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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成都这座城市的好，成都人总说，在这
里，有钱有有钱的活法，没钱有没钱的活法，都
可以很开心。其实，外资金融机构在成都发展的
动力，也颇得此间真传，投资大公司很有吸引
力，投资中小企业同样利润不菲。

“成都的产业优势都不需要证明了，看看世
界五百强有255家落户成都就知道，这里有着非
常好的投资环境。”一位外资银行负责人告诉记
者。

友利银行关注的则是成都和四川本地的中
小企业。“我们发现这段时间民营企业发展很迅
速，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但是对于民营中小
企业的资源分配不是很均衡，它们比大企业的融
资成本高很多。”权昊东说，只要企业的财务数据
是真实的，发展战略比较明确，就可以给这些企业
贷款，享受韩资企业的利率。

对中小企业的专注，在来自新加坡的富登信
贷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和传统的银行、保险等金
融行业动辄上亿甚至几十亿的贷款额度不同，即
使到了6年后的今天，富登的1.5万多笔贷款中，
平均每笔贷款金额仅为37万元。

作为新型金融机构的一种，这家专注于小
额信贷的新加坡淡马锡子公司，在 2008 年落户
成都时，当地许多人还不清楚小额信贷到底是
什么。

“我们的理念就是为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
和普通创业者服务。在中国，农村金融、尤其是
西部农村金融属于整个金融体系中的薄弱环
节，是制约中国西部农村地区发展的瓶颈，但同
时也蕴含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富登信贷副总经
理黄蕾如是说。

“投资西部，首选成都。”在富登看来，成都
的“引力”源自改革——2007年6月，成渝地区设
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于金
融意义重大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成都有很多
创新做法可以先行先试，走在全国前列。同时，
富登认为，成都作为中国西部经济和金融发展
的制高点，具有重要的辐射功能和示范效应。

一位投资者对本报记者直言，成都被称作
财富洼地并非凭空产生的。在不少东部沿海地
区遇到发展瓶颈的时候，这里的企业仍处于一
个健康发展的状态，众多民营企业依靠内销而
非依赖出口，这使得它们完全可以养活自己。

成都的产业基础有多好呢？该市金融办负
责人透露，去年成都的GDP9109亿元，在全国副
省级城市中名列第3位，而且经济可以辐射整个
西部地区，市场腹地广阔。

恒生银行则瞄准了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契
机。徐斌告诉记者，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不
断提高，在跨境交易上该行的优势可以最大化。
在很多港资企业的跨境业务上，恒生可以帮这
些企业做规划，降低在成都的融资成本。

与此同时，许多四川企业现在正在“走出
去”，但这些雄心勃勃的企业在海外很难找到合
适的服务平台，恒生希望借此机会引荐这些企
业去香港，利用恒生在香港的优势帮助这些企
业融资。

“我们不去跟本地银行竞争本地业务，而是希
望在外向型业务上有所作为，这本来就是我们的
优势。”徐斌告诉本报记者，外资银行将成为一个非
常良性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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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规模来看，16 家外资银行总资产“仅
仅”超过 340 亿元，在成都市银行总量超过 5
万亿的版图中，占比极低。但数字并不能真实
的反应外资银行对于成都市场的影响力。

在成都市金融办负责人看来，对于这16家
银行的挑选，成都是经过精心考量的。不难发
现，这些银行来自各个大洲不同的国家和地
区，正因如此，其所涉及的业务领域各不相
同，各自对于本国企业的支持，都是不可或缺
的，而这种支持，也为成都的招商引资带来了
诸多益处。

“我们在韩国的地位相当
于中国的工商银行，都是具
有国有背景的大银行，所以
引入我们，对于吸引韩资企
业进入这个市场是非常有帮
助的。”在韩国友利银行成都
分行行长权昊东看来，这是
一个双赢的局面。

外资金融机构的大批进
入，还为本地银行的改革带
来了契机。这些银行大都具
有 悠 久 的 历 史 和 丰 富 的 经
验，在管理方面有诸多可以
借鉴之处。

例如，成都银行成功的
引进了马来西亚丰隆银行作
为战略投资者，对方专门派

了一名副董事长常驻
成都，不仅引进了资
金，还引进了管理经
验。成都当地将这种
模式称作“引资引智
引技”。

当然，不少“初
来乍到”的外资金融
机构，尽管在世界范
围 内 都 享 有 很 高 声
誉，在成都的发展也
需要时间的磨砺。

在香港，恒生银
行被不少市民亲切地
称 为 “ 街 坊 银 行 ”，
以直接面对个人银行
业务见长，但在成都发展的初期，这家分行还
只能做公司银行业务，这样可以比较快见到投
资的效果。徐斌坦言，个人储户需要很长的投
资期才能看到回报，而打算长期在成都发展的
恒生，将在集中资源打好底子后，逐渐地进入

