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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金融生態優化金融生態
助力製造業高質量發展助力製造業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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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出台產業發展「白名單」
「在製造業轉型升級大趨勢下，企業短期內對後
市把握不準，這種情況是可以理解的。而隨着一季
度我國宏觀經濟形勢好轉，製造業企業的經營狀況
也有所好轉，大家也在積極響應中央號召，在市場
的洗禮中，不斷明確了做精做強的思路。」尚福林
指出。
而金融行業在服務製造業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
方面也取得了成績。一季度，小微企業貸款難貸款
貴的抽樣調查顯示，被抽樣企業反映融資難融資貴
問題的比例從上一季度末的25%降到了23%。
尚福林強調，這說明金融企業認真貫徹黨中央要
求，積極服務製造業在內的小微企業。整體看，金
融支持小微企業，製造業也在朝着積極方向發展。
尚福林認為，要加快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
定要走市場化的路子，為企業提供全生命周期全方
位的金融服務，但這不是大包大攬的問題，要有針
對性地支持創新型小微企業，對於「兩高一剩」中
有產品、有市場的企業也要給予支持。「企業對銀
行也有要求，銀行也要時刻做體檢，要注意增加與
企業的客戶黏性。當前，銀行的高端服務有差距，
普惠服務也有差距。」

其次，在解決小微企業貸款難貸款貴上，國務院
多次發文，要認真落實好政策。尚福林認為，直接
融資的確存在短板，應加強資本市場建設，特別是
科創板，很多小企業對其抱有期待。另外還要發展
債券市場。
此外，要改善金融環境，形成良好的金融運行環
境。尚福林表示，信用信息是公共產品，建議由政府
牽頭設立信用信息平台，實現信息對稱，這裡僅有財
務數據還不夠，個人誠信數據也必不可少。

加快建立融資擔保體系
尚福林建議加快建立政府主導市場化運行的融資

擔保體系，用好產業基金。其中，產業基金的運作
要採取市場化方式，要避免「政府拿錢做了種子基
金，這個項目就由政府說了算」的錯誤認識。
與此同時，要創新金融服務方式，探索產權抵質
押方式。允許知識產權抵押，建設好知識產權的評
估體系和轉讓市場。尚福林指出，還要增強政府產
業政策的可操作性，目前的產業政策採用負面清單
制，未來期待出台產業發展的「白名單」，以便於
金融機構和資本市場扶優限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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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是經濟發展的根基，2018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將「推動製造業高

質量發展」作為2019年重點工作任務「之首」。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亦將今年的首次

調研主題聚焦於「優化金融生態 暢通製造業融資渠道」，日前，全國政協常委、經濟

委員會主任尚福林率領包括金融監管領域專家、製造業知名企業家及經濟界大家在內

的調研組，先後赴廣西、遼寧調研。調研組在廣西實地考察14家製造業企業和金融機

構，在遼寧考察5家製造業企業和大連商品期貨交易所，並召開4場企業座談會。多位

全國政協委員和專家為地方製造業高質量發展建言獻策，而調研成果將提交給今年6月

召開的全國政協專題議政性常委會。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王曉雪 綜合報道

面對製造業企業在融資過程中遇
到的困惑，全國政協委員楊成長表
示，希望廣西能夠像營造良好的生
態環境一樣，營造良好的金融環
境。推動製造業企業發展，政府的

作用是增信，增信其實是有很多辦
法的。
楊成長指出，「比如可以推動企

業建立規範的企業財務制度；可以
打通數據隔離，形成資信平台；可

以抓住企業的動產要素，形成評估
交易市場；也可以調整銀行風險評
估模型。但總之一點，就是想盡辦
法，不要讓金融機構給企業貼標
籤、一棒打死。」

精準支持科技創新型產業
全國政協委員、原中國保監會副主席周延禮認
為，製造業融資暢通的前提是產業轉型升級到位，
而要實現轉型升級，對於東北來說，這裡的人們觀
念要先轉變。
周延禮認為，金融服務製造業高質量發展，還
是要精準支持科技創新型產業。「金融產品要有
針對性的創新。如果企業是服務於國家重大專項
的新興產業，那麼該支持的必須支持，而對於依
舊抱殘守缺的落後產能，該說不就得說不。」周
延禮表示，發改委、工信部門應專門設置一個部
門，來服務企業產業高質量發展；不僅要有黑名
單，還要有白名單，把這些優質企業直接提供給
金融部門，避免金融機構毫無目的去服務企業。
同時，地方政府服務、輔導企業也要符合現代企
業的要求，而不是簡單把企業和金融機構「拉郎

