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2020年 11月23日 星期一

责编 胡东强 盛志信 美编 刘键

CHONGQING DAILY

重庆农商行

全面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倾力助推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2020中新金融峰会特别报道

11 月 23 日—24 日，中新

（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

项目金融峰会在重庆拉开帷

幕。峰会不仅有利于进一步

拓展中新金融合作广度和深

度，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还有利于重庆加快建设内

陆开放高地，为金融业服务地

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机遇，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了让金融服务与“一带

一路”、长江经济带、中新（重

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

目、重庆自贸区建设实现“紧

密融合”，作为重庆本土最大

的地方金融机构——重庆农

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重庆

农商行”）立足国家及地方重

大战略项目，把准地方经济发

展脉搏，抢抓重要战略发展机

遇，切实发挥金融服务地方经

济“主力军”作用，积极服务共

建“一带一路”，积极支持重庆

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倾力助推

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发挥自身独特优势
助力打造内陆国际金融中心

为了更好助力重庆打造内陆国际金融中

心，近年来，重庆农商行积极统筹人力、物力、信

息、资金“四种要素”，立足自身总部、服务、客

群、产品“四个优势”，全面融入共建“一带一

路”，为打造立足西部、辐射东盟的内陆国际金

融中心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服务保障。

总部优势——充分发挥决策半径短、审批

效率高、响应速度快总部优势。该行积极强化

组织保障，在总行层面成立领导小组，专设大客

户部，抓好统筹管理和资源整合工作，为全市开

放型经济市场主体订制专业化、综合化的“一揽

子”金融服务。同时，该行还积极对“一带一

路”、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新（重庆）战略性

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等开辟绿色通道，实施授信

业务绿色审批通道制度，进一步提升融资效率。

服务优势——充分发挥1760余个网点、

1.5万余名员工等服务优势。该行加大考核倾

斜力度，将支持“一带一路”等纳入重点考核，积

极调动全行机构、员工服务的积极性，全力支持

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同时，该行实施利率倾斜，

对支持“一带一路”、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庆自贸

区建设等项目实施利率优惠，有力降低了相关

企业项目融资成本。此外，该行还积极发挥资

本市场优势，以“A+H”股上市为纽带，进一步

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银行业务合作的深度和

广度，不断强化国际业务服务水平。

客群优势——充分发挥客户数量大、合作

伙伴广的客群优势。该行精准服务客户需求，

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全面梳理26万

户对公客户信息，精准分析开放型市场主体特

点，有效满足其多元化金融需求。同时，该行还

积极搭建国际服务平台，有效利用与53个国家

和地区的479家银行机构建立的代理行关系，

在海外代付、国际信用证、保函等业务方面开展

广泛合作，为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

产品优势——充分发挥种类多、覆盖门类

全等产品优势。该行大力推广新加坡元公募债

券、国际结算、跨境直贷等特色业务，拓宽企业

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同时，该行还积极探

索新型业务，落地重庆多个首笔跨境金融服务

新业务，有效推动陆海新通道金融服务模式创

新。此外，该行强化金融科技运用，持续优化业

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不断提升金融服务便捷

度、体验度。

加大信贷资源投放
助力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

西部陆海新通道作为中新（重庆）战略性互

联互通示范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重庆

农商行金融支持的重点对象。近年来，该行持

续加大信贷资源倾斜力度，积极助力全市重大

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建设。

支持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为持续支

持重庆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升行动计划，加大基

础设施领域支持力度，该行于今年2月发布“重

大基建项目专项支持方案”，加大对铁路、高速、

机场、能源、水利、生态环保等基础设施领域重

点项目的资源倾斜力度。同时，该行发布“重大

基础设施项目贷款考核方案”，通过倾斜考核政

策进一步提升分支行支持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积

极性。截至9月末，该行支持基础设施项目建

设贷款超过700亿元。

支持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目前，重

庆已初步形成东西南北四大国际综合运输通

道，在全国“十纵十横”综合运输通道中，有“四

纵两横”经过重庆，在“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中

有“两纵两横”在重庆交汇，是全国四大国际性

综合交通枢纽之一。为进一步助推重庆交通枢

纽建设，该行积极支持交通类项目建设，截至9

月末，该行支持包括铁路、高速公路、轨道、机场

等项目在内的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贷款超过

100亿元。

支持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建设——该行依托

重庆处于“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联结点优势，

深度挖掘物流企业金融需求，加强与铁、公、水、

空等物流枢纽相关上下游行业的合作，为构建

内陆国际物流枢纽提供优质金融服务。截至9

月末，该行支持主要包含重庆公路物流基地、果

园港、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等物流枢纽建设

贷款近30亿元。同时，该行结合物流企业实际

情况，“一企一策”为企业制定专属金融服务方

案，已支持物流企业20余家、贷款余额超过40

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该行还联合广西、贵州、甘

肃等地区农信社，共同签署《多方业务合作协

议》，在金融产品、服务渠道、金融科技和经营管

理等多个方面开展深入合作，支持上述省市深

度融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打通中西

部内陆与南部沿海、东南亚地区的物流贸易通

道，助推中西部地区形成联动发展新格局。

增强金融辐射能力
助力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自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设

立以来，该行积极把握战略合作机遇，充分运用

相关政策，不断推进国际业务产品和服务创新，

持续加大对外贸外资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增

强跨境金融辐射水平和服务地方经济能力，全

力支持重庆开放型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不断丰富贸易融资国际业务产品体系——

2018年，该行落地重庆首单铁海多式联运进口

信用证，成功探路“陆海新通道”金融服务新模

式。同年，与新加坡华侨银行合作，落地该行首

笔“支农”跨境融资业务，为农业龙头企业重庆

恒都食品公司成功发放跨境款项700万美元，

让中新互联互通成果惠及“三农”。

2019年，该行积极支持企业跨境发债参与直

接融资市场，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初试锋芒。如，支

持巴南经济园区建设公司在新加坡交易所成功

发行1.7亿新加坡元公募债券，成为中新互联互

通项目下成功发行的首笔新加坡元公募债券。

2020年，成功办理全行首笔政府类经营性

平台企业在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模式下的

“内保直贷”业务，帮助企业融入跨境人民币资

金2.95亿元。落地全市首笔跨境绿色旅游融资

业务，帮助企业获得境外融资2亿元，有力支持

全市绿色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成功落地全行

首笔出口代付业务，为重庆本土企业办理出口

代付5100万美元……

截至9月末，重庆农商行支持落地跨境融

资项目超过40个，总金额超过19亿美元，支持

了28家企业获得境外融资，有力推动重庆开放

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持续加快线上服务渠道建设——该行积极

搭建国际业务线上新平台，开通企业网银国际

业务线上服务功能，实现部分国际业务在线提

交、在线审批、在线办理，有效提升了客户服务

满意度。目前，该行已制定新一代网银融资业

务上线方案、推进外管区块链平台与信贷系统

直联、参与外管区块链平台南向通道融资板块

推动，搭建功能更全、安全性更高的外汇资金及

衍生业务新系统，通过系统创新切实提高了外

汇资金业务自动化营运水平和风险管控能力，

为国际业务拓展提供了强有力保障。今年上半

年，该行还全面上线全球支付创新服务

（SWIFT GPI），成为重庆首家上线该项服务的

地方银行。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下一步，重庆

农商行将积极把握重大战略机遇，倾力服务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中新互联互通项目、

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等国家及地方重大发展战略及项目，继续发挥

自身优势，加快业务产品创新，持续提升金融

服务能力，为推动重庆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

展不断贡献新的更大力量！”重庆农商行相关

负责人表示。

徐一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