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开发性金融助推

贵州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发展 

 

国家开发银行贵州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党中央、国务院作出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建立政策性金融与

商业金融分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1994 年 3 月

17 日，根据《国务院关于组建国家开发银行的通知》(国发[1994]22 号)，国家开发银行正式

成立。作为三大政策性银行之一，国开行承担着“筹集和引导境内外资金，向国家基础设施、

基础产业、支柱产业的大中型基本建设、技术改造等政策性项目及其配套工程发放贷款，并对

所投项目在资金总量和资金结构配置上富有宏观调控职能”的任务。1998 年，国开行新一届

党委提出“市场环境下、银行框架内”以及“抓好党建、办好银行、支持发展”的政策性银行

工作思路，开始了从传统政策性银行过度依靠财政融资、国家信用逐步转向运用国家信用、以

市场化方式支持项目建设、服务国家战略的探索与实践。2002 年 5 月 25 日，在国家实施西部

大开发战略的号角声中，国家开发银行贵州省分行挂牌成立。十年来，国开行贵州分行深入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通过充分发挥中长期、大额信贷融资的优势，努力推动贵州经济社会跨越

发展。 

 

一、开发性金融是支持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贵州作为中国欠发达、欠开发地区之一，由于历史原因，交通、水利、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欠账多，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农村贫困面大、贫

困程度深。同时，由于人均收入水平低、消费能力不足，出口贸易薄弱，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欠

账严重，和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很多制约发展的瓶颈领域。而且，贵州人均 GDP 指标

长期在全国挂末，贫困和落后成为当前贵州经济社会发展要迫切解决的主要矛盾。因此大幅增

加建设投资规模，将是贵州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加速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十二五”期间贵

州发展面临既要“转”又要“赶”的双重任务。 

  今年初，《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2]2 号)出台，这是 1990 年以来，首个从国家层面系统支持贵州省的综合性政策文件。贵

州实现跨越发展首次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贵州人民的亲切

关怀和对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重视。4 月 15 日，贵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十二五

”时期要实现贵州经济发展速度明显高于以往历史时期、高于西部地区同期平均水平、高于全

国同期平均水平；“十二五”期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程度提高到 80%以上，达到西部地区

平均水平；2016 年全省生产总值、公共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民人均纯收入比 2011 年翻一番以上的工作目标。“十二五”将是贵州实现跨越发展目标

的重大历史机遇期和战略机遇期。 

  由于贵州特殊的省情和经济发展阶段，在其经济生活中市场要素难以发挥主渠道作用



，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未形成有效支撑，在贵州实现后发赶超的进程中，银行信贷资金的支

持仍将承担主体融资作用。同时，客观上，在贵州经济社会事业实现跨越发展中，存在大量需

要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发挥作用的空间、存在着与地方政府共同解决市场失灵和市场缺损

的领域。 

  开发性金融作为实现政府发展目标，弥补市场缺损和推进体制机制建设的一种金融形

态，通过把国家开发银行融资优势与政府组织协调优势结合，在支持国家重点项目建设融资的

同时，不断推进市场建设和信用建设，在支持经济发展中有效控制风险。开发性金融特别适用

于类似贵州这样经济欠开发、市场建设落后、基础设施和民生事业融资瓶颈地区。按照开发性

金融“政府入口-中长期信贷资金孵化-市场出口”的运行模式，十年来，国家开发开行在支持

贵州各级地方政府重大项目建设的过程中，通过共同推进体制机制建设、市场建设和信用建设

的方式，逐步把贵州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社会民生事业等，传统依靠

财政融资的领域逐步变成可以采取市场化融资的领域，并通过引导商业金融和社会资金进入的

方式，提高投融资效率，缓解贵州重点、热点、难点领域的融资瓶颈问题。开发性金融在支持

贵州投融资体制建设、项目建设和社会事业建设方面的作用和机构价值日益凸显。 

  国开行贵州省分行成立十年来，秉承“增强国力、改善民生”的宗旨和服务贵州富民

兴黔的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把开发性金融理论与贵州省情相结合，把政府的组织协调优势与

