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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一个世界性、长期性难题，也成为阻碍我国民营企业发
展的“高山”。

如何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今天，为解决难题找到“辽宁答案”？
近一时期，我省通过许多务实的做法，寻求到一些合理可行的路径。

提要

引子

1月15日，接到银行放贷通知，沈阳初
上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于铁峰的喜悦隔
着电话听筒都能感觉到，“真是没想到呀，
上周去银行办的贷款，这周钱就能到。”

通知于铁峰准备接收贷款的葛杰
胤也心情大好。作为工商银行沈阳皇姑
支行分管中小企业贷款业务的副行长，
他很清楚，这笔贷款的顺利发放，意味着
他和伙伴们又开辟了市场新天地。

沈阳初上商贸有限公司是一家成立
一年多、年利润不到百万元、员工人数只
有 7 人、以商品贸易为主的小微企业。
以前，“国有大行”很难把放贷的目光投
在这样的企业上。“我们是顺势而为。”工
行沈阳皇姑支行行长程海鹏介绍说。

近年来，银行业对民企尤其是中小企
业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来自辽宁银保监
局的统计数据，恰似对这种支持力度的注
解：截至2018年12月末，辖内（不含大连）
银 行 业 小 微 企 业 贷 款 余 额 同 比 增 长
17.28%，高于各项贷款增速4.81个百分点。

“改善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固然需要
加快金融改革步伐，但企业练好内功，社
会各界协同配合，也势在必行。”省金融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不可否认，民营企业遭遇融资难
题，很多时候也有企业自身的不足。

多年来，国内既有的消费能力
强、市场空间大、用工成本低等诸多
的优势，让大多数中小企业活得非
常滋润。快速发展的同时，部分企
业也埋下了“内功不强”等隐忧。随
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问题迅速
浮出水面。

作为省属唯一一家金融类证券经
营机构，中天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一直
致力于发挥省属资本平台作用，仅在
去年，就重点通过股票质押方式回购
业务，为 13家民营企业融出资金合计
7.5亿元。

然而，下大力气为民企提供组
合式金融服务的努力，却不时遭到

“打击”。
“民企内部管理不规范、信用等级

比较低、融资到期还款难等问题，给我
们带来极大困扰。”说起问题，中天证
券副总裁沈文献也会忍不住“吐槽”。

事实上，这样的“吐槽”在业界颇

为普遍。
怎样用好金融工具，在为有需要的

民企“救急”治标的同时，还要促其苦修
内功，全面提升综合实力，变铁成钢，
就成为我省金融界必须面对的挑战。

应战者众，我省区域性股权市场、
辽宁股权交易中心擎旗出列。

数九隆冬，沈阳市沈北新区虎石
台北大街 123-21号，沈阳蜂巢轨道交
通配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蜂巢轨道”）厂房内生产热火朝天。
“才开年，我们手里就已经有了 1

亿元的订单。”拿着订单，董事长杨甯
不禁“饮水思源”。

作为一家高新技术型企业，蜂巢
轨道成立于 2005 年，从事铝蜂巢复合
材料研发及生产，主营铝蜂窝地板生
产，同时生产技术含量较高的客车端
门车体内饰等专业配套产品。

同所有成长中的企业一样，成立
几年后，资金压力成为制约蜂巢轨道
发展的主要因素。经过辽股交专家团
队的专业指导，2016年，公司成功在区

域股权市场挂牌，2017年 10月就完成
了A轮2000万元的融资。

“发展的关键时刻，得到了资本市
场的支持，企业由此开始裂变式成
长。”融资成功为企业带来的变化让杨
甯难忘。获得融资前，公司年产值
1700 多万元；去年，公司产值 5000 多
万元，预计今年公司产值可超亿元。

在区域市场挂牌，进入资本市场
给企业带来显而易见的收获。银行
增信加大，股权可以质押；得到券商、
审计、律师团队常年跟踪服务；企业
股权清晰、内部治理完善、财务账目
规范；获得更多合作伙伴的信任……
凡此种种，让当年四处找资金的企业，
成为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宠儿”。

收获不会止步于此。
对辽股交而言，企业在中心挂牌

并不是他们服务的终点。持续对挂牌
企业进行培训，引导更多企业迈入资
本市场，使企业持续向优质化方向发
展，助推优质挂牌企业站上更大的融
资平台，获得更大的融资份额才是其

