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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清启动山东金改 中央地方双向交流金融干部

中央金融部门和企业将选派 30名干部到山东挂职，山东每个地市将配备一位懂金融的副市长

证券时报记者 余胜良 卢青

自郭树清从证监会主席转任山

东省代省长起，外界已经开始紧盯他

主导下的山东新政，并预测向来雷厉

风行的郭树清将首先启动金融领域

改革。

果不其然。

8

月

7

日，山东省《关

于加快全省金融改革发展的若干意

见》印制，并在随后几天下发。

《意见》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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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22

条，是山东这

个经济大省对自身经济格局中金融

偏弱的反思， 也寄托了当地政府、实

业、 金融机构加快金融发展的愿望。

当然也少不了郭树清的影子。

据山东金融办的消息， 中央金

融部门和企业将选派

30

名干部到山

东挂职，山东省每个地市将配备一位

懂金融的副市长， 而山东省也将选

派

34

名干部到中央金融部门和政

府挂职。

出台

从公开报道看， 郭树清上任后，

不断会见到访的经济金融界人士，此

外， 他主要将精力放在了地方调研

上。 他保持每周走访一个地市的节

奏，一份关于金融改革的文件也一直

在酝酿中。

4

月初， 郭树清到山东不久就召

开金融改革座谈会， 随后提出来要出

台金融改革指导性文件。 当时山东省

金融办还不知道郭树清是想要指导意

见，还是试点方案。

紧接着

4

月

15

日山东省政府召

开第一次深化金融改革专题座谈会，

并形成专题会议纪要， 确定了深化金

融改革的框架。

此后， 山东省又在

6

月

9

日和

7

月

12

日两次召开深化金融改革专题

座谈会， 征求各方意见， 最终在

7

月

19

日山东省政府常务会议上研究讨

论通过了《意见》。

“文件要得很急，时间很紧，省长

一直催。”参与该文件起草的山东省金

融办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该工作人员

的感受，与郭树清在任证监会时，证监

会工作人员的感受类似， 当时证监会

每周出台一个文件。

“这份文件的初稿和最终定稿变

化很大。”山东省金融办一位负责人表

示。 该文件出炉前历经郭树清主持的

4

次会议，经过

6

次修改，大小修改

70

余处。 文件增加了一些更为谨慎的措

辞，以和国家政策相适应，也更加“与

实体经济相适应”。

在文件编制过程中， 郭树清要求

研究国务院国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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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文件，

该文

7

月

5

日发布，内容有扩大民间

资本进入金融业、建立多层次资本市

场等。 山东金改中发展民营金融机

构，做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

金融服务等部分， 就是通过消化

67

号文来的。

而郭树清在省内各地市走访调

研，也让他吃透了山东的情况。他经常

询问地方官员有关利率执行情况；在

各地金融机构网点和小微企业， 询问

经营和融资情况。“《意见》经过多次修

改，许多表述都是他的原话。 ”山东金

融办一位官员表示。

《意见》的出台，被当地人认为“路

走得很准”。

积弱

金融一直是山东这个经济大省的

软肋。 据山东省小额贷款公司企业协

会董事长刘吉民介绍， 山东省每百人

中从事金融行业的有

2

人， 而江苏上

海等地是

6~7

人。

《意见》提出到

2017

年底，山东

金融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要

达到

5.5%

以上， 占服务业增加值的

比重要达到

12%

以上。去年山东金融

业 增加值占生产总值 的比重为

4.03%

，而广东、上海、北京等地去年

超过

6%

。

实际上，如果从经济体积上看，山

东省在全国名列前茅， 但这只是量的

积累， 山东人觉得金融行业拖了经济

后腿。

这个软肋已经让企业满腹牢

骚，济南一家高新技术企业董事长

对此感同身受。 他此前为融资

1000

万元， 要向金融机构作各种解释，

并且要出具各种文件， 手续繁琐，

最终他放弃了这笔融资。 “与金融

机构打交道很难，因为交易双方地

位不对等。 ”

