相伟
来从严/文
慎重/图

在任职河南省金融办之前，郭浩曾在北京
市国资委金融事务处、北京市金融服务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工作，并且有着与各类金融机构
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因此，他对于行业也有着
独特的认知。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经过这一轮金融
危机，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更加凸
显。目前，中原经济区建设如火如荼，而在此过
程中，河南的金融机构也将迎来发展的新机遇。

“十二五”期间，如何发挥河南金融业潜力
和优势？省政府对河南省金融业提出了明确的
定位——要把金融业放在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首要位置。

对此，郭浩坦言，“目前，我省已初步形成了
银行、证券、期货、保险、信托、产权交易等各业
并举，功能完备，运行稳健的金融机构体系。在

中原经济区建设过程中发展壮大河南金融业，
我们有着独特优势。”

经济是金融的基础，随着《中原经济区建设
纲要（试行）》的实施，河南经济总量有望继续保
持 10%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全省金融市场规
模加速扩张，金融业高速发展的条件日益成熟。

另一方面，根据省政府的规划，今后我省将
积极培育市场主体，发展各类金融机构，培育带
有总部性质的龙头金融企业。进一步完善金融
组织体系、市场体系、监管体系、信用体系，形成
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
系。同时还要壮大金融产业，探索研究加快金
融产业发展的措施。

“到 2020年金融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
重达到5%以上，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柱。”
郭浩表示，河南金融业发展的宏图已经绘就。

金融机构的新机遇

“金融行业是信心行业，作为高负债经营的
产业，与其他行业相比，金融行业对诚信的要求
更高。”郭浩认为，“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是改善地
区投资环境，实现金融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

因此，在金融业发展的同时，改善金融生态
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

郭浩表示，近几年来，河南省各级政府都十
分重视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并且取得了很大的
成就。在今年年初，省政府还发了《河南省金融
生态环境建设评价办法(试行)》，对于河南省建
立优化金融生态环境的长效机制，推进河南省
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工作有效开展，密切政府、金
融机构、企业关系，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不仅有利于优化金融
运行的外部环境，而且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影
响金融安全稳健运行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从而
更好地发挥金融业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
健康发展的重要作用。”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动力之基、活力之源。一方面，金融业有力地
支持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地方经济
的发展壮大又培育了金融业。可以说，金融业
与地方经济发展相辅相成。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部门也要转变传统的
对待金融的观念。在要求金融机构进行资金支

持的同时，也要考虑地方政府应当为金融机构
发展提供什么样的服务。”郭浩强调说。

在郭浩看来，打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是抓
好区域经济金融工作的必要举措。记者获知，
今年以来省金融办已经牵头打造以县域为单位
的金融环境优秀城市，这将传达一种理念：“地
方政府和企业可以把银行当成‘信用卡’，但绝
不能当成‘钱袋子’。”这样既能给金融业提供参
考，也能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诚信金融的现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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