努力的意义。
“提供资本支持，促进民营企业提

升综合实力，向优质化方向发展，这正
是金融机构应该努力的方向。”辽股交
总经理王旭用一组数据，佐证辽股交
的努力。

去年，辽股交挂牌及展示企业新
增了331家，85%以上的挂牌企业是民
企 ，融 到 资 金 的 企 业 占 比 达 到 了
26.6%；承办的各类投融资对接活动，
开展的挂牌企业和会员培训，吸引我
省千余家民营企业、2000多人次参与，
对接投资机构达千余家。

综合实力是企业生存之本，金融
支持企业的根本目的，是促其长足发
展，得到发展的企业也能使金融机构
获益。二者如鱼和水，相辅相成。

目标一致，前景可期。
如今，得到金融支持的我省民

企，正在提升自己的综合实力，改进
生产经营方式，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随着变铁成钢的蜕变，飞跃“融资的
高山”，民企又添新翼。

苦练内功 企业更强才能不负资本青睐

深化金融改革，提升企业实力，解决信息不对称，飞越“融资的高山”——

民营企业需要三双“隐形翅膀”
本报记者 唐佳丽 张学军 孙大卫 孔爱群

辽宁要给金融机构发奖金了！
2018 年 12 月中旬，我省一项新政

一经媒体披露，便引起多方“兴奋”。
辽宁出台《全省金融机构支持民

营企业发展奖励办法》，鼓励银行机构
向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发放贷
款，对服务民营企业贡献突出的金融
机构予以奖励，符合奖励条件的单户
银行机构，最高可获5000万元。

这样的承诺，辽宁史无前例。
“通过执行相关办法，重点激励国

有大行，更多地增加对民营企业的贷
款。”采访中，省金融监管局相关负责人
毫不掩饰新政对民营企业的“偏爱”。

态度决定一切。很快，省内金融
机构结合民营企业融资需求特点，加
速金融改革步伐，独门招数相继亮相，
面向民企尤其是中小微企业，频下“红
包雨”。

兴业银行推出“连连贷”，无还本
续贷使放款与还款无缝对接；招商银
行的“千鹰展翼计划”，利用股权+债
权，帮助企业实现“由小到大、由弱到

强”的发展；广发银行与相关单位合
作，为拥有知识产权的科技型企业融
资；工商银行“e 抵快贷”，让小微企业
融资“贷得快”“贷得低”……

大招法成就了许多“小确幸”，和
于铁峰一样，1月16日，金桓震的贷款
申请也被迅速批复。

“在我看来，小微企业融资并不难，
也不贵。”沈阳市沈河区辣品巴适辣道
江湖餐厅里，老板金桓震“炫耀”着自己
的幸运，“从业务办理到完全放款，不到
5个工作日，我确实赶上了好时候。”

100 万元的贷款，一年期，每月不
到 4000 元的利息，对于年利润几十万
元的餐厅来说，不难承受；网上查询
后，打个咨询电话，手机下载 APP，将
所需有效证件拍照上传，银行做贷前
检查后没几天，申请就批复了。

“客户‘不难’‘不贵’的感觉背后，
是我们付出的大量心血。”细探究竟，
程海鹏的感慨绝非夸张。

“前台标准化+审批智能化+后台
大数据”模式，不论办理业务的企业规

模多小，银行必需的操作环节却一步
也不会少，有时，各项成本付出甚至高
于服务“大企业”。

虽说省里出台的激励政策一旦兑
现，对降低银行业增加的支出成本的
确有一定作用，“但是，我们更看重这
样的奖励所传达出的上下一心，改变
思维方式、经营理念的改革决心。”

程海鹏的这番话，在辽阳农商银
行信贷公司部总经理蒋军这里，产生
了共鸣。

事实上，相对于一些“大行”，许多
地方商业银行的业务对象本来就偏重
中小民营企业。但是，一些民企不健
全的体制、有限的抵押担保能力、不能
提供完整的信贷手续等弱点，曾让信
贷员们很“惧贷”。

