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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秦玉芳 广州报道

消费信贷持续内卷。7月份以

来，部分银行零售消费信贷年化利

率已跌破4%，有地方农商银行针对

优质客户的信用贷年化利率甚至

降至3.5%以下。

分析认为，信贷需求不足的背

景下，消费信贷产品的同质化加剧

和各种政策的落地，是银行利率持

续下跌的重要原因。

为寻找业务新增点，各家银行

加快优质客群的深耕细作，“新市

民”“新能源汽车消费”等客群，成

为银行发力的焦点。尤其在新市

民业务领域，加快新市民金融服

务方案落地、上线专属授信产品，

成为越来越多银行新业务布局的

重点。

截至 8 月 4 日，北京、上海、深

圳、广州等 20余地的银保监局围绕

各地新市民在就业、购房、养老等

方面的需求特点，引导金融机构进

行积极探索。

消费贷“疯狂”抢客

消费贷利率屡破新低

今年以来，银行零售信贷利率

持续下调，银行纷纷降价抢客。

近期，不少银行纷纷下调消费

贷产品利率，年化利率甚至跌破

4%。中行多地分行微信公众号显

示，“中银E贷”年化利率最低降至

3.9%；农行网捷贷年化利率低至

3.7%；建行快贷年化利率最低 4%；

工行融 e 借年化利率最低 3.75%。

广州某贷款服务中介业务负责人告

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与前两个月

的最低年化利率4%以上相比，7月

以来大行的消费贷利率普遍有所下

调，大行消费贷最低利率已经基本

都跌破4%了。

不仅大行利率普降，中小银行

也积极调整消费类信贷利率。如东

农商银行公告称，其“薪易贷”“金易

通”等零售信贷产品，针对辖内连续

缴存个人所得税客户、缴存公积金

客户，贷款利率降至3.48%。

同时，有的银行尽管产品利率

没有明显变化，不过也在通过利率

打折、优惠券等形式促销。招商银

行此前的官方公众号显示，闪电贷

推出7.8折利率优惠券，折后年利率

3.95%起。

上述贷款服务中介业务负责人

向记者透露，年初以来，银行的消费

贷款利率一直在下降，二季度基本

都能做到年化 4.2%左右，进入 7 月

份，利率又有进一步下调。“各家银

行主推的产品都差不多，公积金贷、

装修贷、抵押经营贷等，目标客群也

有较强的重合性，因此为了抢业务，

大家利率越降越低。”

某国有银行广州某支行零售

业务人士透露，上半年新冠肺炎

疫情反复，使得零售信贷的需求

缩减明显，客户都不愿意贷款，整

体信贷非常难做，消费贷和经营贷

还有一些，但跟去年比减少得很明

显，按揭更是基本没做多少。“为了

展业，银行一直在积极促销，主要

是推出利率优惠。”