“老本行”。
而友利银行经过三年的蛰伏，在权昊东看

来，马上就要迎来真正的爆发期。他对于成都
的农业、川菜、软件园和汽车等，都表现出了
浓郁的投资兴趣。

作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小额贷款公司，
富登对中国市场依然看好。“在中国的快速增
长中，诸如熟练技能的工人、勤奋的农民及个
体工商业者等群体，还没有获得有效的金融服
务。因此，我们在中国做小额信贷，不仅是看中
市场的巨大发展潜力，更是致力于通过金融服
务模式的创新，弥补‘市场鸿沟’，‘为迫切需要
的人服务’。”富登信贷副总经理黄蕾说。

在这座城市的市中心穿梭，走不
了几公里就能看到一些耳熟能详的大
银行，汇丰、渣打、花旗、苏格兰皇
家、摩根大通、友利……这些银行来
自各个大洲，在其本国都是数一数二
的大银行。英语、韩语、泰语、粤语
服务这里都有。

如果将视野拓展到金融范畴，则
能看到富登、中航安盟等机构的身影，
从银行到保险，从小额贷款到基金公

司，都有外国企业参与，金融拼图“洋
味十足”。

这座城市不是北京、上海或是广
州，而是位居西南一隅的成都，这里
现在有着16家外资银行，以及更多
的保险、贷款和基金等外资机构，是
整个西部地区金融机构种类最齐全、
开放度最高的金融城市。这个西部内
陆城市，缘何吸引这么多“高大上”
的金融机构入驻？

外资金融机构的成都引力
跟着“小伙伴们”一起来成都

外资金融机构的成都动力
这里还是财富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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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感觉有些
受宠若惊，当地政府
真的太热情了。”曾
在国内多个城市参
与开设分行的徐斌
对本报记者感叹，从
筹备阶段起，成都市
政府和该行所在的
锦江区政府就一路开绿
灯。“成都的政策环境是
我所见过的最好的。”

成都市的金融人才
近年来一直呈现“净流
入”状态，许多人来了成
都之后，喜欢上这座城
市，从此在这里扎根。据
成都市金融办掌握的信
息，许多外资金融高端
人才，在因工作调动等
问题离开原公司后，都

选择在成都另谋一份工作，不愿离开。为什么？
就是因为成都让这些外资金融机构的人才“来
了就喜欢”。

政府的支持，也与这种魅力密不可分。去
年，成都市的金融增加值达 893亿元，占到了整
个GDP的9.8%，是不折不扣的支柱性产业。用成
都市金融办负责人的话来说，“成都和金融机构
之间想做的不是一锤子买卖”。

事实上，在如何吸引外资金融机构上，成
都市也曾有过一番考虑。给落户成都的外资金
融企业直接补贴几千万元，看上去是简单有效
的方式，但是仔细考量之下，他们认为这样没
法把市场做活，因此采取了在政策和市场环境
上下工夫，追求长远利益而非短期吸引力的方
式。

成都的诚意还体现在坚持了近16年的外商
投资企业座谈会上，这个会议每个季度都会召
开，每次成都市长都会参加，并且现场办公，“事
先说好，讲成都有多好的就别来了，只要求提意
见，解决他们的问题”。

这个座谈会的“威力”，不少企业都曾领教。
在吸引了众多外资金融机构的成都金融城，副
总经理罗云对记者说，这里遇到过唯一的一次
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拜座谈会所赐。因为一家
外资银行投诉没有获得相应的优惠，金融城接
到了市里很严肃的意见，罗云经过反复确认发
现，该外资银行在成都金融城一街之隔处，而不
在其管辖范围内。即便如此，金融城还是认真研
究了银行的诉求，采取一企一策的办法成功解
决了这一问题。

到今天，每次谈起成都的“诚意”，富登还是
忘不了入驻成都前的故事。

2008年 4月，富登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
韩定国计划到成都，和市金融办的负责人探讨公
司落户事宜。可是事不凑巧，当天飞机晚点。就在

