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细细数数去去年年内内的的五五次次降降准准和和降降息息
十月：双降，资产质

押再贷款

10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宣
布，自2015年10月24日起，下调金
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
率，以进一步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其中，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
率下调0 . 25个百分点至4 . 35%;一
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 . 25个百
分点至1 . 5%;其他各档次贷款及
存款基准利率、人民银行对金融机
构贷款利率相应调整;个人住房公
积金贷款利率保持不变。同时，对
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
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并抓
紧完善利率的市场化形成和调控
机制，加强央行对利率体系的调
控和监督指导，提高货币政策传
导效率。

自同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
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0 . 5个百分
点，以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
充裕，引导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
长。同时，为加大金融支持“三
农”和小微企业的正向激励，对
符合标准的金融机构额外降低存
款准备金率0 . 5个百分点。

九月：降准，抵押

补充贷款 (PSL) ,存款准备

金制度改革

9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下调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0 . 5个百分点，以保持银行体系
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货币信贷
平稳适度增长。同时，为进一步
增强金融机构支持“三农”和小
微企业的能力，额外降低县域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
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等农村金融
机构准备金率0 . 5个百分点。额
外下调金融租赁公司和汽车金融

公司准备金率3个百分点，鼓励其
发挥好扩大消费的作用。

9月15日，央行改革存款准备
金考核制度，由现行的时点法改
为平均法考核。即维持期内，金
融机构按法人存入的存款准备金
日终余额算术平均值与准备金考
核基数之比，不得低于法定存款
准备金率。

八月：降息，中期

借贷便利(MLF)

8月26日，央行下调金融机构
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以
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其
中，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
率下调0 . 25个百分点至4 . 6%;一
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 . 25个百
分点至1 . 75%;其他各档次贷款及
存款基准利率、个人住房公积金
存贷款利率相应调整。同时，放
开一年期以上(不含一年期)定期
存款的利率浮动上限，活期存款以
及一年期以下定期存款的利率浮
动上限不变。

8月，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
合理充裕，结合金融机构流动性
需求，人民银行对14家金融机构
开展中期借贷便利操作共1100亿
元，期限6个月，利率3 . 35%。8
月末中期借贷便利余额4900亿
元。中国人民银行在提供中期借
贷便利的同时，引导金融机构加
大对小微企业和“三农”等国民
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
力度。

七月：抵押补充贷

款(PSL)

201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向
国家开发银行提供抵押补充贷款
429亿元，利率为2 . 85%，期末抵押
补充贷款余额为8464亿元。

六月：双降，抵押补

充贷款(PSL)

6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针对
性地对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对

“三农”贷款占比达到定向降准标
准的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
业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0 . 5个
百分点，对“三农”或小微企业贷款
达到定向降准标准的国有大型商
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
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0 . 5个百分
点，降低财务公司存款准备金率3
个百分点。

6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下调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
利率，以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
本。其中，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
准 利 率 下 调 0 . 2 5 个 百 分 点 至
4 . 85%;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
0 . 25个百分点至2%;其他各档次
贷款及存款基准利率、个人住房公
积金存贷款利率相应调整。

6月，中国央行向国家开发银
行提供抵押补充贷款1，576亿元，
利率为3 . 1%。

五月：降息

5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下调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
利率。其中，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
基准利率下调0 . 2 5个百分点至
5 . 1%;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
0 . 25个百分点至2 . 25%，同时结合
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将金融机构
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存款
基准利率的1 . 3倍调整为1 . 5倍;其
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及个人
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相应调整。

四月：降准，注资国

开行

4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下调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
百分点。同时，有针对性地实施
定向降准，对农信社、村镇银行
等农村金融机构额外降低人民币
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统一下
调农村合作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至
农信社水平，对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2
个百分点。

4月，由国务院批准，央行将
以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债转股形
式，注资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农
发行由财政部追加资本金。其
中，曲线注资国开行和进出口银
行的金额分别为320亿美元、300
亿美元。

