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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大批入驻，搅
动着济南的金融市场。而那
些身处其中的从业者们，总
能在第一时间感受到些许
微妙的变化。

刚入行时，林博没想到
自己会在30岁时就换东家。

6年前，林博踏入银行
业，加入一家股份制银行。
那时，他身边同事的平均年
龄在 30至 35岁。而现在，主
要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已经
降到30岁左右，少数银行甚
至只有二十七八岁。

这与金融机构在济南
扩张有直接关系。在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山东省分行行
长韩广岳的记忆中，十几年
前，济南的金融机构数都数
得过来，而现在增速明显，
日照银行、莱芜商行、北京
银行、浙商银行、渤海银行
等纷纷落户。最明显的是保
险公司，当年，济南只有十
几家，而现在已经增加好几
倍，有些新入驻的保险公
司，他连名字都记不住。他
认识一个小伙子，几年内换
了三四家保险公司。

要扩展业务，少不了招
纳新人，不少银行不得不到
竞争对手那里挖墙脚。这就
给林博这样的年轻人提供
了更多机会。在他身边，30

岁左右的同行，基本都有跳
槽经历。

与林博同为“80后”的
孙业，也在最近做出了同样
的选择。他通过各家银行的
网站、报纸广告或同行间的

口口相传，了解到各种招聘
资讯，并最终做出决定。

新岗位给他们提供了
更高的职位和更优厚的待
遇。在一些银行，已经针对
这样的年轻人制订了“ 8 0

后”人才培养计划。
这段时间，市民赵亮发

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在一家大型购物中心的影
院门口，先是一家股份制银
行摆出展台招揽顾客，凡是
办理该行信用卡的顾客，可
以在卖场消费时享受相当
大的优惠。不久后，一家大
型国有银行，就在这家银行
对面推出了类似服务。几米
之隔，大有“短兵相接”的阵
势。

“银行业竞争激烈，各
家在济南地位相对稳定，要
吸引顾客，一个要拼服务，
一个要拼品牌”，一位业内
人士分析。正因为如此，一
些银行不得不根据市场需
求开发新产品，也让济南市
民享受到了新的金融服务。
还有金融机构避开在传统
产品上的竞争，盯上了小微
企业的需求。

不过，这种错位竞争的
态势尚不明显，有业内人士
指出，大批金融机构涌入济
南，目前常用的手法是挖大
客户、挖员工，金融产品上
有独到之处的不多，这些企
业应在市场研究上下下工
夫。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
均为化名）

省城银行机构竞争“短兵相接”

相隔几米各摆展台
两家银行争抢顾客
本报记者 马云云 赵丽 实习生 刘谨

三区抢滩CBD 如何
专家称济南打造金融中心必须有自己特色，形成集聚
本报记者 马云云 赵丽 实习生 刘谨

招引“金凤凰”
效应

省城东部的中央商务区内，已经崛起了部分楼
宇，与“东荷西柳”遥相辉映。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在共青团路和顺河街路口，在交通银行和齐
鲁银行对面，300米高的绿地普利中心正在加紧
建设。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最近，30岁的孙业(化名)刚从一家城市商业

银行跳槽至一家股份制银行。后者许诺给他的，

是更理想的职位和薪酬。

近几年，省城地面上金融机构不断增多，一

些济南人不曾耳闻的机构也悄然挂牌。截至去年

下半年，全市金融机构数量由“十五”计划末的80

余家增至180余家，平均每年进驻20多家。与之相

伴的，是各家公司产生的庞大用人需求，孙业正

赶上了这波浪潮。

启德金融商务中心的沙盘。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编者按：
上个月，省委副书记、省长姜大明在济

南调研时提到，要抓好省会城市经济圈建
设，省里将重点从多方面支持济南，其中之
一即为支持济南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事
实上，自去年起，济南市就明确提出要打造
区域性金融中心，一轮与之相关的规划建
设兴起，历下、市中、高新区加紧步伐，形成
你追我赶的局面。

然而，济南对金融业的承载量究竟有
多大？各区在本轮发展中该是何种关系？要
达到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的目标，济南还
需要做什么？这一串问号，有待解答。

1 金融总部在“东迁”
位于燕山立交桥东的经十东路两侧，一

座座楼宇正在崛起。未来，这里将有不少金
融总部聚集。很多人尚不知道，这是历下区
正在举全区之力打造的济南中央商务区。

来自历下的一组数据引人关注：2011年
金融业实现区级税收7 . 97亿元，占区级财政
收入的21 . 44%；截至目前，该区落户的各类
金融机构达到240家……在该区，金融业的
支撑地位日益突出。

