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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增动能 转型促发展

陈卫东，金 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江苏省分行

今年以来，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银行信贷投放明显放缓，业务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江苏省分

行紧紧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服务“三农”发展和地方经济建设，思进求变，开拓进取，创新转型发展取得明显成

效。截至 2017年 10月末，创新类贷款余额 107亿元，较年初增加 21亿元，增幅 24%。

一、正确研判形势，提升站位，思进求变树立创新意识

面临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经营环境，全行上下统一思想，坚定“创新才有出路、行动才是出路”，不等不靠，及时调整思路，

积极应对，超前谋划。一是顶层加强引导。省行党委提出“以创新促发展、以创新转方式、以创新强管理、以创新增效益、以

创新育人才、以创新添动能”六大理念，推动全行走上新阶段的创新发展之路。各级行进一步提升站位，顺应改革形势，强化

责任担当，“稳中求进、进中求变、变中求优”，努力摆脱对传统业务领域、产品、模式的路径依赖和思维惯性，全力支持和

服务“三农”发展。二是创新引领驱动。省行专门成立了创新工作领导小组，为创新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行领导先后 5

次带队深入基层调研，组织召开 3 次全省业务转型发展座谈会，深入开展“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大调研、大讨论”活动。各基层

行积极开展创新业务培训，集中学习国家最新政策和总行制度办法，寻找发展突破口，培育业务增长极，努力打开可持续发展

的新空间。三是奖惩促动转型。出台了《江苏省分行 2017年创新工作专项考评奖励办法》，专门拿出部分绩效，专项用于创新

工作考评，激发创新在促发展、增效益、添动能等方面的核心作用，在创新转型中趟新路、谋发展。

二、积极创新转型，勇于探索，多方突破推动业务发展

省行党委未雨绸缪，主动适应政策调整和市场变化，及早谋划，将转型经营模式、优化信贷结构、开拓业务蓝海等工作作

为创新发展的主攻方向，探索适合江苏分行持续发展的新路子。全省条线累计营销新客户（项目）106个、金额近 350亿元，已

调查评估 24个、金额 82亿元。

一是主动调整贷款模式。政府购买服务模式“一招鲜、吃遍天”已一去不复返。然而，融资模式的调整困难重重，围绕实

现还贷资金来源由财政兜底为主，向项目或企业综合收益以及各项奖补转型目标，江苏分行牢固树立整体推进、统筹支持的发

展理念，以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业务为切入点，将项目建设与国家耕地保护与复垦、耕地占补平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

钩等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实行一体化营销。南通市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的意见》，专门成立市

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导小组，明确对高标准农田建设中新增的耕地占补平衡等指标进行补助和奖励。以此为契机，农发行省、市、

县行三级联动，一体化营销 5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资金需求近 30亿元。

二是择优选定贷款主体。为确保承贷主体合法合规，经营性现金流稳定可靠，该行坚持“依托政府、适应市场”的原则，

紧跟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要求，一方面督促现有平台客户完善治理结构，优化资产负债，向市场化运营转型；另一方面积极拓

展优质客户群，构建与央企、地方大型国企、上市公司的战略合作关系，择优选择行业龙头、产品尚新精、综合实力雄厚的大

中型企业。成功营销扬州瘦西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 20亿元，由扬州市人民政府授权出资成立，主要负责 12.23

平方公里的蜀冈一瘦西湖风景名胜区内景观建设、旅游配套设施建设等，在瘦西湖风景名胜区内拥有大幅可开发商业用地、多

套商品房和商铺，同时享有 12%的瘦西湖景区门票收入分成，以及一定的财政补贴收入，综合实力较强。该行通过林业资源开发

与保护贷款，支持、帮助企业改造项目区域内的生态绿化，提升周边生态环境档次，带动区域旅游开发和配套产业发展。此外，

还营销一批知名上市公司、大型国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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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积极调整信贷结构。主动与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沟通、对接，及时了解政府在“三农”领域的重大规划、重点项目和

融资需求，满足企业重点项目流动资金的需要。根据宿豫区政府加大区现代农业产园区建设规划，加大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流

