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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贴近小微

自注册资本增至 18亿元、正式更名后的短短 10
余年间，台州银行相继实现浙江省内各地市分行全覆
盖，各类分支机构455家，并在北京、深圳、重庆、江西
等地设立了 7家“银座系”村镇银行，员工 12000人。
而台州银行的前身——1988年6月6日成立之时的浙
江黄岩路桥银座金融服务社，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第十
年、大幕徐徐展开阶段，只有10万元注册资本，6名职
工，30平方米的营业场所。

纵观台州银行从金融服务社到城市信用社再到
城商行的发展轨迹，通过为中小企业提供一流的金融
服务，与小微企业共成长，是其做“大”的不变路径。

“这些年我们经历了几轮经济周期的潮起潮落，但
一直不受热点业务高收益、赚快钱的诱惑，保持一心做
小微的战略定力。”台州银行党委副书记、董事长黄军
民说，不投一时之机，不加高杠杆，一心一意把小微市
场做精、做专、做透，是台州银行的主战场和生存之
道，是在考量自身资源禀赋条件后作出的战略抉择。

设于城郊结合部、乡镇和村居的近 80%网点，下
沉覆盖浙江96%的县市区，一线客户经理占据员工半
壁江山，这是台州银行延伸服务触角，与客户做朋友
的“社区银行”商业模式的真实写照。

追溯到成立之初，“银座”（台州银行前身）为响应
政策而设，便把服务触角聚焦在抗风险能力弱、难获
正规金融青睐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创业者和农

民，率全省之先推出了适应小微企业主起早贪黑作息
的“夜市银行”“流动银行”。

到如今，台州银行客户经理办公桌下仍经常摆放
着其他鞋，脱下皮鞋，换上运动鞋、雨鞋，走进工厂车
间、市井摊贩、田间地头。进村狗不叫、入企帮打理，
为企业主和农户分析行业前景、市场变化、投资可行
性、经营选址、农作物长势，俨然成为常态。

可以说，坚持“要让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
能够平等地获得正规金融服务的机会”，是市场选择，
也是台州银行选择的市场。以“小本贷款”为例，早在
2006年成为台州市商业银行之时，其就与世界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开展微小企业信贷试点，引进欧洲
先进的小额信贷技术加以本地化改造，使得具备一定
劳动技能、无不良嗜好和不良信用的做小本生意的个
体户及失土农民都能申请到贷款。户均尚不到 40万
元，迄今共为地方创造了400多万个就业机会。

如何走进小微

在“无街不市、无巷不贩、无户不商”的台州，改革
开放再度催生了活跃的多种所有制经济，也引出了小
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这一世界性难题。无论是如今
台州银行“数据驱动、线上流程、行业专家、现场交叉”
的16字小微金融服务模式，还是彼时“银座”“额小、面
广、期短、高效”的8字信贷方针，要解决的无非是小微
企业财务报表不规范，进而与银行间的信息不对称问
题，提高融资可获得性，这是“金融国家队”想贷而不
敢贷的症结所在。

响应“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台州银行引进联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UNEP）气 候 融 资 创 新 贷 款 项 目
（CFIF），推出“绿色节能贷款”，将原来只适用于大中
型企业的技术改造移植到小微企业领域，能够满足转
型升级中小企业的改造工程用款，并无偿提供专业标
准的“能源利用评估报告”。台州市某机械制造公司
负责人说，决心更新换代自动化多轴器的生产设备之
际，就是台州银行的100万元绿色节能贷款助其“使上
了劲”。

在浙江山区 26县之一的台州市三门县，每 10户
中近5户获得了主发起设立的三门银座村镇银行的授
信，全县 80%的农户有了信用建档，贷款户均仅 17万
元。而放眼全国，台州银行为万余村居逾44万农民发
放了“兴农卡”。签订一纸合约书，借助“扫码贷”，整
村刷“信用”，已获近千亿元授信。

另外，台州银行专门针对小微市场主体不同经营
周期和资金用途制定的畅易贷、快易贷、信用易贷等
产品也相继问世。

2015年，台州市被国务院列为“小微企业金融服
务改革创新试验区”。前段时间，原银保监会印发《关
于 2023年加力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量的通知》，
聚焦疫情过后的稳经济重点领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个体工商户等小微企业需求，要求金融机构加强
精准支持。其中提出地方法人银行要加强营销获客、
授信审批、风险管理等能力建设，利用人缘、地缘优
势，探索构建有效的小微企业服务模式，打造小微金
融“金字招牌”和“百年老店”。

对此，台州银行给出了以“贷款像存款一样方便”
为标志的小微金融台州样本。传统贷款业务流程嵌
入网上银行系统后，催生批量授信的“自助贷款”，更
加简单、方便、快捷。小微企业主和农户获得授信额
度后，能够随时线上操作，自主确定贷款数额并自动
提取，且可以随借随还、循环使用——60％的台州银
行客户有赖于此，实际资金成本比合同约定下降
15.8%——这一创新举措获“中国金融营销奖——金
融十佳产品奖”。

这背后离不开云平台架构、业务和数据中台、高
频触达运维的金融技术支撑，以及由小微金融服务智
慧平台延伸出的前端批量获客、中后台集中作业的

“半信贷工厂”模式。
但对于台州银行而言，产品的“完成交易”显然不

是服务的终结。以客户为中心、市场为导向意味其转
而定位“综合金融服务中介”，并正借此不断触达和链
接客户。线上线下融合的“数据驱动、线上流程、行业
专家、现场交叉”小微金融服务新模式之下，行业经验
与数据无缝转化为大数据模型，辅助判断小微企业贷
款可不可以贷、贷多少、贷款利率定价，并不断得以交
叉检验和挖掘潜在市场需求。