“二季度开始各种消费刺激政

策的落地，也给银行利率的下调打

开了空间。”上述支行零售业务人士

表示。

银行消费信贷利率下行的同

时，针对授信客户的门槛依然较

高。上述贷款服务中介业务负责人

表示，最近几个月银行一直在加强

对个人信贷产品的推广力度，基本

每个月都有优惠活动，不过主要是

针对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员工等高信

用评分的优质客群，综合评分越高利

率优惠折扣力度越大，有的优质客

户可以做到年化3.2%左右。

某股份制银行广州分行零售业

务负责人透露，一方面是客户消费

信贷需求不足，另一方面由于上半

年不良压力上升，银行在授信客户

筛选方面也趋于审慎，更聚焦于企

事业单位、公务员等优质客群；对于

个体工商户或小微企业经营者，需

要重点看抵质押资产情况。

财信证券此前在研报中分析指

出，疫情反复加剧居民收入的不确

定性，进而影响居民经营和消费意

愿，消费贷、经营贷呈负增长且同比

少增。

央行官网7月29日发布的上半

年信贷投向数据显示，二季度末，本

外币住户贷款余额73.29万亿元，同

比增长 8.2%，增速比上年末低 4.3

个百分点；上半年增加2.18万亿元，

同比少增2.39万亿元。

从信贷结构来看，二季度末本

外币住户经营性贷款余额17.75万

亿元，同比增长 15.1%，比上年末

低 4 个百分点；上半年增加 1.54 万

亿元，同比少增 2641 亿元。住户

其他消费性贷款（不含个人住房

贷款）余额 16.68 万亿元，同比增长

5.8%，增速比上年末低 3.7 个百分

点；上半年增加 1095 亿元，同比少

增5322亿元。

国盛证券分析认为，二季度

零售（消费+经营贷）整体仍较弱，

但消费贷已经恢复正增长；6 月住

户其他消费性贷款虽然同比仍少

增，但余额净增加已经环比有所

改善。根据单月的社融信贷数

据，居民短贷已经连续两个月净

增加，未来走势需持续关注就业、

消费恢复、“双 11”等促销活动等

相关情况。

重点发力新市民等细分客群

传统零售信贷业务不及预

期的背景下，银行都在加大新

市民、汽车消费等细分客群信

贷业务的投入，以寻找新增业

务突破点。

某股份制银行深圳分行零

售业务人士透露，新市民客群的

贷款是今年银行零售信贷的发

力重点和新增贷款的重头，尤其

监管支持政策指导下，各家银行

在这一业务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上半年我们将原来的一些

零售贷款产品做了升级，并专门

针对新市民客群的需求推出了

几款专属金融产品，在审批流

程、审批额度、授信策略等方面

更能满足新市民客群异地授信

的流动性资金需求。”上述股份

制银行深圳分行零售业务人士

表示。

2022 年 3 月，银保监会、人

民银行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新市

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

金融机构要创新产品，在就业、

创业、住房、保险、养老、教育等

多方面对新市民客群提供更高

质量的金融服务。

随后，各地监管机构也在

加紧推进。山东银保监局此前

召开专题推进会，指导辖区主

要银行机构围绕“新市民”专属

产品设计、服务流程、风险管理

等环节进行优化完善，创新推

出“新市民创业贷”“新市民公

积金租房贷”“泉薪存”“乡村振

兴卡”等业务。河北银保监局

近日也明确，合力推动全省新

市民金融服务工作，共推出 10

项举措，推动建立公共信用信

息共享机制，及时共享新市民

聚集的区域和行业信息，引导

机构加强与地方政府部门沟通

配合，共同开发新市民金融服

务线上场景，集中展示政策、产

品和服务。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8月4

日，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 20

余地的银保监局围绕各地新市

民在就业、购房、养老等方面的

需求特点，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投

入、创新产品，在融资可得性、便

利性、普惠性等方面进行了积极

探索。

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负责

人叶燕斐近日在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银保监会高度重视新市民

的金融服务工作，指导银行保险

机构因地制宜开展产品和服务

创新；通过优化调整已有信贷产

品、推出专属信贷产品、持续优

化保险服务等方式，扩大支持新

市民创业就业的金融服务供给。

与此同时，各家银行纷纷推

出新市民客群的金融服务方案，

并加快上线针对新市民客群的

专属信贷产品。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李

佩珈在撰文中指出，总的来看，

各家商业银行方案各有特点，但

都针对新市民的“急难愁盼”问

题，就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

可得性、增强便利性、开设专门

通道、强化科技手段运用等出台

了全方位、多层次、精准定向的

支持。

上述股份制银行深圳分行

零售业务人士认为，新市民群体

数量庞大且成长性强，对信贷、

养老、消费等各种金融服务的

需求更大，是银行需要长期持

续经营的重点战略性客群。“随

着各种产品的跟进，上半年新

增零售信贷业务中，来自新市民

客群的信贷规模占比有明显的

大幅增长。下一步银行还会重

点发力。”

该人士进一步表示，除了新

市民客群外，新能源购车客群、

企事业单位工薪客群等都是银

行目前重点深耕的目标客群；通

过对优质客群更加精细化的需

求挖掘，拓展新业务增量。

二季度零售（消费+经营贷）整

体仍较弱，但消费贷已经恢复

正增长。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董正兵家住潜江市高场原种场

高场分场六队，是潜江当地最大的龙

虾养殖户。早年他在外地从事服装

生意失败，曾经一度负债累累。直到

2015年老家鼓励发展小龙虾产业，董

正兵趁着风潮返乡创业，凭借着一笔

10万元贷款打了一个翻身仗。

谈及五年前的境况，董正兵感

慨万千。“一家十多口人拥挤在两间

破平房内，我和媳妇打地铺，两个孩

子睡上下铺。况且，当时有外债的

压力，媳妇放弃照顾小孩到附近服

装厂做工支持家里，我无数次安慰

她，一切会好起来的。”

