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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奇帆详解重庆“金融 GDP10%计划” 

【摘要】：黄奇帆对于金融业达到 GDP10%比重的计划有比较清晰的实现路径。一是做大、做强目前的金融机构;

二是软环境的建设;三是人才聚集。 

“争取六七年后，金融业在 GDP 的比重达到 10%”刚刚出仟重庆市代市长的黄奇帆抛出了重庆金融业的最新规划。有“金融

市长”之称的黄奇帆是在花旗银行重庆分行开业仪式上做上述表示的。     

黄奇帆 2001年担仟重庆副市长以来一直分管金融，他希望把重庆打造成长江上游的金融中心。     

从资产质量看，重庆金融业贷款不良率从直辖前的 30%降到 1.37%，经营情况也大为改观。“2009年前 11月，实现利润 154

亿。”重庆市银监局局长洪佩丽说。黄奇帆曾透露，重庆金融业的资本回报率高达 20%，远远高于其他省区。     

黄奇帆对于金融业达到 GDP10%比重的计划有比较清晰的实现路径。一是做大、做强目前的金融机构;二是软环境的建设;三

是人才聚集。 

银行贵客     

黄奇帆说，目前重庆金融业发展趋势体现了三个特征。一是不良率下降。六七年前整个重庆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高达 30%，

最新的数据显示，该数据为 1.37%，在全国 31 个省市中列在前四位，次于北京、上海。在西部，重庆则是信贷资产质量最好的

城市。     

其次，重庆贷款增长迅猛。2009 年前 10个月重庆的贷款一直保持了 40%以上的增长速度。黄奇帆介绍说，全国一般的存贷

比在 60%，现在重庆的存贷比在 80%以上，说明全国各地的资金都在涌人重庆，为重庆所用。     

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9月末，重庆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8671.3亿元，同比增长 49.2%，已连续 6个月超过 40%。

其中，人民币贷款余额 8583亿元，同比增长 49.5 %，连续 9个月居全国第一。     

重庆的企业已成为很多银行的贵客。     

比如，民生银行去年半年报显示，其第一大客户为重庆江北嘴商务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第六大客户为重庆地产集团。同

期兴业银行的数据显示，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渝富公司”)为其第一大客户，贷款额为 52.72 亿元，占资本

净额的 8.13%，距 10%的监管限额井不遥远。重庆地产集团为兴业银行第三大股东。     

第三个特征是，金融业已经成为重庆的支柱产业。黄奇帆介绍，现在全国各省的金融产业一般占 GDP的 3%到 4%，重庆在几

年前也是这个水平，但是最近几年增长迅速，2009年的增速高达 34%，远远高于 GDP平均 14%的增速。     

黄奇帆介绍，目前重庆金融业占 GDP的比重已经超过 5%,“一般而言，一个产业超过 5%的比重可以称得上支柱产业。”黄奇

帆说。     

重庆金融业的经营数据也相当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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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佩丽介绍，2009年前 11个月，在利差收窄的情况下，重庆银行业实现了 154亿元的利润，比 2008年同期增加了 15亿元，

外资银行的净利润更是比 2008年增加了 1倍。 

GDP10%计划     

“我相信，再过六七年，重庆的金融业比重可以达到 10%的比重。真正体现金融中心应该具备的特征。”黄奇帆如此描述重

庆金融业的未来。     

黄奇帆一直希望将重庆打造成长江上游的金融中心。黄奇帆对于建设金融中心的路径也成竹在胸。他表示，今后将在三方

面加强重庆金融业的建设。     

首先，政府将推动目前的金融机构做大做强。     

目前，重庆有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等三家本地银行、两家市属保险公司、两家信托公司、西南证券，以及将挂牌的金融租赁

公司，金融体系基本完善。     

上市将是做大做强的重要途径。瀚华担保集团公司董事长张国祥预计，重庆金融企业上市将明显加速。     

重庆银行在 2005年就已向证监会递交了上市申清。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也在争取尽快上市，目前已开展相关工作。在资本市

