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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静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金融机构数
字化转型不仅是自身发展的方向，更是未来创新制
胜的关键所在。青海银行抓住大数据发展契机，充
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传统风控模式进
行创新，构建了网贷大数据自主风控平台。

•加快自主风控能力建设和自营业务的步伐，
实现数字化能力建设“从0到1”以及“从1到N”的跨
越式发展。打造个人业务线上风控策略决策引擎，
有效支持了全行线上贷款审批服务。

•准入外部优质数据资源，梳理外部数据服务
流程，在安全合规的大前提下，将外部数据应用于智
能风控、智能决策等业务场景。目前已准入百行征
信、朴道征信、百融云创等20家外部数据公司。

•借助大数据自主风险控制体系，在行内推出首
款无接触线上小额贷款业务——“青行e贷”，截至
2024年5月末，产品成功授信4681笔、金额1.52亿元，
累计放款5152笔、金额1.12亿元。

站在新起点，面对新形势，青海银行锚定高质量
发展目标，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把智
慧融入工作，用实干开拓未来，将广大客户和社会各
界的期待变成行动的指南，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连续15年荣获“青海企业50强”；
荣获“铁马——最具社会责任中小银行”称

号；
成为资产规模过千亿的国有城商行；
……
斗转星移，岁月流金，青海银行已经走过了27

年。近年来，青海银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部署，深刻把握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
持续做好“五篇大文章”。为广大群众提供至诚、
高效、温馨的优质金融服务，倾力助推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以实际行动勇担金融新使命、绘就高质量
发展新蓝图。

青海银行

锚定“五篇大文章”助推金融高质量发展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青海银行将科技能力
和数据能力提升到“兴行之本”“智胜之器”的战
略定位，以科技创新助推流程优化、业务拓展、
产品创新，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
匠心打造的“科技+业务+场景”融合模式已见
成效，为科技型企业提供了全生命周期、多元
化、接力式的金融服务。

青海某材料有限公司，是 2007 年落户于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
45 项国家专利，具有较强的技术研发能力和
产品开发能力，也是青海省十大优势产业支
柱企业之一。该公司“年产 2.5 万吨动力电池
用电解铜箔项目”为青海省及西宁市重点项
目，项目刚刚投产时，流动资金出现缺口，影
响其运营发展。青海银行城东支行了解情况
后，积极主动为该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发放流
动资金贷款 1 亿元，助力企业渡过难关，并取
得后期长足发展，实现了盈利节节高。截至
目前，青海银行已向该公司及其子公司发放
流动资金贷款 2.25 亿元。

青海银行始终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与
人民性，积极融入地方经济发展脉络，将科技
金融视作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以满足
实体经济多样化金融需求为目标，推动科技
金融赋能高质量发展，将更多金融活水引向
科技高地。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青海银行长期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
念，致力于打造具有青海银行特色的绿色金融品牌，在绿色金融服务
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2019年4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核准，青海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债券
市场成功发行首支绿色金融债券，发行规模15亿元，期限3年，参与
了光伏电站项目的建设，支持了工业污水处理厂的改造，见证了生态
水产养殖产品走出国门，助力了更多的新能源电动车投入市场，运送
了一株株苍翠的树苗到水土流失、荒漠化严重的地方……

2023年8月25日，青海银行第二期绿色金融债顺利发行，发行金
额15亿元，这是青海银行积极服务国家战略，以金融活水“贷”动绿色
发展的又一重要举措。

积极响应省政府和监管部门关于设立绿色金融专营机构的号
召，青海银行先后挂牌成立了囊谦县绿色支行和化隆县绿色支行，持
续加大对绿色领域的信贷支持，为当地生态文明和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截至2024年5月末，青海银行绿色信贷余额
76.27亿元。

小微企业量大面广，是青海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服务好小微
企业，便疏通了青海经济的毛细血管，普惠金融服务是关键工作。

从企业找政策、找产品，到银行送政策、送产品到企业，传递的是
温度，拉近的是距离。

“青行商户贷”放款速度快、随借随还、贷款期限长、支用简单快捷
等，还有手机银行随借随还等功能。“青行商户贷”产品自2023年9月上
线以来，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服务我省个体工商户，获得好评。截至
2024年5月末，全行已为 5574户小微企业提供普惠金融贷款近43.59
亿元，“青行商户贷”已累计投放突破2.1亿元，贷款余额1.93亿元。

在国家纵深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下，青海银行不断推进金
融服务向乡村下沉，推出适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农户的涉农类贷
款产品“青行兴农贷”，有力推动了农牧区绿色发展和脱贫攻坚。截
至2024年5月末，青海银行涉农贷款余额64.43亿元，“青行兴农贷”余
额12.26亿元。

青海银行将金融支持养老作为贯彻落实中央金
融工作会议精神重要实践和打造金融为民工程的具
体体现之一，以落地见效的实际行动扎实做好养老
金融服务。

印发《青海银行行业投向指引》，将养老服务健
康发展放在积极进入类行业中，加大了对居家及社
区商业养老领域家庭医疗器械、康复护理机构、中
医药和保健品产业、智能穿戴设备的金融支持力
度。

各网点设立“老年人窗口”“老年人咨询台”，完
善老花镜、轮椅、雨伞等适老化基础设施配备，为老
年客户提供便捷化咨询和服务。增加智能机具、手
机银行“大字版”“大音量”语音辅助等服务，同时实
现柜面无纸化和指纹签名功能，智能机具均支持使
用存折，且业务场景已覆盖老年客户的一般业务需
求，增强了老年群体金融数字化适应能力。

制定《青海银行老年客户支付服务操作规程》，明
确规定了老年客户服务设施、服务职责、业务办理流
程、服务要点等。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对行动不便的
老人灵活采取主动上门服务。此外，青海银行工作人
员还分别走进当地社区、广场、村庄、市场、公园等场
所，持续开展“关爱老年人需求、让金融服务更有温度”
等主题金融知识宣传教育活动，获得了老年客群的高
度认可和信赖。做强科技金融

—将金融活水引向科技高地

输送绿色金融
—助力绿色金融服务稳步前行

发力普惠金融发力普惠金融
——引金融活水润泽千企万户引金融活水润泽千企万户

完善养老金融完善养老金融
——让养老金融服务触手可及让养老金融服务触手可及

赋能数字金融赋能数字金融
——多举措打造数智化服务多举措打造数智化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