据董正兵介绍，刚刚回乡的两

年，在家承包了40亩水稻田养小龙

虾。尽管收入上过得去，但是对于

改善生活仍是杯水车薪。

经过两年的尝试，董正兵积累

了丰富的养殖经验，同时也有很强

的扩大养殖的冲动。在经过深思熟

虑之后，他迫切希望将养殖小龙虾

生意再做大一点儿。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对于这

句话，董正兵感触很深。按照他的

说法，承包土地和购买虾苗都需要

钱，只能四处奔波凑钱。由于没有

抵押物，银行贷款更是不敢想。正

在一筹莫展之际，村委陶书记将他

引荐给了潜江中银富登村镇银行，

这也成为他创业的第二次起步。

2017 年 2 月 28 日，潜江中银富

登村镇银行在接收到董正兵的贷款

申请后，第一时间到现场了解情况，

仅3天时间就发放了10万元的信用

贷款。凭借这笔10万元的资金，董

正兵当年承包的土地就从 40 亩扩

张到了 100 亩，到了 2018 年更是将

生产经营规模扩大到了3000亩。

随着小龙虾养殖规模越来越大，

养殖饲料的需求也让董正兵看到了

商机。2021年，潜江中银富登村镇银

行为董正兵提供了100万元贷款资

金，董正兵在龙虾养殖基地旁边加盖

了一栋饲料加工房，不仅能够实现饲

料的自给自足，也能够给周边虾农提

供饲料带来方便。同时，他还在潜江

龙虾基地虾谷开设了两个档口，将小

龙虾销售发货到全国各地，实现了小

龙虾从养殖到销售的产业全覆盖。

董正兵向记者透露，如今他的

小龙虾产业总体的年营收已经超过

了1500万元，年净利润300多万元。

“在去年偿还了一笔80万元的欠债

后，以前民间借贷债已经都还得差

不多了。家里刚刚花了70万元新盖

了一栋大别墅，装修又花了 100 万

元，还添置了一辆几十万元的车。”

“由于养殖和销售都是亲力亲

为，龙虾产业在形成规模之后，风险

反而降低了。”董正兵认为，在饲料

配方、养殖模式和客户资源方面已

经发展成熟和稳定了。

养殖小龙虾的七年，董正兵一

路走来并非一帆风顺。“2019年小龙

虾的养殖曾有着一次很深刻的失败

教训。由于一场大雨导致龙虾逃

跑，而且小龙虾市场价格也很低

迷。资金上再一次遇到了难处，却

还需要偿还潜江中银富登村镇银行

的贷款。银行没有抽贷，反而做了

一个延期还款，这让我能够有幸走

到今天。”董正兵称。

除了“董正兵们”这些虾农之

外，湖北潜江小龙虾产业的兴旺还

得益于商贸物流的畅通和小龙虾相

关企业的特色经营，尤其是小龙虾

养殖和交易市场虾谷逐渐成为一个

产业基地，这其中与金融机构的支

持有着密切关系。

湖北潜江浩口镇的魏老板是“中

国虾谷”2015年开业时的第一批商

户，也是如今虾谷的小龙虾最大经销

商，摊位号是“1”，具有象征性意义。

“每天从虾农手中收购活虾，然

后销售到全国各地，最繁忙时每天

的销量能有 4 万斤。”魏老板表示，

按照25元一斤的平均价格算，旺季

每天的生意都在100万元左右。

对于收虾卖虾的这一简单模式，

其最大的难处就在资金上。魏老板表

示，向虾农收购活虾需要支付现金，“一

手交钱，一手交货”，但是向全国卖虾需

要“货到付款”，这其中有一个时间不短

的账期，需要垫付大笔资金。

作为虾商来说，一个档口就是

虾商的全部家当，并没有其他可以

抵押的资产，这让虾商很难获得贷

款。“潜江中银富登村镇银行是第一

批介入到虾谷虾商贷款的银行，当

时小龙虾收购的量较小，要加大小

龙虾的收购量以扩大经营规模，就

向银行申请了一笔贷款，结果短短

一周时间就拿到了15万元，解了燃

眉之急。”魏老板称。

他告诉记者，作为虾谷市场最

大的销售商，目前已经与潜江中银

富登村镇银行合作5年时间了。伴

随着收购小龙虾的生意做大，在银

行的贷款也已经达到了100万元。

小龙虾的“大生意”