韩定国对会面
不抱希望时，金
融办负责人听
说了这件事，决
定不能让远道
而来的客人失望，于是在当晚与其见面，一番长谈
后，许多细节性的实质成果达成，为几个月后正
式落户成都打下了基础。

到现在，富登在中国已有30家分公司。它
们在中国的迅速发展，也吸引了 7家外资小额
贷款公司到成都落户——这一数字放在全国，
也是最多的。成都金融办负责人介绍，每一家
新的小额贷款公司来成都前，都要到富登去看
一看。用他们的话来说，“我们要听听富登的
意见，看看他们的做法，因为他们说成都是个
值得投资的城市”。

政策并不是虚的。在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进程中，成都的政策越来越有利于外资金融
机构的发展，先后获得了人民币跨境结算试
点、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
点、个人本外币特许兑换业务试点、移动电子
商务金融科技服务创新试点资格等，例如，在
跨境人民币结算上，外资银行就有着天然的多
头优势，虽然今年时间才过半，成都市全年的
任务都已经快完成了。

如今，成都市对积极推出创新举措的外资
金融机构都有专门的支持政策，无论是服务方
式还是产品的创新，都会获得鼓励。而新兴的
互联网金融，更是敞开怀抱欢迎外资加入。

成都的位置，亦成为受访外资金融机构不
断提及的优势。将分支机构设在这里，可以串
起西部地区许多省份。许多受访者都承认，之
所以将成都作为西部第一个设点的城市，就是
因为这里连接着广阔的西部空间。

东亚银行“中国风”浓郁的开业典礼

汇丰银行成都分行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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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新银行成都分行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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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新银行进入成都的过程，是外资金融机
构进入这座城市的一个缩影。

2010 年，世界 500 强之一的澳新银行正式
在成都设立了面向中国及亚太地区的营运服务
中心。今年 5月，澳新银行又正式在成都开设
分行。就在这个分行的筹备期，澳大利亚于去
年7月30日在成都开设了领事馆，四川航空也
开通了成都直飞墨尔本的国际航线。当然，在
澳新银行进入成都前，已有超过 100 家澳大利
亚企业在川投资，且数字持续增长。而在分行
成立之际，澳新银行的全球董事会也在成都召
开。

一家外资银行的进入，通常都不是孤立的
事件。

“我在抵达成都之前与澳大利亚政府官员
及商界人士交谈过，我惊讶地发现，大量谈话
都以‘成都见’作为结束语。”首位澳大利亚
驻成都总领事郭南希女士总结说，越来越多的
澳大利亚人希望与这个地区建立联系，行业则
包括了建筑、金融服务、物流、制造生产、食
品与酒业、旅游、教育和电影等。

“几乎所有香港的大地产商都来了成都，
太多的港资企业在这里召唤我们，不得不来
了。”恒生银行成都分行行长徐斌这样解释今
年在成都设立分行的原因。

用时下流行的说法，其实这些港资大地产
商都是恒生银行的“小伙伴”。道理很简单，
它们之间在香港早已合作多年，形成了相互之
间的信任和默契，企业有需求会首选恒生，而
企业走到哪里，恒生也会跟到哪里。

既然“小伙伴们”都来了成都，恒生自然
要来。用徐斌的话说，“银行是跟着企业走
的，他们走到哪里对我们都是契机，都不需要
向他们解释恒生是个什么样的银行，彼此间太
熟悉了。”恒生还在筹备期时，就有不少客户
开始找上门来。

“投资中国，首选西部；投资西部，首选
成都。”许多产业正是看准了成都是西部财富
的洼地，低风险且消费能力强，所以扎堆进入
成都市场。徐斌告诉记者，他在国内很多城市
都开展过业务，但是像九龙仓、和黄、新世界
和嘉里等所有香港大地产商扎堆一个城市的情
况，极少见到。

“外资银行都不是随便选地方设分行，而

是随着产业发展进来的，同时又能带来产业的
发展。”在成都市金融办负责人看来，嗅觉敏
锐的银行，最知道哪个城市是值得去投资的。

同样的说法在韩国友利银行那里得到了验
证，该行成都分行行长权昊东已到中国多年，
汉语也基本达到正常交流的水准。他告诉本报
记者，友利1992年进入中国市场，就是因为许
多韩资企业前来中国投资，以及许多韩国侨民
来中国工作、生活后产生了诸多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