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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筹

金金金融融融吹响“黄蓝”建设号角
本报独家专访山东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李永健

□本报记者 周爱宝

金融业引导护航

“黄蓝”建设开局

记者：去年底，山东省政府

金融工作办公室就提出了“围

绕一条主线、树立一个理念、做

好六篇文章”的工作思路。一年

过去了，金融业各项工作取得

了哪些进展？特别是在支持

“黄、蓝”区域发展战略上，山东

金融业做了哪些支持？

李永健：去年以来，山东省

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把支持

“黄、蓝”两区发展作为工作重

点，不断加强政策引导、工作督

促、情况调度和协调服务，有效

推动了两区域金融业发展，金

融对两区发展支持力度进一步

加大，确保了两区域建设“开好

局、起好步”。

一是持续加大政策引导和

扶持力度。起草并报请省政府

发布了《关于金融支持黄河三

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的意

见》，提出了九方面共30条政策

措施；研究编制了《黄河三角洲

高效生态经济区金融业“十二

五”发展规划》；起草了《关于金

融支持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
设的意见》，即将报请省政府发
布实施；联合有关部门制定出
台了《山东省海域海岛使用权
抵押贷款实施意见》，为盘活上
千亿的海域海岛资源提供了政
策依据。

二是引导和督促金融机构
扩大信贷投放。今年前三季度
相关银行单列300多亿元的专
项信贷额度，用于支持两大经
济区优势产业发展和重点项目
建设。

三是大力拓展直接融资渠
道。前三季度“黄、蓝”经济区新
增上市企业1 4家、融资1 4 4亿
元，分别占全省的61%和68 . 4%。
联手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
会、人行济南分行推动“区域集
优债务融资”在半岛蓝色经济
区先行试点，青岛、潍坊、东营
三个试点市的首期融资额近
100亿元。

四是着力加强金融组织体
系建设。鼓励和引导股份制商
业银行、城商行、证券期货机
构、保险公司等向”黄、蓝”经济
区延伸，优先在该区域设立村
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
担保机构等各类新型金融组
织。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商行等
金融机构在”黄、蓝”经济区的

扩张步伐明显快于全省其他区
域，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
公司在该区域的县域覆盖率分
别达到91%和92 . 1%，高于全省
平均水平17个和7 . 5个百分点。

推动信贷创新

借力资本市场

记者：“黄、蓝”区域发展基
础的差异，金融业在支持两大
经济区的方式上有何区别？

李永健：相对山东半岛蓝
色经济区来说，黄河三角洲高
效生态经济区发展基础还相对
薄弱，在金融支持方面重点是
资源倾斜，着力加强金融组织
和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和推动
更多金融资源投入到高效生态
经济发展中来。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经
济总量占全省的47 . 5%，竞争力
较强。在这一区域，主要围绕培
育海洋优势产业和海洋战略性
新兴产业，深化金融服务创新，
丰富金融支持手段。

记者：山东金融业在支持”
黄、蓝”区域发展上有哪些具体
措施？

李永健：“十二五”期间，我
们将重点在四个方面加大对

“黄、蓝”区域发展的金融支持
力度。

一是加快信贷领域创新。
引导银行机构大力拓展产业
链、供应链、销售链融资业务，
探索推广应收账款、仓单、专利
权、土地使用权、林权、海域海
岛使用权及股权抵(质)押融资
试点，加大对“涉农”和中小微
企业的信贷投放。

二是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

市场。加大企业上市工作力度，

因地制宜推动两大经济区优质

企业在境内外上市融资；努力

扩大债券发行，引导和支持区

域内企业利用企业债、公司债、

中小企业集合债券、信托债权

基金等债务融资工具，进一步

扩大融资来源；特别是以与中

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签署

合作协议为契机，加快推进区

域内有关市“区域集优债务融

资”试点步伐；积极培育区域性

股权交易市场，吸引各类股权

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等支

持两大经济区建设；大力培育

和发展区域内期货市场参与主

体，提高利用期货市场服务实

体经济的水平。

三是不断完善金融组织体

系，吸引境内外各类金融机构

向两大经济区集聚。积极推动城

商行、农信社、村镇银行、小额贷

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等地方

金融机构发展壮大，满足两大经

济区发展的多样化金融需求；积

极做好区域内重点县(市)金融创

新发展综合试点，打造金融强

县，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四是探索发展各种新兴金

融业态。围绕支持“黄、蓝”经济

区高效生态农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依托

区域内产业和资源禀赋优势；

探索设立海洋产业发展基金、

船舶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

公司、海洋产品期货交易机构、

资源及环境交易所等各种新兴

金融业态，持续深入地推进金

融和实体产业融合发展。

2011年，正值“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时至年

末，山东金融业过去一年中在助推经济发展转型，支

持“黄、蓝”两大区域发展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呢？近

日，记者就相关热点话题采访了山东省金融工作办

公室主任李永健先生。

山东金融“十二五”发展思路

2010年底，山东省金融办提出了“围绕一
条主线、树立一个理念、做好六篇文章”的

“十二五”期间总体工作思路：即“紧紧围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牢固树立金
融产业化发展”的理念，全面做好“深化改
革、产融结合、区域协调、点面连接、创新发
展、优化环境”六个方面的工作，加快推动金
融业跨越式发展。

黄蓝两大战略

黄蓝两大战略指《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
经济区发展规划》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发展规划》，是两大国家级战略，对山东省今
后经济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黄河三角洲高
效生态经济区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将成为
十二五规划期间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于2009年12

月3日获批，区域包括山东省的东营、滨州和
潍坊、德州、淄博、烟台市的部分地区，共涉
及19个县(市、区)。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于2011年1月4日获
批，是我国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区域
发展战略。区域包括山东全部海域和青岛、东
营、烟台、潍坊、威海、日照6市及滨州市的无棣、
沾化2个沿海县所属陆域。

信贷投放倾斜“黄蓝”

今年前11个月，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
济区和半岛蓝色经济区贷款分别增加522 . 1

亿元和2219 . 7亿元，较年初分别增长18 . 1%和
15 . 7%，高于全部贷款增速4 . 7和2 . 3个百分
点。其中，11月“黄、蓝”经济区贷款分别增加
28 . 3亿元和153 . 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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