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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2023 年，
济南市政府相继印发《关于加快推进金融
科技发展的实施意见》《济南市建设科创
金融改革试验区加快现代金融产业发展
若干扶持政策》，以建设全国首个科创金
融改革试验区为契机，不断探索创新，逐
步完善政策体系，加快我市现代金融产
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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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推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山

东监管局在全国率先探索制定以“六专机
制”为核心的科技金融机构建设指引，并在
全国率先组织开展科技金融机构评价，认定
了科技支行10家、科技金融事业部（专营部
门）3 家、科技金融特色机构 9 家。深化科
创金融产品创新，组织开展“金融创新奖”项
目评选，31 家金融机构推出科创专项信贷
产品68款，实现融资支持102亿元。相继
推出“人才贷”“人才险”“人才路演”等人才
金融品牌，“人才贷”累计备案金额7.49亿
元；高层次人才创业保险总保额 25.23 亿

元。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成效显著，截
至2023年9月末，全市科创企业贷款余额
1780.2亿元，同比增长39.7%；科创企业
获 贷 率 41.1% ；贷 款 加 权 平 均 利 率
3.55%，较去年同期下降44BP。

同时，探索“金融辅导员+科技辅导员”
服务模式，通过金融与科技的融合服务，帮
助企业实现“融资+融技+融智”，全市 233
支金融辅导队和 152 名科技辅导员累计
为 3110 家企业解决贷款 711.42 亿元；
扎实开展金融管家试点，全市新增14个金
融管家试点，总数达到 38 个，实现试点全
域覆盖。2023 年前三季度，全市完成金
融业增加值 862.5 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
的比重为 9.3%，同比增长 7%，较地区生
产总值增速高出 0.8 个百分点。2023 年
前 11 个月，实现金融业税收收入 173.9
亿元；实现保费收入 653 亿元，同比增长
11.75%；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27663.7 亿元，稳居全省首位，同比增长
8.7%；贷款余额 28616.6 亿元，同比增
长 10.8%；新增直接融资 3679.27 亿元
(股权融资 50.53 亿元、债券融资 3628.74 亿
元)，同比增长26.7%，稳居全省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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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中国人寿大厦的办公室窗前远

眺，富邦华一银行济南分行行长陈诚对相
关部门协调提供的办公室条件非常满意，

他为能搭上济南金融创新高质量发展的
“快车”感到非常荣幸。

在企业落户、人才引进、安居生活各方
面，济南同样给予了台资金融机构全面关
心与政策支持，“让来济工作人员感受到回
家的温暖”。

富邦华一是济南市引进的第 5 家外资
银行，于2023年5月开业。陈诚说：“正式
营业半年来，我们已为济南本地的几家市属
国有企业分别在境外成功发行了数亿美元
债产品。同时，以济南为腹地，为山东省内
近百位台胞开立了个人账户，进一步提升台
湾同胞的归属感和金融服务满意度。”

与中国人寿大厦一街之隔的央企总部
基地内，国民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分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8 日成立。国民
养老保险是国内第一家专门从事第三支柱
商业养老保险业务的全国性公司，山东分
公司是其国内第一家分公司。山东分公司
总经理李杰说，山东分公司能率先开设是
山东省、市、区级政府相关部门大力扶持和
共同努力的结果。公司除了为居民提供个
人养老金融产品外，也会返投实体经济，支
持养老产业发展，目前已与历下区签订了
全面合作协议。

济南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按照最新政策，上述两家机构将分
别获得 500 万元和 300 万元的开办补贴，
并获得办公费用补贴，而企业的相关负责

人也将享受住房补贴、子女教育、公共交通
等方面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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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济南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先后

推动农业银行总行、兴业银行总行、民生银
行总行、信达资产管理总公司等与市政府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为全市新争取意向性融资
支持 8500 亿元。济南市地方金融监管局
还指导济南先投集团成功发行全国首单“新
旧动能转换”资产支持专项计划7.7亿元。

济南市地方金融监管局持续加大对制
造业、基础设施、普惠小微等领域的信贷支
持力度，截至2023年11月末，全市制造业
中长期贷款余额 1475.3 亿元，同比增长
61.7% ；基 础 设 施 中 长 期 贷 款 余 额
8088.6亿元，同比增长18.2%；普惠小微
贷款余额2406.4亿元，同比增长23.5%。

同时，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山东服务基
地平台效应，加强企业上市培训辅导。
2023 年，润华服务、科源制药、海看股份、
国子软件、宏盛华源5 家企业相继上市，济
南市新增首发上市及过会企业数量居全省
首位。此外，还有1 家企业已注册待上市、
1 家企业已过会，6 家企业在交易所问询，
19家企业在山东证监局辅导。截至2023
年底，济南上市公司总数达到 60 家、股票
62 只，其中，科创板上市公司 6 家，保持全
省首位。 （本报记者 袁家照）

֯ ֙͘/ 0 （记者 谢希瑶）记者2日从
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 10 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提升
加工贸易发展水平的意见》。意见从6个方面提出12项
政策措施。