三月：降息

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下调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
利率。其中，金融机构一年期贷
款基准利率下调0 . 25个百分点至
5 . 35%;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
0 . 25个百分点至2 . 5%，同时结合
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将金融机
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存
款基准利率的1 . 2倍调整为1 . 3倍;
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及个
人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相应调
整。

二月：降准

2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下调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0 . 5个百分点。同时，为进一步
增强金融机构支持结构调整的
能力，加大对小微企业、“三
农”以及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
支持力度，对小微企业贷款占
比达到定向降准标准的城市商
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
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0 . 5个百分点，对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
率4个百分点。

第一件大事——— 减少储蓄

储蓄虽然可以成为社会保障机制
缺乏的有益补充，但留给子孙万代的
钱就要考虑好了，在不断降息的年
代，它不再是增值省心的理财方式，
简直就是一直不断跑气的气球。如果
你想自己享受比以后更多的东西，给
子孙留下更多的东西，就要把它取出
来，投放到最有利于你的地方去！

第二件大事———

学会从银行借钱花

一是消费。如果你是生老病死无
忧者，或是40岁以下无养老负担的有
工作能力的人，你一定要学会敢于消
费、勇于消费，享受生活。因为20年
后，国家的各种保障机制会更加健
全。只要喜欢的，银行敢借给你的，
一定要利用好，如房子、汽车、手机
等需要贷款或分期付款的，能负担得
起，就大胆地借钱消费吧。

二是创业。在国家鼓励全民创业
的今天，降息降准进一步降低了创业
者的门槛。定向降准鼓励银行对小微
企业贷款，希望能够尽快落实。所
以，只要政策允许，能力够强，就尽
可能地把贷款用到最大极限。

第三件大事——— 念好理财经

余钱在手，让钱生钱，最好的办
法就是不能让钱存着、睡着。睡着的
钱慢慢会睡死。理财是最好的选择。
尽管当前理财渠道窄，理财风险较
大。而且理财是个智慧活。但让理财
不赔本才是本质。理财的基本方法是
投资，趁投资房地产低迷徘徊投资学
区房、商服、公寓等都是不错的选
择；也可以选择信誉好的全国性理财
公司，升值潜力大的股票等。当然，
对高回报企业或项目搞一下风险投资
也是新的尝试，可能一本万利，胜过
彩票中奖。

延伸>>

央行降息降准

老百姓要赶紧干三件事

创创新新服服务务 济济南南农农商商行行迎迎发发展展新新机机遇遇
在辽阔的山东大地上，黄河犹如一条飘带，穿行而过。黄河岸

边的泉城济南，依托省会城市的区位优势和金融资源优势，全力

打造“黄河中下游金融中心”。各家金融机构激烈的竞争态势让大

家都卯足了劲，多元化金融格局在加快形成。挂牌不到一年的济

南农商银行带着一股韧劲和一种责任，栉风沐雨、砥砺前行。在

“面向三农、面向社区居民、面向小微企业、面向区域经济”等领域

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

与企共舞

思想创新迎来蝶变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蔚然
成风，“互联网+”颠覆传统业
态，家庭农场、农村合作社等新型
经营主体闪亮登场，小微企业雨后
春笋般萌发。中国梦正在每个角落
里开花、结果。浇灌中国梦，需要
普惠金融的雨露滋润。泉城大地
上，金融资本的角逐在悄然上演，
多元化金融格局在加快形成。

根据服务区域实际，济南农商
行提出了“面向三农、面向社区居
民、面向小微企业、面向区域经
济”的市场定位。根据小微企业
创业、成长、成熟不同发展阶段
的特点，济南农商行为其量身打
造金融产品，特别是针对创业阶
段客户，大力推广“小微企业
主”贷款模式，并根据客户实际
经营特点，创新推出订单贷、商
铺贷、生意贷、增信贷、房抵贷
等系列产品，以及小微企业“成
长之路”贷款、市场商户“创业
之星”、创业青年“鲁青基准贷”
等系列贷款品牌。在持续不断的产
品创新中，该行对辖内的特色产业
有了深入了解，在此基础上积极探
索“产业链金融”。