自身融资优势相结合，按照“政府热点、雪中送炭、规划先行、融资推动、市场建设”的指导

方针，在开发性金融助推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是运用

规划先行、融资推动市场建设的开发性金融方法，支持和帮助地方建立融资、建设、经营、还

款的良性投融资体制，为城镇化建设和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筹集了急需的大额长期资金，实现了

服务贵州经济社会发展与实现自身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结合，建立起服务贵州经济社会发展

的长效工作机制。二是通过引领其他金融机构、社保资金和社会资金入黔，拓宽地方项目建设

资金来源渠道。三是积极研究形成支持民生社会事业发展的多种项目融资模式和金融产品，不

断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截止到今年 3 月末，国开行贵州省分行非个人中长期贷款在

贵州同业占比 20.85%，继续保持全省第一，已经成为支持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银行和重

要推动力量。 

 

二、开发性金融服务贵州发展的探索实践 

  国开行贵州省分行成立至今，始终坚持结合贵州实际，认真贯彻开发银行总行党委工

作方针，把服务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服务贵州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业务工作出发点。特别是近

年来，围绕省委省政府“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的主基调和“三化”同步发展的工

作目标，国开行贵州省分行进一步加大对贵州的支持力度，努力为实现贵州坚持科学发展、奋

力后发赶超目标，推动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 

  (一)着力支持贵州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建设 

  国开行贵州省分行 80%的贷款投向“西电东送”工程、交通基础设施、城镇基础设施

建设等“两基一支”领域，为贵州冲出“经济洼地”夯实基础，注入动力。20%的贷款投向新

农村建设、低收入住房、中小企业、开发扶贫、农业产业化和教育卫生等民生社会事业领域，



努力为贵州改善民生、全力总攻“绝对贫困”，实现和谐发展服务。截至 2011 年末，国开行

贵州省分行累计发放贷款 339.51 亿元，支持索风营水电站、构皮滩水电站、纳雍电厂等两批

“西电东送”项目及农网、城市电网等项目建设，支持电力项目装机总容量达 2670 万千瓦；

发放贷款 272.89 亿元，支持贵新、厦蓉、贵遵等国道主干线和省内干线及二级公路等交通基

础设施项目建设，支持公路项目建设里程达 3498 公里；发放贷款 384.69 亿元，积极推进贵州

城镇化进程，支持了贵阳市协办“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配套基础设施项目、

南明河整治、遵义红色旅游、毕节试验区建设等领域项目建设。同时，通过发挥政府组织优势

，按照“以批发的方式解决零售问题”的方法，积极支持民生社会事业发展。累计发放中低收

入住房贷款 31.56 亿元，支持贵阳、仁怀、遵义、普定、镇远和威宁等市县廉租房建设、棚户

区改造等 25 个项目及农危房改造工程建设；形成了多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融资模式，发放

小微企业贷款 35.71 亿元；累计发放助学贷款 17 亿元，惠及贵州贫困家庭学生 34 万人(次)

，并通过在支持毕节实验区建设，探索形成支持贵州县域经济发展和开发式“造血”扶贫的融

资模式，成为“开发性金融扶贫典范”。 

  (二)发挥优势、引导社会资金支持贵州经济社会发展 

  从广泛开展同业合作到提供“投、贷、债、租、证”综合金融服务，十年来，国开行

中间业务产品日益丰富，服务面日益扩大，服务手段日趋丰富。目前，国开行贵州分行已在贵

州开展了联合贷款、银团贷款、信托贷款、企业债承销、承兑汇票、保理等中间业务品种。截

至 2011 年末，国开行贵州省分行累计与省内外 30 余家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合作开展合作，

表外受托业务合作金额达 777 亿元，引入省外资金 229 亿元。 

  (三)融资推动投融资体制建设，主动防范金融风险 

  国开行贵州省分行运用开发性金融原理和方法，立足贵州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坚持融

资推动与融智服务相结合的方针，致力于促进贵州投融资体制改革。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