配」。要讓企業知道金融機構的要求、企業該履
行的社會責任以及法律的紅線底線，做好這些事
情，融資就會變得水到渠成。
周延禮建議加強對捆綁推銷金融產品的監管。金
融機構不僅不該給企業貸款添亂，還要做推進傳統
優勢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力量，「比如鋁，它是很
多重要裝備的原材料，希望銀行能轉變觀念，不能
因為此類企業僅僅是微利或虧損狀態就不去支持
它。高品質原材料是國家製造業之基，銀行甚至應
該設計方案，去幫助他們發展。」
同時，金融機構之間要強化信息溝通。他強調，
現在看，建設信用信息平台的任務已非常緊迫，沒
有信用體系數據平台，金融機構對企業全面真實的
情況非常難掌控。而對於企業惡意逃廢債情況應當
嚴厲打擊，以儆效尤。

走市場化新路 化解結構性風險
「解決製造業融資的問題，單靠向政府要政策、
由政府壓着地方銀行貸款這條老路已經走不通了，
還是要走市場化的新路，企業能否獲得貸款，要遵
循市場優勝劣汰的原則。」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證
監會原主席肖鋼認為，東北製造業曾經輝煌過，但
光環只能代表過去，這裡是最早進入計劃經濟的地
方，卻又是最晚走出計劃經濟的地方，當地領導應
勇敢地拋棄「長子」情結，投身市場競爭的戰場。
同時，政府不能對企業和金融機構的微觀活動干預
過多。
肖鋼認為，一些地區銀行貸款總量過多，增速不
慢，結構卻不平衡。「地方商業銀行通過股改充實
了資本金，進而有能力為企業提供大量貸款服務，
但這種情況未來能否持續，是否還有新的資本金補
充進來，都值得商榷。而調研中看到的情況是地方

城市商業銀行衝在前，國有股份制銀行服務卻在收
縮。同時，貸款的集中度也比較高。在一些地方，
幾家製造業企業的貸款就佔據了信貸資源總量的
30%以上，雞蛋過於集中在一個籃子裡，其風險是
顯而易見的。」製造業企業技術創新、管理創新都
需要錢，這個錢不能全靠銀行貸款，也要在推動直
接融資特別是股權融資的過程中，尋找到風險共
擔、利益共享的資金。而政府要做的是打造金融生
態環境。堅持幾年，做慢功夫，一定能見效。
肖鋼表示，從產業結構調整的角度看，目前遼寧

先進製造業佔比並不高，大量集中在傳統領域，產
生了明顯的「二八效應」，但在這個80%中，有一
部分製造業企業是可以通過技術改造提高競爭力
的，這件事本身不能急，要用時間換空間，逐步實
現市場化淘汰和轉型，以降低陣痛。

企業融資 轉制和升級是核心
「從廣西到遼寧，我們一直以問題
為導向，積極尋找影響製造業金融生
態的主要癥結和共性問題。現在看
來，製造業融資面臨雙重挑戰——這
裡既包括製造業體制機制轉型和技術
升級的問題，也有金融生態的問
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投資有限
公司原總經理屠光紹表示，轉制升級
如果完成得好，對鑄就製造業高質量
發展之路是有好處的，轉制如果遲
緩，就會影響企業發展的後勁，進而

影響到企業融資。
屠光紹認為，如果說轉制保證的
是企業長遠發展的活力，升級是為
了企業能夠獲得更為廣闊的市場，
那麼建好金融生態系統，有三方面
因素需要覆蓋。

企業需提升自身透明度
「政府該做的事，還可以做得更

好，比如政府要為市場搭建信用體
系；擔保基金運作機制還不夠健

全，引導基金要促進科技型產業的
發展，特別是引導基金目前還未起
到帶動促進科技創新投資的作用，
而無論是培育直接融資環境，還是
完善間接融資體系，政府還可以做
得更好。」屠光紹說，金融機構要
創新服務方式，主動、創新性的服
務不同的產業企業；企業要融資，
轉制和升級是核心，為此企業需要
提升自身透明度、健全企業財務制
度。