2008

年就到山东从事股权投资

的睿谊投资执行合伙人吕红民也发

现， 山东省很少有本地的股权投资机

构，这与浙江、江苏等省市不同。“在很

多省份都是当地人找我们合作， 而山

东本地注册的只有几家， 整个

PE

市

场不活跃。 ”

而在政策上， 他也认为山东太保

守，很难与

PE

对接成功。 吕红民称自

己为

VC

，甚至为天使投资人，近来他

的投资向产业上游转移， 促使高新技

术成果尽快商品化、产业化。甚至他还

成为大股东并参与企业管理， 在一定

条件下退出。

外界将山东省金融行业落后归咎

于经济结构等原因。其中，最为诟病的

就是山东的“大象经济”。

在资源禀赋上看， 山东省自然资

源丰富，依此发展起了高耗能的钢铁、

有色、化工、造纸等工业，并且贡献了

大部分

GDP

。 大企业销售额高，

GDP

拉动效应明显，为官员们所喜好。

而金融机构也倾向于向大企业放

贷，但是这种放贷产生的社会收益，在

最近几年饱受怀疑。

不少受访者认为，山东省

GDP

和

江苏省相差无几， 但是财政收入远比

不上江苏， 就是因为受经济结构中高

污染、 高耗能的资源型企业比例过大

拖累。

“比如山东钢铁去年销售额是

1600

亿元， 如果这是

1600

家中小企

业每个

1

亿元贡献出来的，那济南的

发展就了不得。 现在我们公司几个亿

的销售收入，我在济南都可以做工商

联副主席。 ”一名拟上市公司董事长

表示。

银行的盈利能力全靠利差， 这也

是在吃政策饭，中间业务比重太低，如

果将附着在利差上的业务费用刨除，

银行中间业务在其收入中所占比重

10%

， 而日本等发达国家银行中间业

务比重一般在

50%

以上。

金融革新

山东希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水

平。 《意见》计划加大对制造业、服务

业、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以及绿色环保

等领域的资金支持力度， 培育新的经

济增长点。

新产业发展离不开资金支持，山

东省想改变经济格局， 改变小微企业

偏弱局面，首先需要金融活起来。

所以金融革新是最容易活跃经

济的做法， 这也是上述山东金融从

业者认为郭树清“路走得很准”的缘

由。 而金融也是郭树清最为熟悉的

领域。

金融业既可服务实体经济， 本身

又是一大产业， 而且处于各产业的高

端。“如果山东省实体经济的优势能够

转化到资本上面， 经济发展质量就会

得到质的提高。”山东金融办主任李永

健表示。

其实， 山东省一直重视金融业

发展， 近几年金融业也一直快速发

展，“十一五” 期间年均增速达到

18.8%

，去年增长达

19%

，是

GDP

的

两倍。爆发金融危机后，山东省

2009

年末还将金融办作为直属机构独立

出来。

记者发现， 作为山东发展金融业

的纲领性文件，《意见》 吸收了山东以

往的成功经验。例如，抵押物创新的寿

光经验，以及县域金融创新等。而关于

齐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的部分更是山

东省金融领域的一大亮点。

齐鲁股权交易中心在山东各地办

理分支结构，经过两年多的发展，挂牌

企业

138

家，托管企业

271

家，在全国

也属佼佼者。

该交易中心属四板市场， 不设盈

利等要求，但企业要规范信披，规范缴

纳税费，规范管理。

李永健认为， 股权交易中心可以

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还增加了

投资平台。 这也是山东建立多层次资

本市场的一部分。

此外，《意见》中创新领域众多，

其中包括设立覆盖省市县的地方金

融监管部门。 这主要是因为金融行

业发展迅速， 传统金融监管已经无

法全部覆盖，存在监管盲区，设立地

方金融监管部门可以覆盖盲区，避

免政府职能缺位， 也可为一行三会监

管做服务。

此外， 农村信用社改革吸纳的投

资主体不仅仅是省内资金， 也吸引民

营资本。

市场取向

《意见》一定程度上显示出郭树清对

市场的迷恋。

4

月

7

日， 郭树清在山东省新一届

政府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讲话涉及的

却是政府与市场：政府不是万能的，许多

事情由政府来做成本很高， 要切实转变

政府职能，下决心把该放的权力放下去，

该由市场做的放给市场， 社会能办好的

交给社会。

郭树清的上述看法，在《意见》中得

到贯彻。 “《意见》就是发挥市场配置的

基础性作用。 ”李永健表示。《意见》希望

企业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变，促进

民间资本参与到金融行业，促进民间融

资，引进种子基金、风投，发展金融中介

服务。

郭树清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

这可以在他早期工作中找到踪迹，尽管

哲学和法律专业出身，但他毕业后迅速

将注意力转移到了经济领域。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郭树清和吴敬琏、周小川

等被称为 “整体改革论者”。

1988

年

5

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设计》完

成。郭树清

1988

及

1992

年曾两次获得

大陆经济学界颇富名声的孙冶方经济

学奖。

此外， 郭树清长期在国务院体改委

任职，对经济领域的研究，让他相信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他市场化主张很强，非常反对以

政府有形之手代替市场无形之手。 ”山

东省金融办一官员称。 郭树清讲究效

率、说干就干。 郭树清的会风也与往不

同，“他主持开会讨论时， 主张各抒己

见，很少最后做总结。 ”

