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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行将过去的 2013 年来说，“金融改
革”是绕不过去的经济热词。

从国务院发布的“金融十条”揭开“盘活存
量、用好增量”的路线图，到央行宣布全面放开
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加速利率市场化步伐，
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允许民间资本依
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有关“金融改革”、“金
融创新”的讨论弥漫整个企业界。

作为工业产值和经济总量均位居全国前
列的山东，为破解金融发展短板，建立与经济
大省地位相符合的金融业，出台了“山东金改
22 条”，涵盖了从金融市场创新、金融机构改
革、民间金融发展等多层内容，被业内解读为
山东省首份完整版金融改革方案。

金融改革如火如荼地推进，作为长期受融
资难、融资贵所困，同时又面临转型升级压力
的中小企业，如何借势金改？

2 日，由齐鲁晚报、黄三角早报和华商书院
山东校友会联合主办、鲁信集团、山东省再担
保集团特约支持的首届“山东力量”——— 金融
创新与中小企业借势发展学习交流会在民营
经济最活跃的东营举行，与会的 300 余家民营
企业、中小企业无不对从文件层面逐步走向落
地的“金改”表现出密切关注和期待。

“我更关心的是金改到底能不能为中小
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而不是传统的银
行贷款。”东营当地一位从事油田机械配套的
企业主告诉记者，自己的企业基本是轻资产，
按照银行传统的放贷模式，几乎很难批到贷
款，即使费尽周折拿到，贷款利率也远高于基
准利率，再加上中间额外的财务成本，最后融
资成本高到 12%-15%。

“我现在的公司一年销售收入 1 个亿左
右，现有的客户资源已经比较稳定，但困惑就
是整个产业很难再做大，稳固发展又觉得没
什么意思，可盲目转型又怕找不准方向。”一
位来自济南的企业负责人说，公司现在手握
比较充裕的现金流，一直琢磨着怎样利用起
来实现二次创业，这次金改中提到的发展民
营金融机构让他很感兴趣，正考虑跟几个生
意伙伴一块涉水金融。

的确，金融是现代经济的神经中枢，落后
的金融业不仅无法支撑实体经济的增长，也
不利于财富的积累与增值。而金改作为经济
结构调整的发动机，目的正在于引导金融资
源合理分配，使资金价格回归到合理水平，提
高经济体的运作效率。

“金改将大力发展资产证券化市场、债券
市场和多层次资本市场这三大市场，分别优
化银行、地方政府和中小企业的融资结构，降
低融资成本。”省金融办政策法规处处长初明
锋说道。

在初明锋看来，金改为原本默默积蓄力
量的民间资本打开了参与金融创新与发展的
通道，“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民间资本管
理公司都是 22 条中明确定位的，可以有序对
接民间的资金供给和需求，推动民间融资阳
光化、规范化发展。”

而在中小企业融资端，相较于传统的银
行渠道，暂不具备公开上市条件、市场前景好
的中小企业可以到股权交易市场挂牌，进行
股权融资或股权质押融资；同时也可以通过
短期融资券、中小企业集合票据、中小企业私
募债券等方式实现融资渠道多元化。

“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省级层面，现有的
金融改革政策可以说非常全面，中小企业也
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金融环境和发展机遇，目
前最大的挑战就是政策的落实。”山东省宏观
经济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所长刘德军说。

本报记者 马绍栋 见习记者 陈川

山东不缺好的中小微企业
也不缺民间资本

缺的是资本和资源的配置规则
东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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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银行

消费金融公司

保险组织、村镇银行……

中小企业
占全省八十万户企业的

99%以上

提供了全省超过

60%的税收与GDP

解决90%的就业

资金短缺●

融资渠道狭窄●

资本进退渠道不畅●

融资成本高达●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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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民间资本进入

金融业的“闸门”

发展股权交易市场和建立要素交易平台●

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和推进县域金融创新发展试点●

发展民营金融机构，探索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和金融租赁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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