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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28年来，乘着中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东风，齐鲁银行奋力书写着

助力区域经济腾飞的新篇章。

作为全国首批、山东省首家设立

的地方性城市商业银行，始终坚守“服

务城乡居民、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

经济”的定位，秉持“高质量发展”的主

线，以“区域争排头、行业创一流”的目

标奋力走向前。战略布局根植济南，

立足山东，辐射天津、河南、河北；截至

第三季度末，资产总额达6681亿元，存

贷款规模分别达到 4360亿元、3325亿

元，各项经营质效类指标增速位居上

市银行前列；连续多年获评国内主体

信用评级AAA等级、山东省地方金融

企业绩效评价优秀等级，位列英国《银

行家》杂志全球银行榜单275名。

科技金融
筑强新质生产力引擎

齐鲁银行持续完善金融支持科技

创新体系，加快推进高质量金融服务

供给，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现代化产

业体系建设贡献金融力量。

齐鲁银行创新推出“456”工作机

制和“专精特新企业”倍增计划，将专

精特新作为科技金融的核心客群，推

动金融服务增量扩面、聚能成势，已成

功服务济南市60%的“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及78%的“小巨人”企业。相继推

出星火贷、科创易贷、科研贷、远期共

赢利率贷等创新业务，有效引导信贷

资金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优质中小

微科技型企业，显著提高科技研发信

用类、中长期、低成本贷款的投放规

模，成为齐鲁银行支持省内科研主体

科技创新、促进山东省人才引进、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截至第三季度末，齐鲁银行科创