按照历下区的发展思路，除提升现有的
泺源大街金融商务区外，正在经十路两侧打
造济南中央商务区。

从7月6日开通至今，该中央商务区的招
商网站点击量已经超过20万。这一以奥体中
路、经十路、解放东路、新泺大街等为骨架构
建的中央商务区核心区面积为4公里，辐射

范围达10平方公里。历下区东部新区建设指
挥部招商部部长吴强透露，目前这里已经有
国开行山东分行、中国邮储银行山东省分
行、省农村信用社、深圳发展银行等近50家
大型金融机构总部已落户或确定落户。

再过几天，9月20日，启德国际金融中心
将举行奠基仪式，这一位于中央商务区核心
位置的项目，由四栋高层写字楼以及综合性
购物中心组成，其中一座高度将达到318米。

“从最开始就是为金融量身打造，为企业直
接设计好了金库。”山东启德国际金融中心
营销总监张利梅介绍说，目前招商已经如火
如荼地开始。洽谈时，有金融央企直接提出
要购买一整栋楼。

从这片区域再往东，另一个金融中心也
迈出了脚步。4月18日，高新区成立汉峪金融

商务中心建设指挥部。按照规划，该中心分
为北区和南区。北区主要将建成IT知识经济
总部基地；南区为汉峪片区的核心区，将形
成以商务办公、科研设计、商业服务等功能
为主的金融商务中心，建成后将有300米的
超高层地标性建筑。

而在济南老城区，随着今年6月渣打银
行落户开业，市中区的金融机构及网点总数
也已达到240家。该区也提出打造金融商务
中心区的规划。这一区域西至纬五路、小纬
六路，北至经一路，东至饮虎池街、上新街，
南至经十一路，占地面积约5 . 5平方公里。为
加快金融业载体建设，市中抓住棚户区改造
的机遇，先后启动了魏家庄、天桥南三角地、
普利门、中光明街等老城改造项目，推进金
融商务中心区核心区的开发建设。

2 奥体CBD建设“量体裁衣”
事实上，作为省会城市，在济南创建区

域性金融中心，省级层面已经确定。
2011年5月23日，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推

进济南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的意见，指出济
南市已成为京津以南、沪宁以北、西安以东整
个黄河中下游地区金融业资产规模最大、服
务功能最强的城市，完全具备建设区域性金
融中心的基础和条件。提出要利用省会所具
有的经济信息汇聚优势，成为黄河中下游地
区金融管理中心、金融机构中心、资金结算中
心、金融交易中心、金融后台服务中心。

四个月后，济南市以《“十二五”金融业
发展规划》的形式再次明确，在区域金融中
心有形载体的建设上，要形成以济南金融商
务中心区(位于市中区)和济南东部金融新

区为核心，以西客站金融后台服务区、济南
高新区资本市场发展示范区、章丘市农村现
代金融制度改革示范区为补充，“两核三区”
的金融业空间发展格局尘埃落定。其中东部
金融新区又涉及历下和高新两个区。也就是
说，在不久的将来，济南将在市中区、历下区
和高新区汉峪片区崛起三处CBD。

与之配套的扶持政策也已出炉，如对新
设或迁入本市的重点法人金融机构及其分
支机构，给予资金补助、对其高级管理人才
和业务骨干人员，在办理调入和家属随迁手
续等方面提供便利等。

今年5月，济南市金融工作会议上，市委
副书记、市长杨鲁豫把“加快推进济南区域
性金融中心建设”列为济南市金融工作重点

任务的第一条。
吴强负责招商的济南奥体CBD，正是

“两核”中济南东部金融新区的一部分，这里
将重点抓总部经济，吸引各种金融机构总
部，打造“总部商务区”。而地处市中区的济
南金融商务中心区作为另一“核心”，也已借
助地处百年老商埠区的优势，明确了“两纵
三横”的发展布局。

为减少成本，济南奥体CBD在建设中摒
弃“盖完楼再招商”的老模式，而是按照产业
布局、功能定位定向招商，逐步做到边招商边
建设，甚至让招商工作更超前，之后再根据企
业“量体裁衣”，按需求搞建设，建筑建好时就
已经明确了“主人”。俗称“101大厦”的奥体金
融中心等就是首个按照这种模式建设的。