辽阳东方焊接材料销售有限公
司，是一家从事金属焊接材料生产与
销售的企业，企业签订的钢材采购订
单累计达 3000 万元。但因账期较长，
资金回笼较慢，企业生产资金缺口一
直较大。公司曾尝试向多家银行贷

款，都由于抵押品不够等原因未成功。
“支持民营经济政策的不断出台，

给我们也‘壮了胆’。”去年，辽阳农商
银行创新服务方式，蒋军主动找到企
业，为其设计了应收账款质押的融资
方案，分３次提供了545万元的资金支
持。当年，企业就实现利润150万元。

金融机构的改革，清淤通渠。如
此，金融活水得以顺流畅达，浇灌民企
良田。

规模小、经营模式单一、经营资本
和担保能力不足，如今，导致民企融资
难的这些弱势因素，正在我省金融机
构加大改革力度的努力面前变得不再

“可怕”。
改革，让金融机构改了态度，改了

机制，最终改出了成绩。转变思维方
式、经营理念、业务流程，改革和完善
金融机构监管考核和内部激励机制，
把业绩考核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挂
钩。不敢贷、不愿贷的难题正在逐渐
破解，民企飞越“融资的高山”，平添一
双翅膀。

清淤通渠 深化改革才能使金融活水浇灌民企良田

众所周知，民营企业“融资的
高山”是多重矛盾和问题碰头叠
加的综合反映，其中，金融机构和
企业，尤其是民营小微企业之间
信息不对称问题，尤为突出，亟待
解决。

中小企业在向银行申请贷款
时,银行往往处于信息劣势。信息
不对称，让银行“不敢贷”。

说起不敢贷，银行业一位资
深客户经理，总会提起前辈讲到的
一件事情。

3 年前，一户企业获贷后，原
本均分于9名股东的股权，突然开
始被大股东陆续收购。股权集中
后的大股东控制决策权，随意改变
企业融资使用方向，导致投资失
败，不良贷款产生。

“实际上，股权收购不是无迹
可循。我们缺少的是传达这些信
息的渠道。”

中小企业的管理体系大都不
是很完善，能够披露的经营信息也
不全面。信息不对称导致银行很
难对企业的经营能力进行准确的
衡量，更难对企业的还贷能力进行
判断，如此一来，中小企业融资便

“天然”难。
“出于风险考虑，只能把业务

的重点放在足值抵押物上。”说到
因此给企业带来的“融资难”，这位
客户经理也很无奈。

信息不对称也让企业很“挠头”。
“尽管我们有良好的信用记

录，但不同金融机构之间，需要提

供不同的证明，有时一圈跑下来，
商机早就没了。”于铁峰对“融资
难”的“抱怨”，也很有拥趸。

多年职业生涯所见识到的案
例，让辽宁省人民信用评级有限公
司总经理李晓峰，对银企双方的这
些“怨言”都十分理解。“解决信息
不对称问题，单凭一个部门甚至几
个部门的努力都很难做到。要从
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既需要建设
规模更大的信息平台，更需要社会
各界的理解和协力支持。”

这样的愿望正在实现。
“我省正在推进小微企业金融

服务平台建设，动员各界力量，构建
‘线上+线下’的运行模式。在企业、
金融机构、政府之间搭建桥梁，实现
资源共享，形成合力，扶持企业发
展。”记者了解到，面对信息不对称
问题，省银行业协会已经开始行动。

利用大数据和科技手段，采集
各类线下“软信息”，形成大数据集
合后，就可以对不同需求的客户，
提供多样化和定制化的产品选择，
节约银行授信审查的人力和物力，
降低了银行授信业务的操作成本
和信用风险，使银行提供贷款利率
优惠成为可能，让企业享受到更低
的融资成本。

愿景美好，落地为要。
面对一个世界性、长期性难

题，我省想要解决民营企业，特别
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
题，无疑任重道远。

好在，东风已至，春天不远。

搭建平台 信息对称才能促成更多银企“联姻”

工行沈阳皇姑支行到民营企业做贷前调查。 本报记者 唐佳丽 摄

蜂巢轨道参与内饰安装的北京新机场华夏第一城际列车车厢准备出厂。 杨 甯 摄

蜂巢轨道的工人正在为地铁车厢安装铝蜂窝地板。杨 甯 摄

破解民营经济发展难题（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