贷款余额 323亿元，较年初增加 86亿

元，增速37%。

绿色金融
释放低碳转型动能

通过搭建绿色金融框架体系，建

立绿色金融体制机制，推进绿色金融

产品和服务创新，齐鲁银行将自身发

展战略与省市重大战略部署保持同频

共振，实现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

齐鲁银行发布《2024-2026年绿色

金融发展战略规划》，将支持国家战略

和区域绿色低碳发展作为重点领域纳

入信贷政策，优先支持清洁能源、节能

环保、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生态保护

等领域的优质客户、重点项目，分类施

策支持传统行业低碳转型需求，加大

对高端装备、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投

放。有效运用人民银行碳减排政策工

具和财政贴息政策，对绿色领域重点

项目给予专项定价补贴优惠，业务办

理流程开辟优先审批、优先放款的绿

色通道，推动项目从点到面提速。创

新推出碳易（E）贷、能效益贷、低碳益

贷、排污权质押、碳惠贷、光伏贷等特

色产品。

2024年，齐鲁银行荣获“铁马-最

佳绿色金融中小银行”奖，近 2年先后

获评山东省银行业协会绿色银行、ESG
评价A类行。

普惠金融
擦亮金融为民底色

齐鲁银行秉承“普之城乡、惠之于

民”的普惠金融服务理念，始终坚持普

惠金融发展路径，持续推进机构、业

务、服务下沉，因地制宜加快普惠金融

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覆盖全行的普

惠金融体系。

通过打造齐鲁普惠微平台，创新

推出数款线上普惠贷款产品，实现信

贷产品的办理线上化、风控智能化、运

营数字化、操作便捷化。推广“一县一

品”业务模式，陆续研发推出济南济阳

“黄瓜贷”、东营利津“黄羊贷”等几十

款特色惠农贷款业务产品，现已扎根

50多个县域。持续加强与各级政府部

门的衔接与沟通，“乡村振兴—粮食种

植贷”“惠农经营贷”等特色惠农信贷

产品依托“政银担”三方力量共同开展

涉农客户贷款业务，以产业集群、特色

农业示范村、龙头企业产业链等模式

为切入点，实现批量运作。截至 9月

末，齐鲁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

额超740亿元。

养老金融
做好金融适老服务

齐鲁银行积极参与地方智慧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以金融活水赋能养老

事业发展，打造贯穿养老服务宣传、养

老财富规划、养老产业发展等多主体

共同参与建设的养老服务新生态。

齐鲁银行作为济南市、聊城市、泰

安市、滨州市的社保卡合作发卡银行，

从客户视角和体验出发，提供多样化、

多渠道、多角度的一站式服务，并在山

东省内首推社保卡“同号换卡”服务。

开启银校合作新模式，陆续与济南市

老年人大学、省内各地市及天津老年

人大学合作，已成立四十余家老年大

学分校，面向在校老年学员开设防范

电信诈骗、消费者权益保护、识别非法

金融广告等公益课程，提升老年客户

金融知识水平和风险防范意识。创新

老年客户手机银行“简爱版”，增大浏

览字体、简化操作功能，聚合老年人关

注的服务功能，着力打造专业版养老

金融服务模块。在基层网点完善老年

客户服务配套设施；创新“爱心早班

车”服务模式，在每月养老金代发日，

提早网点营业时间……尊老敬老有齐

鲁速度，更有齐鲁温度。

数字金融
数智驱动添翼赋能

乘数智之翼，赋能高质量发展。

齐鲁银行在经营与管理体系，经营策

略、产品服务方式和组织协同机制多

方面深入推进数字化转型。

通过搭建“银企家园”统一服务门

户，建立涵盖资产池管理、泉信链服

务、票据业务、保函与国结业务、财资

管理以及现金管理等多元化服务，实

现资金高效运转和风险有效控制。在

新市民公积金租房贷产品的推广过程

中，利用大数据平台和各地公积金中

心数据库，描绘用户精准画像，制定更

加贴近实际情况的贷款方案。手机银

行“智慧APP6.0”再升级，六大生活场

景满足居民多元化金融需求，荣获CF⁃
CA“2024数字金融金榜奖-手机银行

年度卓越奖”。

风好正是扬帆时，奋楫逐浪向未

来。齐鲁银行将深入践行金融工作的

政治性、人民性，做好金融“五篇大文

章”，在全方位助力山东建设中砥砺前

行、乘势而上，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

章！

（CIS）

乘时代长风 奏高质量发展齐鲁华章

本报记者 李春莲 丁 蓉

2024 年 被 视 作 银 发 经 济 元 年 。
1月份，《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
福祉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出台，
这是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首部以银发
经济命名的政策文件。12月份，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大力提振消费，
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
求。积极发展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
发经济。

政策东风之下，万亿元银发经济风
口再起。A股市场相关上市公司瞄准
银发经济赛道，从解决老年人多样化需
求和劳动力供给不足两端发力。

北京量子之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量子之歌”）相关人士向《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当前，银发经济呈现供需
两旺的发展态势。不少新兴企业已经
瞄准了这一市场，从供给端持续发力，
通过创新产品和服务模式，满足银发群

体多样化需求。

上市公司积极布局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
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超 2.97
亿。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超 2.17亿。
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当代社
会服务研究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于 12月份共同发布的《银发经济蓝皮
书：中国银发经济发展报告（2024）》显
示，目前我国银发经济规模在 7万亿元
左右，占GDP比重大约为 6%。到 2035
年，银发经济规模将达到 30万亿元左
右，占GDP比重约10%。

对此，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企业人
才工作委员会委员汪张明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银发
经济尚处在初级阶段，目前还以传统养
老方式为主，处于‘未老’阶段，‘备老’
才刚刚起步。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

加深，老年人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将不
断增强，市场体量逐步释放，个性化需
求逐步提升。”

据悉，银发经济产业链不仅涵盖适
老化服饰、药品食品、家居日用品、出行
与康复辅助器具等产品的生产制造企
业，还包括了老年病早期筛查、老年旅
游、旅居养老、卫生健康、家政、教育、咨
询、养老金融等服务的提供商。

《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到，多家A股
上市公司正在围绕市场需求，积极布局
银发产业。

例如，在出行辅具方面，深圳信隆
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有完善的
轮椅组装线，并且积极开展手动、电动
轮椅产品的研发工作。公司方面表示，
未来轮椅的发展将受到技术进步的推
动，特别是电动轮椅和智能轮椅的技术
将得到进一步完善。

在医药产品领域，昆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银发健康产业引领者”为目

标，持续打造以“昆药血塞通软胶囊”为
代表的三七系列口服产品和老年健康
领域严肃治疗产品群，多方位构筑慢病
管理平台。

作为深耕银发教育领域的企业，量
子之歌旗下千尺学堂致力于通过“线
上+线下”融合的模式，织密教育服务网
络，构建覆盖社区的老年教育服务网
络。在当前阶段不断夯实基础，既满足
当前银发群体在兴趣学习、技能提升、社
交拓展方面的现实需求，又通过技术研
发、数据分析及跨界合作，为未来个性
化、智能化的银发服务模式做好储备。

广州眺远营销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总监高承飞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从国际经验看，欧洲国
家在进入深度老龄化前后，都在积极
发展银发经济，将人口老龄化结构势
能转换为内需消费动能。国内相关
企业在聚焦老年人需求的同时，可借
鉴这些地方的成熟做法，发展多元化

的养老产品和服务。”

推广应用智能设备

“伴随未来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
力供给的减少，将驱动智慧养老的发
展，服务机器人等智慧养老产品将广泛
应用到养老场景之中。”高承飞表示。

《意见》提出，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
以及移动终端、可穿戴设备、服务机器
人等智能设备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
老场景集成应用，发展健康管理类、养
老监护类、心理慰藉类智能产品，推广
应用智能护理机器人、家庭服务机器
人、智能防走失终端等智能设备。

上述量子之歌相关人士表示，AI驱
动的陪伴机器人、家庭服务机器人、智
能护理设备，以及远程医疗辅助系统，
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或扩充人力服务，
提供更多个性化、实时化的辅助。

多家上市公司正在积极布局服务

机器人产业链。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
司控制类产品已在服务机器人等领域
实现批量供货，并具备整机能力。公司
方面表示，关注人工智能的应用机会，
目前在部分个人护理及智能设备端应
用，未来将持续通过智能化升级、人工
智能算法、人机交互、边缘AI、机器人产
品等方式实现更多场景的智能化落地。

每天 10点制作汉堡、11点叠放衣
物、13点洗涤衣服……上海优理奇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的机器人Wanda的《工作
与互动日程表》展示了通用人形机器人
在家政服务上的巨大潜力。在大模型
的加持下，人形机器人能听懂更多指
令，处理更复杂的任务。

“智能护理机器人、家庭服务机器
人等将大幅提升效率，替代部分重复性
和高强度的劳动，成为有效解决供给端
不足的方法之一。而养老场景也将成
为服务机器人由概念设想进入规模应
用的突破口。”高承飞说。

上市公司掘金银发经济 AI赋能智慧养老产品落地开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