，推动政府整合资源，截至 2012 年 4 月末，累计支持了 64 家融资主体，其中省级 1 家、地(

市)级 27 家、县级 36 家。同时，以融资大力推进企业治理结构、法人、现金流和信用建设，

建立贷款借、用、管、还机制，最终为商业金融进入铺路搭桥，在 2008 年，应对全球金融危

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贵州省大多数融资平台逐渐摆脱了单靠政府“输血”生存的模式

，增强了自身“造血”功能，不断提高其市场化融资能力。 

  (四)发挥规划先行优势，打通融资瓶颈 

  规划先行是开发性金融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开行贵州省分行推进各项业务的

重要理念和工作方法。“十二五”开局以来，作为唯一一家金融机构，国家开发银行全程参与

了国发 2 号文件以及贵州省“三位一体”综合规划的调研、起草工作；并与国家发改委西部司

、省发改委共同开展《贵州省发展战略研究》课题；全程参与推动黔中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

的工作。今年以来，又积极参与和支持贵州生态文化旅游、现代物流业、生态移民搬迁等专项

规划编制工作。同时，发挥金融机构的专业化优势，在整体规划中融入系统性融资规划，并以

中长期资金保障规划落地。国开行贵州省分行成功地推动贵州水利建设项目融资方案落地，成

为开发性金融支持贵州投融资改革的成功案例。 

  (五)强化风险管理，不断提升经营业绩 



  国开行贵州省分行在其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将风险管理与业务发展相结合。

在处理好历史遗留不良资产的基础上，通过综合授信体系的建立与信贷管理体制的完善，以及

风险管理前移，前、中、后台协同，内外部互动，进行全面风险管理。并运用金融社会化方法

，建立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对开发银行贷款的联合监督机制，打造阳光工程。经过多年努力，国

开行贵州省分行内部形成了良好的风险防控机制，风险管理能力持续增强，不良贷款率从成立

之初的 43.8%降到 2011 年末的 0.36%，并已连续 16 个季度保持在 1%以内，成立至今无一起违

纪和损失类事件发生。 

 

三、国家开发银行贵州省分行的未来发展之路 

  十年来，国开行贵州省分行在支持贵州能源、交通、水利和城市基础设施等领域项目

建设工作中，探索出了一套适合贵州实际的开发性金融工作方法，形成创新意识和机制，不断

完善金融产品，金融服务能力逐步提高。国家开发银行整体转制后，银行功能不断完善，服务

手段日益丰富，转型带来的体制动力和机构活力进一步增强。十年来，国开行贵州省分行拥有

了一支年龄结构合理、知识结构优良、熟悉开发性金融理论和方法的优秀的员工队伍，能更好

地发挥专业优势服务客户。2010 年 12 月 9 日，国开行与贵州省签订了“一加八”开发性金融

合作备忘录，涉及水利、城镇化、工业化、农业产业化、旅游、文化、农村公路、农村危房改

造等领域，明确了“十二五”时期国家开发银行与贵州省银政合作的重点领域。2012 年 3 月 2

日，双方又签署了扶贫攻坚开发性金融合作备忘录，形成了“一加九”的合作框架。 

  《国家开发银行贵州省分行业务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 年)》对省分行的战略定位

是：着眼西部大开发新十年，抓住贵州实施“十二五”规划的战略机遇期，充分发挥开发性金

融优势，在积极推进贵州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发挥先锋先导作用，建成国际一流开发性

金融机构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分支机构。据此，国开行贵州省分行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按照国发 2 号文件和贵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工作目标和战略部署，积极支持贵州重点产

业、重点项目、重点领域建设，全力支持贵州“十二五”期间破解交通和水利两大瓶颈，助推

贵州实施“工业强省、城镇化带动”战略，促进贵州“三化”同步发展；创新融资模式，通过

将中长期信贷资金与财政性资金有机结合，着力推动实现“造血式”扶贫；通过充分发挥开发

性金融在服务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支持贵州省扶贫攻坚工程、支持毕节试验区建设和实施生

态移民搬迁工程等工作中的先锋先导作用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实现银、政、企互利共赢目标，

为贵州跨越发展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