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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过去五年，市金融

办副主任蔡余萍坦言，不像

丽水的农村金改、台州的小

微金改，温州金改是在区域

金融风波的特定背景下实施

的，因而被寄予了更高的关

注和期望。“很多人希望金改

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甚至达

到包治百病、立竿见影的效

果。但瑞安金改面临的问

题，既有金融问题也有经济

问题。因此我们一直希望大

众给金改设立一个合理的预

期。”他说。

时至今日，已到了阶段

性的交卷时刻。瑞安金融运

行进入筑底回升、增长蓄势

阶段，不良贷款爆发势头减

弱，企业新出险数逐步降低，

向好态势基本明晰。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

2月末，全市银行机构本外币

存款余额1298.08亿元，比去

年同期增加 170.04 亿元；本

外币贷款余额1012.73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71.86亿元，

存贷款实现双增；银行机构

不良率 2.46%，比去年同期

减少 1.12 个百分点，不良贷

款余额24.88亿元，比去年同

期减少8.78亿元，不

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进入持

续“双降”通道。

瑞安金融创新产业园从

无到有，以打造没有物理边

界的金融生态产业链为目

标，通过高定位优势，将省内

外优秀资源向园区聚拢，实

现资本、项目、人才“三集中”

目前入驻金融单位达 41家，

包括银行、保险、证券、担保、

互联网金融等多种金融业

态。地方法人金融组织也不

断扩充，瑞安农村合作银行

改制为瑞安农商银行，瑞安

湖商村镇银行完成筹建并运

营。

“瑞安试点”，正变成“瑞

安经验”，开始持续输出。信

贷投放企稳回升，不良资产处

置加速，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

爆发；大胆试水金融服务新模

式，普惠金融覆盖面大大提

高，金融保障有了“瑞安探

索”；小微企业有政府增信“撑

腰”，大中企业到资本市场“掘

金”，企业融资难有了“瑞安解

法”；民间融

资实现规

范化和

阳

光化，形成地方金融监管的

“瑞安样本”。

“作为金融综合改革的

牵头部门，市金融办五年来承

蒙支持，承载众望，承担重任，

尽管尽心尽力做了一些事情，

也取得一定成绩，但我们深知

金改的阶段性成果离市场主

体的需求、与社会各界的期待

还有不少距离，金改红利释放

尚需时日。”蔡余萍说，金融改

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金融创新

永远在路上，不可能一蹴而

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需要

一以贯之、与时俱进、纵深推

进，需要上下联动、左右协同、

内外配合。下一个五年，将围

绕创新金融、绿色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这一根本目标，强化问

题导向、目标导向和效果导

向，突出“创新、保障、防范”三

大主题，做好“巩固、深化、提

升”三篇文章，深化“金融组

织、金融产品、金融服务和金

融管理”四大创新，力求出新

出彩。

下一个五年，瑞安金改

的路程依然任重而道远。

瑞安金改五周年：那一天，这五年
■记者 项乐茹

2017 年 3 月 28 日，是温州获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五周年
之日。五年前，一场局部金融风波的“阴霾”笼罩了温州及瑞安
等地。作为先发地，瑞安金改在迎来政策春风的同时，也站在万
众瞩目又颇具难度的风口之上。

回望过去五年瑞安金改，从披荆斩棘到探索实践再到健步
前行，瑞安用智慧和行动有力推进各项举措，为金融改革积极探
索。截至今年2月末，全市银行机构不良率2.46%，比最高点时下
降2.4个百分点，延续3年来持续“双降”态势。草长莺飞，阴霾已
逐渐散去。