在鼓励开展高附加值产品加工贸易方面，提出支持先
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工贸易发展，鼓励加工贸易
企业用足用好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优惠政策等1项措
施。在促进保税维修业务发展方面，提出促进综合保税区
和自贸试验区保税维修业务发展、推进其他区域保税维修
试点等2项措施。在引导支持梯度转移方面，提出加强梯
度转移载体建设、完善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对接合作机制、
加大对边境地区支持力度等3项措施。在加强财税金融
支持方面，提出统筹用好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等现有资金
渠道，落实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对加工贸易企业信贷
支持和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力度，更好满足企业汇率避险和
跨境人民币结算需求等2项措施。在强化要素保障方面，
提出强化交通物流与用能保障、满足多层次用人需求等2
项措施。在优化加工贸易管理与服务方面，提出支持拓展
国内市场，推进内外贸一体化；适时调减加工贸易禁止类
商品目录，创新海关监管机制等2项措施。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逐步完善政策体系，以建设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为契机——

加快省会现代金融产业高质量发展

1月2日，市民从恢复通行的黄河
济南泺口浮桥通过。随着气温稳步回
升，黄河济南段流凌全部消失，黄河济
南段今冬首次流凌过程结束。为方便
市民出行，黄河济南泺口浮桥、济北黄
河浮桥已经重新搭建恢复通行。

目前，济南黄河河务局将继续严
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带班制度，密切关
注天气、水情、凌情变化，加强冰凌观
测与工程巡查防守，强化涉水安全管
理，确保济南黄河防凌安全。

（本报记者 崔健 摄）

首次流凌结束
浮桥恢复通行

“不需要房产质押？单纯的专利就能
用来贷款？并且还是零息？”当济南新旧动
能转换起步区综合执法部（市场监管局）工
作人员带着“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政策”到科
创型企业开展服务时，很多企业表现出来
的是“惊讶”与“一连串的问号”。

济南鼎点数控设备有限公司“尝到了
甜头”，从起初的“不敢想”到直呼“没想
到”。“2023 年我们申报了 40 多件专利，
新研发的万瓦坡口激光切管机半年的销售
额已超过 6000 万元。”对企业来说，这一
路走来，既有快速发展的喜悦，也有成长的
烦恼。“刚搬迁完新厂，确实需要资金的加
持。”在 2022 年专利贷款的基础上，企业
又拿出两件高质量专利“换来”1000 万元

贷款，“没想到的是，利息比 2022 年还低，
政府补贴完相当于零息。”

很多科创型中小微企业“家底薄”，实
物资产抵押物不足，传统信贷模式“并不
友好”。“我们虽然连续两年用专利抵押贷
款，但银行要求必须与厂房捆绑抵押才
行，10 个专利贷了 110 万元。”另一家企
业负责人感触很深，他说：“2023 年纯专
利质押银行也愿意贷了，4 个专利就评估
了 500 多万元，正是因为资金活水的及时
注入，我们才能专注研发，跨越一个又一
个技术关口。”

企业的真实经历与感受，让“一连串
问号”逐渐找寻到答案。济南起步区综
合执法部（市场监管局）深知，对企业而

言，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解决的不仅是创
新发展的资金需求，更是对知识产权价
值的认可，给一心搞创新的企业莫大的
鼓舞。

如何让企业“懂得贷”“放心贷”？如何
让银行“愿意贷”“主动贷”？用更惠企的政
策“作答”。济南起步区在省市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贴息的基础上，追加LPR的20%作
为区级贴息，形成“省、市、区”三级贴息框
架，总贴息利率最高达到 4%以上。如此，
企业实际承担的利率降为“0”，成为名副
其实的“零息贷款”。

政策的落地，让金融机构和企业都“眼
前一亮”，积极性和认可度明显增强。有金
融机构坦言，“济南起步区承载着济南的发

展希望，政策表现出如此大的支持力度，我
们将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更好地助力科
技创新企业发展。”更多企业信心倍增，“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贴息是政府对民营经济实
打实的扶持，抓住惠企政策就是抓住企业
发展的重大机遇。”

截至目前，济南起步区签订知识产权
质押融资合同已经超过20笔，融资金额近
9000 万元，质押发明专利逾 30 件。下一
步，济南起步区综合执法部（市场监管局）
将不断丰富知识产权服务模式，助力知识
产权质押融资惠企政策直通企业，做好知
识产权成果“变现”文章，为企业纾解更多
的“成长烦恼”，为企业解答更多的“问
号”。 （本报记者 卢虹 通讯员 屈凤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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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串问号”背后的暖心故事

֯ ֙͘/ 0 （记者 姜琳）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2日发布通知，宣布2024年就业援助月专项活动
启动。要求各地在1月份集中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城镇零
就业家庭成员及残疾登记失业人员尽快实现就业创业。

活动期间，各地将筛选归集适合援助对象的岗位，线上
线下专场招聘，开展短信、微信等定向岗位推送。发挥“十
五分钟就业服务圈”作用，用好就业驿站、零工市场等，提供

“就在身边”就业服务。开展走访慰问“送温暖”，进行个性
化职业指导，制定分类援助计划。开展权益维护活动，开发
一批公益性岗位，按规定兑现失业保险金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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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扶就业困难人员等
1月份尽快就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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