《意见》提出了“到

2017

年底直接融

资比重提高到

20%

以上”的目标，支持

山东企业在国际市场直接融资， 到香港

发行人民币债券。另外，《意见》要促进更

多企业上市和上市公司再融资， 鼓励有

条件的上市公司进行战略性并购重组，

提高山东上市公司整体实力和核心竞争

力等。

“郭树清来到山东，就是山东一个大

利好，”山东一名金融界人士表示。

这种利好不仅是山东迎来了一个懂

金融的省长， 还因为这位省长在金融部

门中的影响力。

在金融创新方面， 山东省还有不少

难题待解， 例如将资产打包进行融资的

业务。据业内人士称，山东省能做这类业

务的人才相当有限。

为吸引人才，《意见》规定，对符合

条件的金融行业高端人才，按个人所得

税地方留成比例由各地政府给予适当

奖励，并提供落户、居住、子女教育等便

利服务。 选派高层次金融人才到市县挂

职，鼓励政府与金融机构开展双向挂职

交流。

据了解， 山东本地的双向挂职交流

已经启动， 山东与中央金融主管部门和

金融企业的双向交流也已展开。 山东省

向中央金融主管部门和金融企业选派

34

名干部挂职，包括证监会等在内的中

央金融主管部门和金融企业也将选派

30

名干部到山东挂职，每个地市将配备

一名懂金融的副市长。

山东省金融办官员表示，《意见》涉

及的有些目标超过地方政府所能， 比如

小贷公司转为村镇银行、 民营企业发起

设立民营银行、保险公司等。但省政府和

企业正在向上级金融主管部门申请，争

取获得最大的支持。

机遇

春江水暖鸭先知，一些投资机构，早

早就嗅到了《意见》所带来的机会。

蓝色经济区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成立，规模达

300

亿元，投资主要

瞄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蓝色基金执

行副总裁徐炜峰表示，《意见》 中有关金

融业对外开放的部分，有利于创新业务，

增加美元基金的投资机会， 扩展蓝基金

与境外投资机构的合作空间。

关于山东省农村信用社改革的部

分，则可以增加蓝基金的投资机会，增加

蓝基金项目来源。 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

增资扩股、 转银行的部分一方面有利于

增加蓝基金优质项目储备， 另一方面有

利于选择小贷公司进行投资。

“关于暂不具备上市条件的，可以探

索多元化股权投资流转退出机制， 这个

规定有利于增加蓝基金投资项目的退出

渠道，提高投资效率和资金周转率。 ”徐

炜峰表示。

吕红民认为《意见》出台，可以促使

投资机构在山东设立子公司， 促进地方

政府的投资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

更好地小微企业服务。

从规模上看，山东省既不缺资金，也

不缺少中小微企业， 但是两者的衔接却

没有做好。如果资本能够找到优秀项目，

优秀企业融资渠道畅通， 中小微企业将

会得到长足发展， 这是一个优化资源配

置的过程。 这中间尚有巨大空间，为中小

微企业服务的小贷公司去年业务喜人，

就是明证。

山东省金融办希望《意见》成为山东

省各级党委、 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自

觉行动。 “关键是如何落地，这需要一个

