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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金改”进行时
本报记者 桑海波 温州报道

金融改革，二次上路

“规范发展民间融资；鼓励和支持
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
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批准
了《试验区总体方案》，提出了十二项主
要任务。

温州试点之初，迎接它的不止鲜
花，还有鸡蛋。社会上，除了积极的声
音，也传出了类似“含金量不大”等质疑
声。有人就指出，2002年，温州就成为全
国唯一的金融改革试验区，结果无果而
终，评论担心这次改革会遭遇同样的命
运。

面对质疑，作为一个研究温州经济
三十多年的本土学者，温州中小企业发
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对记者表示：“两
次金融改革试点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
的！”

周德文说，首先是审批的机构不一
样，上次是央行批准的，没有得到国家
层面的认可，这一次是国务院批准的，
具有全局意义。

其次，试点任务大不相同。2002
年批准的方案，只是进行金融产品的
创新，是在银行间进行的，没有涉及
到体制、机构改革，特别没有涉及到
民间借贷的合法化；而这一次是完全
打破了，是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试
点。

周德文介绍，改革开放以来，逐渐

形成了一种“温州模式”，即以民间资本
带动民营经济的高速发展。如今，这种
模式遇到了地方金融体制滞后的“断
腿”，制约了温州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逐渐走向衰亡。

早在十几年前，周德文等温州人士
就开始大声疾呼“金融改革”。那时候，
民间借贷还被称作地下钱庄，处处受到
打压。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温州民间
对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呼声就更加迫切
了。

“所有温州人都应当记住这一天！”
得到国务院批准后，参与试点方案申报
工作的周德文兴奋异常，他对记者如此
说道，“为了金融改革试点，我们付出了
不懈努力，很高兴被批准，民间借贷合
法化，最起码在温州区域内已经开始实
施了。”

周德文认为，金融改革试点是一个
天赐良机，它将创造一个新的温州、新
的温州模式。“我们应该好好把握这次
历史的机遇！”

一城改革，牵动全局

“含金量”不高的说法，同样也遭到
了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的反驳。

张震宇说，温州试点，本身具有
特殊的“含金量”。“当前温州民间借
贷出现的问题，不但要靠政府措施去
解决，还要靠改革。看似平淡的‘1 2
条’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内涵，其综合
效应是国务院为温州开拓出一条化

解民间资本投资难、民营企业融资难
的新路。”

意义不止在于温州一地，“它还具
有全局性、宏观性、指导性的含金量”，
张震宇说，国务院对改革寄予很大的希
望，国家期待通过温州的改革，积累经
验，为今后全国的金融改革提供借鉴和
示范。

正如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的“为全
国金融改革提供经验”那样，温州的改
革具有积极的探索意义，对海西经济
区、对上海金融中心等我国东南沿海地
区改革，甚至对全国都具有重大的现实
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新药都需要临床，在总结药效、药
性之后，才能批量生产，金融改革也是
这样，温州就是先做这只试药的‘小白
鼠’。”周德文打比方说。他认为，金融改
革的风险性很大，把试点放在温州，温
州应该大胆地尝试，在总结经验教训的
基础上杀出一条血路来，将成功的经验
推向全国。

现在，温州一地的改革，引起了全
国上下的关注。试点获批后，作为最熟
悉温州地方金融的周德文更是忙得没
有片刻闲暇，与记者交谈也不时被电话
打断，已经有宁夏中小企业局等多地邀
请他去讲解改革政策。

周德文认为，“一方面，温州的改革
经验值得关注；另一方面，地方金融改
革，各地不需要等温州出了经验才去
做，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大胆地先行
先试”。

若回顾2011年，温州给人
印象最深刻的是媒体报道的
企业倒闭潮和老板逃跑潮，
富甲一方的温州，因一系列
民间借贷事件的发生，被一
场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笼
罩。由于融资难，不少中小企
业陷入苦苦挣扎中。温州遭
遇的困境，折射出当前金融
体制的不健全。

恰在此时，3月28日，国务
院决定设立温州金融综合改
革试验区，民间资本阳光化、
规范化，有望在这一地区率
先实现。

政策打开了门，让温州
的实体企业、民间资本鼓舞，
温州民间资本伸手拥抱春
天，民资有望重焕活力，温州
经济迎来再度腾飞的契机。

其实，温州改革的意义
不止于此，国家希望通过温
州的试点工作，总结经验教
训，探索出一套成熟可行的
方案，将金融改革推向全国。

温州，一座小城的试点
已经上路，作为我国金融体
制改革标志性的拐点，它势
必将牵动着举国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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