“产品创新的背后，其实是全
方位的服务创新和营销模式的革
新。”济南农商行董事长马立军明
确提出要“以批量标准化为重点，
提高小微金融服务效率。”为了实

现“批量标准化”要求，该行积极
推进“四个”中心建设，建立小微
企业信贷业务批量运作的标准化流
程，实行集中评级、集中授信、集
中审批，建立起专业化营销、流程
化操作和集约化经营模式。与此同
时，该行还通过推行主办行制度，
向综合服务商转变。

服务区域

实现经营方式转变

与小微企业共同成长，与区域
经济融合发展，全面激发创业创新
活力，是时代向金融企业发出的呼
唤，也是济南农商银行对时代的呼
应。

决策链条短、审批效率高的法
人银行体制机制优势，做好小微企
业孵化器是弯道超越的良好机遇。
济南农商行的领导班子面临经济的
新常态，在农商行的组织模式、流
程再造、风险控制上开展了一次革
新行动。以发展理念转变引领发展
方式转变，以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发
展质量和效益提升，济南农商行坚
持零售银行的发展方向，并将小微
企业作为服务重心的发展路径已然
清晰。向管理要效率，向服务要效
益，创新小微金融服务理念、业务
产品、服务营销模式、风险控制技
术、服务文化，提供一站式、综合
服务平台，不断扩大金融服务的宽
度和广度，推动服务模式从粗放式
经营到集约化经营转变。

以“抓小限大”为原则，优化

贷款结构。济南农商行加大小微企
业贷款支持力度，创造性地将传统
的“小微贷”技术与互联网金融平
台相结合，正式启动推出“互联网
+小微贷”技术。新发放小微企业
贷款96 . 92亿元，小微企业客户达
到5923户，贷款余额达到193亿
元，占各项贷款的55 . 3%。

贷款担保结构逐步优化，抗风
险能力增强。抵质押贷款余额达到
2 1 4 . 3 亿 元 ， 占 实 体 贷 款 的
61 . 4%，较年初提高5 . 7个百分
点；抵质押贷款比年初增加30 . 4
亿 元 ， 占 新 增 实 体 贷 款 的
100 . 7%。

社区银行建设不断推进，零售
类贷款稳步增长。根据农区、城区
业务发展实际，济南农商行结合
“阳光信贷、金融服务进社区、富
民惠农创新”三大工程，以城乡居
民、机关事业单位员工、国有及上
市公司管理人员作为拓展重点，因
地制宜地开展多层次营销，促进了

零售类贷款的稳步提高，当年新增
零售贷款近10亿元，零售贷款余额
达95 . 6亿元。

风雨同舟

以人为本创辉煌

“大河有水小河满”。在乘风
破浪的金融改革新航程上，济南农
商行人与济南农商行休戚相关，荣
辱与共，风雨同舟、和衷共济是大
家的共同选择。

人才竞争是金融行业竞争的实
质。济南农商行不断加强员工队伍
建设，打造分层次培训体系，打造
高素质、专业型人才梯队，全面增
强业务发展的后劲。过去一段时间
里，农信社存贷款息差占据营业收
入的比重畸高，“坐等效益上门
来”的理念根深蒂固。2013年以
来，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深入推进,
“市场型”增长方式开始深入人

心，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成为金融服
务的新常态。

济南农商行已经锤炼出一批敢
于担当、勇于创新、乐于奉献的干
部员工队伍。以公平竞争为核心，
建立人力资源优化机制，按照双向
选择、竞争上岗原则，从干部到员
工，实现行本部、管辖行和一线全
员竞争上岗，中层干部年龄学历进
一步优化，本科以上学历占比达到
8 1 . 7 % ，年龄 3 5岁以下占比达
48%。展望未来，我们将强化危
机、市场、效益、形象、质量、改
革六种意识，借助互联网、物联网
等信息手段加快转型升级，大力拓
展银行货币市场、金融市场等中间
业务，发掘新的增长点。我们将细
分市场与客户群体，量体裁衣加大
产品创新力度。我们将借助行业协
会、商会等社会公共平台，拓宽融
资管道。农商行人在新的广阔舞台
上将会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创造
属于农商行人的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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