“世界龙虾看中国、中国龙虾看

湖北、湖北龙虾看潜江”，经过了18

年的探索、创新和发展，湖北潜江的

龙虾产业已形成集选育繁殖、生态

养殖、加工出口、餐饮旅游、冷链物

流、电子商务、精深加工、节会文化

等于一体的产业化格局，产业链条

十分完整。

据统计，湖北省潜江市全市虾

稻产业从业人数超过20万人，占当

地农业总产值的 50%以上，加工出

口 规 模 占 全 国 小 龙 虾 出 口 量 的

60%。2022 年，潜江市虾稻的综合

产值达到了 600 亿元，向千亿产业

迈进。

“根据地方产业的发展，我们始

终注重精准对接小龙虾产业的金融

需求。”湖北潜江中银富登村镇银行

董事长何本辉表示。

他告诉记者，为了让虾农享受

到便捷的金融服务，每年10月份潜

江中银富登村镇银行由领导带队深

入到田间地头走访水产养殖户，实

地了解小龙虾情况，详细记录各类

水产养殖的成本，测算养殖户资金

需求的节点和贷款额度。

据统计，今年以来，通过与当地

水产站、农业局、饲料供应商、小龙

虾销售市场、小龙虾加工厂等联系，

潜江中银富登村镇银行了解跟进小

龙虾产供销产业链市场情况，积极

组织和参与各种交流会、推广会等

150场次以上。目前已发放小龙虾

相关产业贷款超过1500笔，金额近

1.5亿元，户均不到10万元。

同时，作为“中国小龙虾出口第

一市”，潜江小龙虾加工企业发展迅

速。2021年，该市完成小龙虾加工

33万吨，加工产值110亿元，销售额

205 亿元，产品远销欧、美、日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小龙虾加工企业

数量33家，其中省级龙头企业6家，

国家级龙头企业2家。

“潜江中银富登村镇银行为32家

虾稻和小龙虾深加工企业提供了金

融支持，累计为虾稻产业供应链企业

提供贷款近 5 亿元。”何本辉表示。

何本辉认为，中银富登村镇银

行是中国银行发展普惠金融、县域

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平台，是

目前全国最大的村镇银行集团，其

使命是补充中西部金融服务空白。

银行坚守“扎根县域、支农支小”战

略定位，主要满足小微企业和“三

农”客户的资金需求。“我们中银富

登村镇银行不做大存大贷的业务，

以满足农村客户金融可获得性为安

身立命之本，通过业务的小额分散

来控制风险。对于潜江中银富登村

镇银行来说，虾农的户均贷款尚不

足10万元。”

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末，中

银富登村镇银行存款余额为550亿

元，贷款余额700亿元；服务客户数

量 410 万户，为超过 70 万客户提供

贷款服务，户均贷款约为 16 万元。

其中，支持小微企业、个体户及“三

农”客户贷款占比提升至92%。

“与银行其他业务不同，在为基

层农户解决困难，帮扶个人事业的

同时，银行在此过程中的成就感才

是最有价值的。”何本辉认为，在乡

村振兴的过程中，广袤的农村农户

也迫切需要银行能够下到田间地头

满足他们的各种金融需求。

小龙虾“生意经”：信贷小资金“贷动”大产业

本报记者 杨井鑫

北京报道

当 小 龙 虾 逐 渐

成为全国盛行的一

道夏夜美食时，很多

人却对这道美食从

虾田到餐桌的过程

不甚了解 ，更 难 想

象金融在产业背后

贡 献 的 巨 大 力 量 。

近 日 ，《中 国 经 营

报》记 者 走 访 了 国

内最大的小龙虾养

殖和交易市场——

湖 北 省 潜 江 市 虾

谷 ，对 该 产 业 链 中

的产业发展及银行

支持情况进行了较

详细调研。

据了解，作为一

家主营“支农支小”

的村镇银行，湖北潜

江中银富登村镇银

行见证了小龙虾产

业从无到有的全过

程，目前授信覆盖了

虾农、虾商、虾企等

各主体及产业链关

键节点。尤其是对

虾 农 的 普 惠 信 贷 ，

潜江中银富登村镇

银行目前发放的相

关贷款超过1500笔、

户均不足 10 万元，

仅用 1.5 亿元的资金

撬动了当地小龙虾

产业。

一线调研

银行纷纷推出新市民客群的金融服务方案，并加快上线针对

新市民客群的专属信贷产品。

本外币住户
贷款余额
73.29万亿元

住户其他消费性贷款余额

16.68

住户经营性贷款余额

17.75
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3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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