凭何托起小微

学界一般认为，我国的数字金融诞生于 2003年，
其中一个侧面就是利用数字技术对银行、保险、证券
等传统金融机构的业务流程改造，也包括数字技术催
生的如移动支付、互联网理财等新金融模式，这极大
地促进了银行业“敢贷、愿贷、能贷、会贷”的普惠金融
服务能力。

最初，从全年利润10万元中拿出6万多元购置计
算机设备开始，到如今，“一站、一分行、一平台、一中
心”，台州银行新客户贷款业务办理时限从 3天内缩
至最短 90分钟，申请一张银行卡仅需 75秒。而在客
户经理手持 PAD走村入户移动办贷，视频柜员一键
拨通零距离服务的当下，缘何又强调深扎村、居，深耕
行业？

“生态化是远景、未来银行的发展趋势。从行业
供应链核心企业及其上下游‘端点’，到产业链全链，
再到整个实体经济生态圈，借以实现银行平台的‘自
生长’用户提增。”在台州银行看来，客户经理扎根行
业，通过“生意圈”平台载体推动中小企业优化经营和
数字转型，通过“生活圈”平台工具链接乡村、社区的
商户与居民，以数据的开放、分析和应用为核心要素，
通过平台融合金融与非金融服务，与企业共建产融生
态，才能走出更懂客户需求之路。

目前，台州银行各地分行已各自成立了符合区域
产业方向的建筑、模具、塑料、服装、袜业、商超、瓜果、
电动工具等 50多个专业业务部门。在绍兴市越城区
沥海街道，淡水养殖商品鱼类、对虾是优势产业，4万
余亩的河道之上，是500多户养殖户以及15家配套饲
料企业。顺应每年 5至 10月养殖户购买饲料的时序
和年前1个月付现的周期，台州银行以饲料生产商、经
销商作为供应链的核心企业嵌入，依托信用以及上下
游企业之间的真实交易背景、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商
流等，其为中小养殖户搭建微信商城，提供线上“生意
圈”平台进销存管理、在线收银清算，在赊账价和预付
款价差中为农户“挤”出逾12%年化利率的让利贴息。

截至 2022年末，台州银行无须抵质押的贷款占
80%、纯信用贷款占50%，续贷免签占70%。100万元
以 下 的 贷 款 户 数 占 比 高 达 92.16%，金 额 占 比 达
83.43%，户均贷款仅40万元。

九万里风鹏正举，踏征途初心未改；35年沧桑巨
变，从“小”在一起。在深耕小微和县域金融市场、助
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台州银行踔厉奋
发、勇立潮头，用坚实的步履给出回答，为中国式现代
化奏响时代乐章！

“小微情怀”是我们乐于、擅于与小微客户

做朋友，并始终秉持为小微客户提供一流金融

服务的心境和胸怀。它是我们连接过去、现在

和未来的重要精神纽带，是我们对话过去、触

摸现在和谋划未来的情感枢纽，是台州银行生

生不息、薪火相传的文化血脉。
台州银行党委副书记、董事长 黄军民

李庚南（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
院特邀高级研究员）

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畅通小
微企业融资渠道因而成为稳经济的基础。尽
管在政策推进与各方协同之下，小微企业融资
的覆盖率、满意度在不断提升，但是依旧存在
诸多瓶颈，依旧需要逆行者探路；而台州银行
正是这样一个专情专注的探路者。

从一家城市信用社嬗变为一家分支机构
遍布全国主要经济圈的城市商业银行，台州银
行在服务小微企业的机制、模式、产品和技术
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索，形成了具有可复制性的
小微金融商业模式，打造了属于自己的“金名
片”。而铸就辉煌的恰是一份草根情怀，一颗
坚持服务小微的初心。

一家以服务小微起步的民营金融机构，筚路蓝缕，一路跨越发展，为何在资产规模破3800亿元之
际，仍然专注做“小”、放弃做“大”？在大数据、云平台、物联网技术全面融入金融业的当下，这家机构为
何重提“客户经理制”，转而提倡深入行业和村居成为专家，以开放姿态躬身创建生态、赋能企业？

2022年末，台州银行资产总额3718.55亿元，较上年末增加556.97亿元，增长17.62%，资产规模增
速领先于多数城商行，所有贷款中 96%为实体经营企业贷款。在英国《银行家》杂志“2022全球银行
1000强”排名中列343位，连续多年获中国银保监会授予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先进单位”称号。于此，
完成了它的“小大之辩”。

今年是台州银行成立35周年，从中国小微金融服务的先驱到中国小微金融服务标杆银行，在助力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和助推浙江“两个先行”的时代新篇章之下，台州银行正向着打造
小微金融“金字招牌”和“百年老店”进发。 本报记者 赵琦 通讯员 张露欣

台州银行的公益志愿者与周边居民交朋友，为市
民群众提供便利，共享美好生活。

台州银行总行大楼

客 户 经 理 为
村居引入直播、行
情分析、农业科技
等渠道和资源，助
力缩小城乡差距，
助攻村集体经济
壮大、产业兴旺、
农民增收。

台州银行扎根行业，深入供应链了解小微企业真正需求，提供综合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