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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徽商银行第32家县域支行——池州青阳支行正式对外营业，是该行

继黄山歙县支行开业后，新设的又一家县域经营网点。据了解，截至目前，徽商银行已

在安徽半数以上县域设立营业网点，有效地拓宽了金融服务半径，为更好地助力县域

经济发展、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记者 邹传科
中小企业是县域经济的主体，是农村

劳动力就业的主阵地，也是县域经济发展

的主要后备力量。作为“小企业主办行”，

徽商银行更是充分发挥服务中小的传统优

势，依托县域支行，不断加大对当地中小企

业的服务力度。

在网点选择上，该行一般将县域网点设

立在优质小企业客户聚集区域、大型专业市

场和工业园区以及与集团客户相关联的配

套型、加工型和高新技术型小企业集聚区，

从地理位置上方便小企业客户。“在县域支

行设立初期，徽商银行重点支持各行业龙头

企业，通过量身打造适合其需要的解决方

案，以点带面，支持一个影响一片，体现示范

效果。”该行青阳支行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徽商银行不断加大对县域支

行小企业业务的指导力度，从产品创新、优

化审批流程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全面

配合。为了更好地服务当地小企业客户，

该行不断完善中小企业信用评价体系，适

度扩大县域支行的中小企业贷款审批权

限，根据小微企业客户众多且“小、频、急”

的资金需求特点，改进信贷审批流程，推行

专业化、流程化审批，提高信贷审批效率和

质量。同时，该行全面加强与本地担保公

司和跨区域担保公司的合作及企业互保、

向企业法人授信等多种多样的方式，合力

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

徽商银行给力县域经济
目前已在安徽半数以上县域设立营业网点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基础部分，中国拥有

近2000个县级行政区域，搞活县域经济是统

筹和促进区域发展的关键，是强国富民之本。

从安徽省的情况来看，6县级市，56县，

县域经济发展相对较为薄弱，但潜力巨大，

但目前我省金融机构覆盖率低、金融服务不

足甚至缺位，无法有效支撑县域经济发展过

程中的金融需求。“徽商银行以支持安徽新

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和自身县域业务合理发

展为出发点，统筹布局稳步推进县域支行建

设，不断优化网点布局，完善服务网络。”张

友麒副行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记者了解到，徽商银行自成立以来，不断

加大县域网点的建设力度，2005年底重组成

立时仅有10家县域支行，短短七年间增设了

22家县域经营网点。尤其是在金融不发达的

皖北地区，徽商银行更是着力加快网点建设

步伐，现已基本实现县域经济的全面覆盖。

“目前我们还有几家县域支行正处于紧张的

筹建阶段，将在年底或明年初陆续开业。”

优化布局 完善服务网络

经营网点设立后，如何充分利用县域

支行更好地服务当地经济，徽商银行在摸

索和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的思路和成功做

法。“县域支行的经营管理，我们始终坚持

因地制宜、一行一策的原则，综合分析当地

资源情况、经济构成、产业特点等因素，确

立符合县域经济发展和自身特点的市场定

位和发展重点，打造差异化经营的特色支

行。”

根据当地经济特点选择县域支行的发

展方向，该行在经济较发达的县域设立全

能型支行，以满足当地经济发展需要；在经

济特色明显的县域设立特色支行更好地助

力地方经济发展。界首，有“再生金属之

都”、“再生塑料之城”的美誉，资源回收与

再次利用的绿色经济成为当地经济的特

色，徽商银行界首支行成立之后，从再生资

源加工行业入手，积极推进金融产品和服

务的创新，提升专注度和专业能力，为当地

经济发展提供了切实有效的金融支持。

同时，徽商银行通过建立与县域支行

不同的管理方式，不断强化机制灵活，优

质、高效、快速、准确到位的服务特点。“根

据县域经济的实际情况，总分行实行差别

化授权管理，适度下放信贷审批权限，逐步

扩大对县域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个体私营

经济的贷款授信额度。同时，适当简化审

批程序、手续，提高贷款决策效率，为服务

县域经济提供了更宽松的管理环境。”当涂

支行负责人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

因地制宜 实现特色发展

从心出发 助力中小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