过程。 ”上述金融办负责人表示。

济南青岛

山东未来两枝花

证券时报记者 余胜良 卢青

没有哪个省份像山东这样，

布局了两个金融中心———济南和

青岛。

《意见》提出要依托济南省会

城市地位和金融资源优势，加快引

进和培育金融机构和中介服务机

构， 打造区域性金融管理中心、资

金结算中心等，努力建成全国在有

较大影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金融

中心。

同时，《意见》也提出，青岛要

发展以财富管理为主要内容的高

端金融业务，吸引国内外投资理财

机构和金融机构聚集，把青岛建设

成为国内领先，面向国际的新兴财

富管理中心。

青岛市社科院研究员隋映辉

称， 山东要建两个金融中心是有

争议的，两个核心等于没有核心。

但实际上，这两个中心各有分工，

济南对内， 主要辐射省会经济圈

和鲁西隆起带；青岛对外，以山东

半岛蓝色经济区为依托， 向海外

辐射。

山东省金融办一位官员表

示，在金融布局上，《意见》兼顾了

各方声音， 除了济南、 青岛为中

心，还提到县域经济、齐鲁股权交

易中心等经济，“打造济南为金融

中心在

2010

年就提到过，而青岛

作为财富管理中心， 这是第一次

提出来。 ”

作为山东省政府所在地，济

南集中了山东省内金融主要资

源， 也是人民银行等监管机构和

金融机构山东省分支的所在地，

信贷业务辐射了全省除青岛外的

17

个城市。 同时， 由于周围巨大

的人口和经济总量， 具有建设区

域性金融中心的客观要求和强大

动力。

而青岛在经济总量上位于济

南之上， 拥有多家私人银行、财

富管理中心、第三方财富管理机

构和基金管理公司，拥有私人飞

机、游艇等相关制造业 、高端旅

游业。

青岛从

2009

年就开始谋划建

设财富管理中心，直到《意见》出台

才被正式明确下来。 目前，青岛正

在通过省政府向国务院打报告，希

望成为全国金融改革试验区。

山东省希望抓住中日韩自贸

区的谈判契机，将青岛列为自贸区

金融先行试点城市，逐步打造面向

日韩的离岸金融中心。

隋映辉称，“青岛距离上海和天

津都很近，没有办法与他们做政策和

规模上的竞争， 如果不能错位竞争，

打造金融中心的前景令人质疑。 ”

隋映辉认为，山东金融行业的

机会还在于服务本土经济，将产业

升级和制造业相结合，将本地资源

和人力资本相结合， 服务实体经

济，结合制造业和农业大省的优势

进行发展。

隋映辉称，青岛作为山东半岛

经济龙头，可以抓住海洋经济发展

契机； 而济南则可以辐射内陆，立

足经济结构调整等。

早在济南和青岛之前， 就有

不少省份宣布建立金融中心，但结

果并不尽如人意。 隋映辉认为，山

东没必要打造全国性的金融中

心， 打造区域性的金融平台还有

一定优势。

彭春霞/制图

� � � � 郭树清在山东省新一届政府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说：政府不

是万能的，许多事情由政府来做成本很高，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下

决心把该放的权力放下去，该由市场做的放给市场，社会能办好的

交给社会。

金融业是一个大产业，如果山东省实体经济的优势能够转化到

资本层面，经济发展就会得到质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