建全國性信用信息平台
「我們是不是應該從金融生態的

角度，來看暢通製造業融資的途
徑，而不再是簡單出台一個政策？
我們是不是應該進一步以符合市場
規律的方向，更好地規範提高政銀
企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最終落到
高質量發展上，而不是在原有層次
上擴張？」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
國供銷總社理事會副主任楊汭表

示，金融業在東北振興中的任務艱
巨：一方面要支持傳統製造業企業
改造升級；另一方面要支持高新技
術企業和新產業的發展，培育新的
增長點。
楊汭指出，製造業融資的難點集

中在中小微企業身上。同時，信用
信息平台雖然各地都在搞，但還是
零散且不透明，需要有個牽頭單

位，做一個全國性的平台。
楊汭認為，擔保體系必須得建，否
則高科技企業成長不起來。而銀行的
服務雖然較以往有改觀、有改善，但
辦事效率、產品創新還有提升空間。
當然，也要提高中小企業財務管理的
水平。在扶持中小微企業融資方面，
國家已經出台了很多好的政策，還是
要在落實上下功夫。

全方位促進企業信用信息透明化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

究院院長劉尚希認為，與制度規則
相關的信用信息屬於公共資源，政
府相關的監管部門應當提供這類信
息供銀行以及相關企業使用，如納
稅的信息、繳費信息、遵守國家標
準的信息、守法情況的信息、社會
責任履行情況的信息、環保方面的

信息等。而與經營狀況相關的信用
信息，有的企業可以公開，比如上
市公司，有的企業則可以不公開。
銀行和投資者可以通過市場盡職調
查，來了解相關的信息，如財務狀
況、盈利模式、管理水平以及發展
前景，再決定是否貸款和投資。
劉尚希同時表示，在雲計算大數

據、智能化的條件下，投資者以及
貸款銀行也可以通過對相關企業的
行為數據分析給企業畫像，判斷其
信用狀況。因此在信用信息方面，
還需要政府、企業、銀行多方合
作，形成一個良好的經濟生態金融
生態，這樣就可以形成企業、投資
者和銀行之間的良性循環。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宋秀
岩認為，反映融資難、融資貴的主
要是成長期的中小微企業，這就需
要我們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優化
金融生態，暢通製造業融資渠道，
政府、金融機構、企業應共同發
力，相向而行。」
對於優化金融生態環境，宋秀岩
認為政銀企三方都有責任，都應做
好分內之事。「對於產業發展，政
府應加強分析和引導，按照國家產
業發展規劃，深入分析本地的資源
稟賦、區位條件、人才優勢，為企
業提供具有科學性和前瞻性的產業
規劃引導，防止一哄而上、一哄而

散。調研中我們發現，信息不對稱
的情況比較突出，應整合相關部門
的信息，搭建政務信息共享平台，
為金融機構更好服務企業提供相關
數據依據。」
同時，應推動產融信息合作，促
進銀企信息交流，減少銀企信息不
對稱帶來的風險。
「從調查的情況看，製造業企業對
金融機構的期望是很高的，但銀行也
是企業。」宋秀岩認為，金融機構和
企業應該是命運共同體。作為金融機
構，應深化金融供給側改革，不斷創
新金融服務產品和服務方式，為製造
業企業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服務，特別

是在製造業企業發展的不同階段，應
有針對性地給予融資指導。這就給金
融機構從業人員提出了較高要求，既
要懂得國家倡導的產業方向，又要了
解各地的發展重點和特色，還要熟知
服務的企業。
「製造業企業應在提高經營管理

水平上下功夫，科學決策，規範管
理，不盲目舉債，還應增強金融知
識的儲備，會用、善用各類融資工
具，加強日常的財務管理。功夫還
是要做在前面。」宋秀岩指出，
「融資渠道真正要做到暢通，應該
遵循市場化原則，而不是金融機構
把所有企業都背起來」。

政府、金融機構、企業共同發力

營造良好環境 推動製造業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