动资金的投放，支持宿迁市运河湾农园有限公司流转农村土地 1 万亩，实施规模化经营，打造高效农业示范基地。今年以来，

全行新营销并投放流动资金贷款 6笔、金额 7.4亿元，贷款结构进一步趋于均衡、合理。

四是大力支持发展新业态。“互联网+农业”方兴未艾，农村电子商务如火如荼。农发行主动介入，积极推动农村流通体系

建设新业态。营销了汇通达网络有限公司农村流通体系建设流动资金贷款，用于采购农民生产生活用品，助力企业构建综合性

农村电商平台。同时，进一步创新思路，探索支持城市轨道交通沿线站点配套设施建设，完善城市交通系统，满足城乡一体化

交通需求，改善区域的经济结构。依托徐州轨道交通 2 号主体工程，支持沿线站点的综合配套工程项目 5 亿元，建设内容包括

站点沿线“停车换乘”地下停车库、地面四小件整合站厅服务用房、空间整体利用商业综合设施等。

五是努力开拓业务蓝海。认真贯彻国家“拓展蓝色经济空间”的战略部署，利用地域优势，充分发挥在支持海洋经济发展

方面的引领作用。积极参与连云港市 160 多万亩海域滩涂的开发和海洋生物产业科技园建设，支持海岛军地融合共建，发展蓝

色经济，培植业务发展新的增长点。紧紧抓住南通市作为国家首批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的有利契机，与市政府联合召开

政策性金融促进海洋产业项目对接会，双方就陆海统筹、发展海洋经济、科学开发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维护海洋权

益等方面开展紧密合作，政策性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将大有作为。

六是全力服务地方扶贫。坚持把支持脱贫攻坚作为农发行的政治责任，主动服务地方经济大局，支持省、市重点扶贫项目

建设。聚焦东西部协作扶贫、“万企帮万村”和光伏扶贫工作，主动加强与省工商联、省扶贫办、光彩会沟通协作，成立江苏

省“百企帮百村”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共同推进全省产业精准扶贫。同时，针对江苏扶贫工作实际，创新开展“五位一体”扶

贫模式，主动对接全省 12个省定重点帮扶县、6个集中连片区和 2个革命老区，与省扶贫办签订合作协议，联合下发《关于共

建政策性金融扶贫示范点及做好首批支持项目的通知》，摸排项目 13个，拟帮扶 82个省定贫困村、11.6万省定建档立卡人口

脱贫。目前，已投放项目 4个、金额 11.5亿元。

三、坚守风险底线，规范经营，积极稳健发挥职能作用

坚持把支持“三农”发展与有效防范风险有机结合起来，在切实履行好社会责任的同时，坚持按银行规律办事，规范经营，

更好地发挥农发行在农村金融中的支柱和骨干作用。

一是严格新客户（项目）准入。省行专门印发《关于加强贷款项目准入预审工作的通知》，切实加强新客户（项目）的准

入预审工作，定期召开由行领导、前中后台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参与的行长专题办公会，集体研究审议，推动“一站式”服务，

充分发挥上下联动、部门协同的营销合力，确保贷款投向准确，政策合规，风险可控，做到“调查靠前评估，审查提前介入，

审议超前会商”。

二是全面夯实基础管理。严格按照信贷全流程管理要求，层层落实信贷管理责任制，扎实做好客户营销和贷款（项目）调

查工作，重点加强风险贷款跟踪监测。充分依靠省行开发的内部管理信息系统，利用现场和非现场检查手段，进行常态化监管，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逐一解剖，下发风险提示函，提出改进措施，限期整改到位。全辖创新条线无一笔新增不良贷款。

三是注重风控措施落实。坚持把贷款金额、贷款期限与风险防范措施相匹配，对当地本级公共预算收入较高、地方金融环

境较好、银政企配合度强的，可以适当降低抵、质押比例，放宽贷款期限，区别对待。同时，积极探索风险防控新机制，开展

对“政银担”“政银保”等模式的调研，加强与省市级农担公司等担保机构沟通合作，推动地方政府建立财政风险补偿金制度。

创新建立林业资源开发与保护共同风险担保基金，由拟承贷企业共同出资成立风险担保基金，共同分担风险，切实增强风险防

范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