3 CBD建设分散容易内耗
发展金融业似乎渐成热潮。然而，一时

间历下、市中、高新三区都宣称要建设
CBD，让不少人感到迷惑，“以济南的经济
实力，能否承载得了三个CBD？”不止一位
业内人士产生疑惑。

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目前是各区“自
己做自己的”，即便在规划内同为“东部金融
新区”的奥体和汉峪CBD也分别由历下区和
高新区各自主导，为抢占先机，各区开始了

“你追我赶”的强劲势头，他们急切盼望能得
到更高层面的承认，以及“来自市里的支持”。

作为济南近代金融业的主要发源地，市
中区率先提出打造金融商务区的设想，确定
将全力打造以金融监督、管理功能为核心，兼
有公共服务、商务公寓等相关配套功能的金
融商务集聚核。为吸引金融机构入住，该区在

办公用房、人才引进、子女入学、居住生活等
方面给予最大优惠，还召开楼宇高层联谊会，
与辖区31个重点楼宇负责人建立长期联系，
鼓励他们整合资源，优先提供给金融机构。同
时规划建设一批高档商务楼宇。

历下区也“不甘示弱”，确定要打造
CBD后，正在举全区之力进行推进。先后成
立金融服务、企业上市、融资担保、小额贷
款等工作领导小组，每个领导小组由工商、
税务、公安、审批中心等10多个部门组成，
定期举行座谈会，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困难。
还设立区域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对新入
驻的银行、保险、证券类金融机构的全国性
总部、省级总部和市级总部，分别给予一次
性补贴。而在高新区，也已成立汉峪金融商
务中心建设指挥部，立志在汉峪片区打造

出全市乃至全省首屈一指的大规模、高档
次城市CBD。济南金融后台服务集聚区也
在做前期工作。

山东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院院长、
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张志元表示，金融业
发展讲究集聚效应，CBD建设分散，不利于
金融企业扎堆，并造成内耗和资源分散，这
一点不得不引起重视。

根据金融业“十二五”规划，目前发展
势头强劲的东部金融新区将和金融商务中
心区“互为补充、错位发展”，但始终并未明
确“如何错位发展”这一课题。一位业内人
士直言，目前各区都在用尽各种方法争取
金融企业青睐，他担心可能出现为留住项
目而相互压价的现象，这对整个济南市的
长远发展来讲，是不利的。

4 金融发展亟需政府统筹规划
除了城市自身的布局，另一个问题也

亟待解决：在全国各地争相建设区域性金
融中心的今天，济南怎样占据有利位置？

“往南有长三角，往北有北京、天津，往东有
青岛、大连，人家为什么要千里迢迢来济南
跑贷款、买保险？证监会为什么要让你多上
市几家公司？”一业内人士称。

在去年9月28日召开的2011中国(济
南)国际金融博览会上，多位专家提到，济
南要打造区域性金融中心，必须有自己的
优势和特色。

张志元则认为，尽管济南对周边城市
有一定的吸纳带动和辐射作用，在打造区
域性金融中心方面具备一定的优势和条
件，但目前经济总量不够大、区域经济一体

化程度不够高，省会城市群经济圈尚未真
正形成，所以离建成区域性经济中心的目
标，还有一段较长的培育和成长过程。

一家银行山东省分行负责人给出了
更为具体的建议，他表示，目前大家都在
打造CBD，却很少有人细致梳理“家底”，
分析需求和市场，以银行为例，各级应该
拉个单子，判断哪些银行还可能入驻，哪
些已经入驻的银行需要搬迁、改扩建或进
驻新楼宇，在此基础上，再做好规划和相
关工作。

“金融业发展应由市级统筹规划、合理
布局”，张志元表示，济南要找准自己的“核
心”，让金融机构在一定的区域内形成集聚
效应，使该区域成为功能完善的中心地带，

形成以金融功能突出的标志性CBD，也成
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群。这样，金融要素就
会自愿向一个方向流动。

归根结底，金融业属于现代服务业范
畴，其根基是实体经济，本质也是为实体经
济服务，“经济总量上不去，金融业发展将
成为无源之水。”张志元说，一个城市的竞
争力主要体现在企业、产业和环境这三者
的竞争力上，其中，产业竞争力是根本。目
前济南金融资源欠缺，区域吸引力不够，竞
争力还不强。所以从根本上讲，要向外部拓
展空间、内部优化布局、做强产业、不断提
升辐射和吸纳能力，使这座城市成为区域
内的功能中心，那时就不愁吸引不来金融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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