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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支招>>

创新产品和壮大自身是关键

20日上午，浙江省信用
与担保协会副会长、秘书长
卢绍基登上浙大的讲台，为
大家讲的题目是《融资性担
保行业战略改革与担保机构
经营管理策略》。“温州金融
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设立，从
某种意义上说，是危机催生
的改革。”

卢绍基结合温州金融综
合改革试验区的设立过程，
为大家分析了融资性担保行
业的战略调整思路，并就担
保机构如何实现自身突破与
创新、政府如何围绕发展民
间金融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
改革重点、担保行业如何实
现理念的创新等问题进行了
讲解。

“担保行业面临洗牌，实
际上是祸福相依，如何涅槃，
还要看担保机构如何实现自
身理念与产品的创新，实现
多 方 共 赢 、风 险 分 担 的 局
面。”卢绍基说。

21日上午，通过合并重
组后业务量呈几何数字扩大
的这将万丰担保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陈一梅为大家授课。
陈一梅坦陈，就万丰而言，也
曾面临过改革的阵痛，但是，
他们一改单兵作战的状态，
通过走兼并重组的路子，虽
然没有国资背景，但通过强
大的注册资本金支撑，稳健
的风险防控体系，最终赢得
了市场。在今年整个担保业
面临的寒冬的形势下，他们
的业务量依然逆势上扬。

“首先要不断强大自己
的实力，除了资金链的安全
稳定外，还要有一套严格的
风险防控体系，通过对风险
的化解，来赢得银行的信任
和依赖。”陈一梅说，做业务，
关键一点要对行业的发展有
了解，知道什么行业可以进
入，什么行业慎入，什么行业
禁入，只有风险在可控范围
内，资金才是相对安全的。

延伸阅读>>

清理违规违法行为

维护经济金融秩序

济宁市金融办主任刘东
波表示，下一步，济宁市将充
分发挥市县两级、金融稳定
联系会议、融资性担保业务
监管联席会议的作用，对不
具备融资性担保资格或违规
开展担保业务的机构实施市
场清退，切实维护正常的融
资性担保行业秩序。对虚假

出资、抽逃资本金、非法集资
或吸收存款、违法违规发放
贷款、非法理财、超范围经营
等行为，各级监管部门要及
时会同有关部门视情采取警
告、诫勉谈话、停业整顿，吊
销经营许可证，追究刑事责
任等措施进行查处，以切实
维护经济金融秩序。

20日-23日，浙江大学西溪校区
一栋教学楼内，来自济宁担保行业
的27名掌门人在这里接受培训，接
受的课程是有关担保行业如何做大
做强的课程。

他们像在校生一样，上课，下
课，到学生餐厅用餐卡打饭吃，吃完
饭后在校园里逛上一逛。

在浙大举行的济宁市融资担保
业务高级研修班，由济宁市金融办

和济宁市财政局联合组织，而授课
费用由市财政“埋单”。

王来刚是邹城鼎力投资担保公
司的总经理，取得注册会计师资格
的他向来很重视这类培训。每天上
课，他总是来得很早，除了记笔记
外，他还会用手中的相机拍下老师
所准备的PPT。“如何创新产品？”

“如何赢得银行的青睐？”课间，很多
学员会抓住这短短10分钟的课间休

息时间，与老师交流上一会。
中午和晚上，学员们会拿着浙

大饭卡，到学生餐厅打饭吃。几个小
菜，一份米饭，一碗免费的汤，花费
不过六七块钱。吃完后，在校园里逛
上一逛，再开始下一堂课。

为期4天的封闭式培训，课程安
排得满满当当。从课程表看，每天授
课时间为6-9小时，有时上课结束要
到晚上9点半。

此次培训中，济宁市财信融资
担保公司业务经理张强听得格外认
真，对于企业的转型，他近期也想了
很多。今年的市场，他坦言：形势不
好，业务量下滑明显。

张强告诉记者，在2 0 0 6年前
后，那是担保行业刚刚兴起的时
候，整个经济形势向好，很多中
小企业都急剧扩张，资金缺口较
大，银行放款也比较积极。“每天
有大量的业务涌进，根本没有什

么危机感。”张强说，可是随着经
济形势的低迷，现在真是快撑不
住了。

“通过这次培训，从这些浙江担
保机构的成功做法中获得了很多启
示。”济宁鑫和担保公司总经理邵新
伟说，江浙一带的融资性担保公司
已积极开展了中小企业信用贷款、
集合债券、短期融资券和信托计划
等担保业务，各类融资性担保机构
并通过开展分保、联保等形式，有效

分散了融资担保业务风险，提升了
业务规模和利润，“这些都值得借
鉴”。

课余，几位担保公司老总聚在
一起，甚至谈起了未来合并重组的
话题。“单个担保公司的资金实力有
限，银行门槛提高后，便十分被动。”
济宁友信投资担保公司董事长姜伟
说，通过合并重组，增强企业的资金
实力，能够在与银行的博弈中赢得
更大空间。

“中小微企业的成长，对于解决
就业和经济结构转型，作用不言而
喻。”济宁市财政局企业管理处主任
宋全领说，担保机构的出现，实际上
就是对于这些无抵押物的企业解决
了融资的瓶颈，他们的发展，将起到
重要作用。

济宁市金融办副主任寇宁告诉
记者，目前济宁市44家融资性担保
机构平均注册资本7505万元，1亿元
以上的14家。按所有制划分国有参

股企业9家，民营独资企业35家。“银
行压缩信贷规模、提高议价标准，违
规设立机构扰乱行业秩序等因素，
导致融资性担保业务面临僧多粥少
的局面”。

对于这次课程的选择，济宁市
财政局局长张茂如告诉记者，济宁
对于担保业的发展格外重视，看重
的是其在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
题上的作用。“选择到浙江培训，因
为这里是向来是金融改革的前沿，

在金融改革的汹涌大潮中，大量担
保公司起起伏伏，这里有成功的经
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未来的路怎么
走，从这里会找到一些答案和破题
的路径。”

对于担保行业未来的走向，刘
东波告诉记者，将鼓励融资担保机
构创新担保业务品种，积极参与济
宁中小企业信用贷款、集合债券、短
期融资券和信托计划等担保，“抱团
发展也是一个趋势”。

部门声音：南下取“经”，欲授企业钥匙

培训心得：转型势在必行，重组是条好路

体验培训：封闭式培训，就如学生在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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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复复苏苏苏或将到来
本报记者 马辉

今年，被担保
机构视作寒冬之年。担

保业务量缩减，与银行之
间的话语权减弱，前行方向

迷茫，是济宁诸多担保机构负
责人共同的感觉。
“担保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对

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意义
重大。”济宁市金融办主任刘东波
说。10月20日-23日，为期4天的济宁
市融资担保业务高级研修班顺利结
业。27名济宁担保机构负责人赴浙
江大学充电，课程费用全部由市财
政支付。他们在金融改革的最前沿，
找寻破题的方向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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