最近，顺泰毛芋种植大

户苏志银开始忙活新一年

的春耕。他在瑞安市兴民

农村保险互助社投保了从

田头至温州菜篮子市场的

运输保险。只交了 285 元

的保费，但如发生意外可获

得最高 19 万元的保额，消

除了他种植毛芋的后顾之

忧。

瑞安市兴民农村保险

互助社，是我国首家农村财

险互助社，也是温州市首家

民 营 保 险 法 人 机 构 ，于

2015年10月落户我市。它

由马屿镇 22 家农民专业合

作社、3552 名农户自愿筹

资组建。目前，获批或备案

大棚番茄种植保险、农产品

货物运输保险、小额贷款保

证保险等 7 个险种。截至

2016 年末，累计承保番茄

种植保险 801.1 亩，开展农

产品货运保险 19 车，理赔

番茄冻害及台风损失 8.34

万元，受益农户达149户。

自2012年3月28日国

务院批准《浙江省金融综合

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以

来，类似的“全国首个”、“零

的突破”在瑞安已不少见。

作为温州金融改革的“桥头

堡”，瑞安在先行先试中积

累起丰沃的资源和肥沃的

土壤。

2015 年 12 月，瑞安获

批成为全国 59 个之一的农

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

点县。潜行多年的创新业

务终于阳光化，如同一把钥

匙，“解锁”了农民手头最值

钱的“死资产”，进一步激发

农民动力、释放农村活力、

挖掘农业潜力。在此基础

上，瑞安正式出台相关试点

方案，让试点有了更明确的

路径、更有力的政策保障，

为全国稳妥有序推进农房

抵押贷款改革提供可推广

的瑞安方案。

一年时间，不断翻新的

数字也印证了农户融资需

求。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

了解并接受农房抵押贷款，

农房信贷业务也成为众多

银行眼中的“香饽饽”。截

至 2017 年 2 月末，我市 17

家金融机构开展农房抵押

贷款，全市农房抵押贷款余

额达 42.34 亿元，放贷规模

居全国试点县前列。

从农村到城镇，从农户

到企业，瑞安金改的探索触

角始终多维延伸。同为全

国首创的企业互助增信还

贷试点，依托企业自身的抱

团互助，既发挥互助互惠的

增信功能，又切断互联互保

的风险传导，着力解决企业

“转贷难”、“转贷贵”问题。

试点经历了试水、扩面、深

化的过程，改革力度不断纵

深，服务对象不断扩大。截

至 2017 年 2 月底，共组建

43个企业还贷小组，惠及企

业 数 525 户 ，累 计 转 贷

25.82亿元。

温州金改的启动，源于

温州地区局部金融风险的

爆发，暴露出金融体制中不

协调与缺陷。

为清除这些掣肘，我市

始终以破解“两多两难”为

改革导向，一方面按照温州

顶层设计进行部署，另一方

面结合瑞安实际扎实推进，

一系列“接地气”的金改项

目落地，在金融供给侧方面

打出了“组合拳”。

针对实体企业融资结构

单一、成本高企的状况，我市

规范民间借贷服务，提高民

间融资透明度。五年间，组

建瑞安市民间借贷服务中

心、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深化

小 额 贷 款 公 司 试 点 。 自

2014 年 3 月 1 日《温州市民

间 融 资 管 理 条 例》施 行 至

2017年2月28日，民间借贷

服务中心已累计民间借贷备

案2978笔，46.19亿元，打开

了民间借贷规范化、阳光化

的新通道。瑞安华峰小贷公

司率全省之先实施增资扩

股、大股东借款、发行“小贷

债”、“优先股”，向下设立8家

支小支农服务站，引领全省

小贷公司试点。截至 2017

年2月末，累计发放贷款6.22

亿笔、624.6 亿元，其中支持

“三农”经济及小微企业贷款

余额 629.61 亿元，有力地支

持了创业创新活动，成为省

内单体注册资本金规模最

大、创新动力最强的小贷公

司，连续六年荣获“省特别优

秀小贷公司”称号，两次获省

政府通报表彰。

金改前，瑞安担保网复

杂、企 业 两 链 风 险 集 中 爆

发。事发后，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将企业金融风险化

解处置摆在重中之重。成立

实体化运作处置机构，“一企

一策”研究风险企业帮扶化

解措施，帮助解决华泰集团、

万林鞋业、华建尼龙、厨工酿

造等 160 余家资金链、担保

链问题，涉及资金 100 余亿

元，有效遏制企业“两链”风

险蔓延，一批企业通过精准

帮扶重获新生。同时出台

《瑞安市出险企业工业用地

分割办法》等配套政策，提升

“僵尸企业”资产处置效率，

仅 2016 年就处置僵尸企业

57 家，盘活土地 848.78 亩，

金额11.34亿元。

我市在拓宽融资渠道

上，也通过股改等渠道奋起

直追，区域资本市场初具规

模。出台系列扶持政策，鼓

励和引导企业通过资本市场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制度创

新。建立企业股改、挂牌、上

市工作全程代办机制和部门

联动协调机制。截至 2016

年末，我市共有 7 家企业挂

牌新三板，95 家企业完成股

改，85 家企业在新三板及区

域资本市场挂牌，企业股改、

挂牌总数居温州前列。
“瑞安试点”探路金改创新

金融供给侧打出“组合拳”

五年间，金改经验持续输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