场颇有名气的重庆国信控股公司也在当地国资委整体上市集团名单之列，国信控股间接控股三峡银行。     

重庆银行发展战略部总经理陈邦强认为，“走出去”是做大的另一途径。重庆的银行、保险公司等会加大对外扩张的步伐。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计划未来三年在四川、陕西等地开设 5家分行。    

 除了上述常规手段，整合将是做大、做强的一个重要方法。     

一直以来，重庆试图以渝富公司为基础，组建一个金融控股公司。基本思路就是将目前的金融企业股权放入渝富公司。重

庆国资委的一份报告提到，渝富公司将“加大战略收购、兼并、股权投资的力度，继续投资和控股重庆和全国其他金融企业，

如将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新大东方人寿保险公司收归旗下。”目前渝富公司是重庆银行、安诚财产保险公司、农村商业银

行的第一大股东。重庆希望通过金融企业之间的整合非常规的做强当地金融业。只是目前该计划尚无实质进展。     

黄奇帆的另一关注点是法制环境的建设。     

重庆银行信贷部总经理曾庆文估计，重庆可能会加大打击逃废债务的行为。黄奇帆认为，要有金融的诚信，若有各种灰色

的事情、有各种赖帐的行为，金融生态不好，金融企业将得不到很好的发展。     

而金融人才聚集是实现计划的保障。     

重庆一家保险公司的总经理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们希望建立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但是却找不到合适的人才。上海懂

投资管理的不愿意到重庆来，重庆又没有合适的人选。曾庆文介绍，重庆现在力推的离岸金融建设面临同样的难题。曾庆文到

重庆保税港投资管理公司负责过离岸金融的相关工作，不过后被调回重庆银行。    

 这正是黄奇帆的第三个关注点。他表示，“我们将积聚人才，建设金融人才高地，为金融中心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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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炼“金”术     

人才建设、环境优化是软指标，重庆在具体操作上表现得也不错。     

比如，对于机构建设，重庆一方面大力引进。为了组建金融租赁公司，重庆组建了专门团队到北京招商，最终选择中国石

油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合伙人，一起组建注册资本金达 60亿元的金融租赁公司。     

洪佩丽介绍，重庆银行业金融机构已达 40 家，仅 2009 年就有 5 家机构新进驻重庆，另有 2 家获准筹建。包括浙商银行、

汉口银行等都在准备进人重庆。     

在大力引进机构的同时，重庆也将有意外迁的金融企业留下。新华信托注册地在重庆，不过实际控制人为深圳企业，2007

年，新华信托一直希望迁往深圳。重庆竭力挽留。在新华信托引进巴克莱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重庆政府方面给予了

极大的帮助。     

上述措施的重要目的还是希望将资金带到重庆。     

在技术操作上，黄奇帆深知金融操作的要点，让重庆的企业主动符合银行的信贷要求。     

去年 5月，中信银行、中信信托有限公司为重庆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向全国公开募集 20亿元信托理财产品，该资金用做重庆

开投下属的项目子公司资本金。此后，在 7月又发行了 100亿元的类似信托产品。     

该操作的杠杆效果明显。重庆国投董事长何玉泊介绍，假如只有 10 亿的资本金，那从银行能获得约 30 亿的贷款，如果有

20 亿的资本金，则能获得约 60 亿的贷款。另一个例子是，重庆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高发司”)资产负债率一度达到

75 %，达不到银行放贷的要求。重庆市政府采取了两个措施予以化解。     

一是政府通过土地收益、增加税收返还等手段向高发司注资 100亿。二是对高发司的 60亿债务进行切割。将高发司在国家

开发银行的 60亿元贷款转由当地相关部门承担，由政府来偿还这笔贷款。     

通过此操作将高发司的资产负债率降到 55%，达到银行发放贷款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