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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民营营企企业业金金融融化化
别别用用做做实实业业的的思思维维做做金金融融

民企金融化为何这么热？

“热钱越来越多，产业越来越
过剩，实体经济承受着持续下行
压力，投资却越来越火爆。”

朱云来认为，目前企业金融
化之所以这么热，首先是因为随
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市场竞争
越来越激烈，主业不再像以前那
样好做了。为了提高竞争力，企业
需要加强金融方面的管理。

朱云来以建业集团拓展融资
手段、轻资产化的运作来举例。建
业集团以地产为主业，过去，房地
产企业只管盖房子，物业不用管，
其他跟买房融资相关的业务也可
以不管，但现在生意难做了，金融
化是必经之路。

“如果还能像过去那么做，就
不用改，要改一定也是面临了实
际的压力。要轻资产化，想各种办
法让其他的经济主体一起来参
与。”朱云来分析。

当然，金融业有其不同于实
业的自身优势，民营企业想更加
稳健、可持续发展，金融也是个比
较好的选择。

民企金融化的第二大背景是
货币扩张，朱云来认为这个背景更
重要。这就导致当今的民营企业家
面对一个非常纠结的现实：很多人
知道，一个国家实力真正的成长在
于实业，金融因为是为实业服务，才
能赚钱。但目前现实是实业赚的利
润太少，举步维艰，经济面临下行压
力，同时货币扩张又非常厉害。

“从美国历史上看，投行的收
入肯定不超过微软和苹果，中国的
情况却是金融赚的比实业多。我们
有点倒过来了。”朱云来说。

当热钱越来越多，产业里面
的机会越来越过剩，大量的钱排
出来。资金持有者考虑的就不是
怎么支持实业发展，而是保值增
值。新希望集团副董事长王航说，
这是金融资本的本性。

在王航看来，现在很多产业
基金，就像准财政、准发改委，是
国家靠它的信息来调控经济。而民
间投资则是用个人智慧对产业趋
势进行判断分析，把社会资源调到
需要钱的地方。这本是投资的初
衷，然而，出于金融资本的本性，经
营方向出现了扭曲。

挑战：

从实业思维到金融思维

“拿传统的主业发展思维发
展金融，结果往往都不是很好。”

朱云来认为，出于不同的
背景成因，企业金融化有两个
不同的类型。一是利用金融资
源和金融服务发展主业，这是
更重要、更长远的。另一种类
型，实业企业进入到金融服务
业发展。“如果有机会不是不可
以跨界，但是需要一个系统的
学习、理解和把握。”

王航的说法印证了朱云来对
于民营企业进入金融服务业的审
慎态度。王航说，金融资本和产业
资本背后是不一样的逻辑。产业
资本是缺什么补什么，要什么投
什么，把钱花到生产要素上，为了
发展。而金融资本的属性是保值
增值。可能正是由于产业资本、金
融资本背后逻辑的巨大差异，民
营企业金融化面临的是全新的挑
战。张博看到，很多民营企业没能
适应实业和金融的巨大区别，拿
传统的主业发展思维发展金融，

“这样结果往往都不是很好。”
针对这种状况，张博给民营

企业家支了几招。
首先民营企业要获得牌照。

这两年金融牌照越来越贵。前三
五年金融牌照值5亿、10亿，现在
突破10亿，金融牌照的价值越来
越大。根据企业不同的情况，可以

有控股、参股两种方式获取牌照。
第二个方面是资本，有多少

钱干多大事。张博认为，资本是金
融根本性的基石，有一亿资本金
的金融公司和有一百亿、上千亿
的公司做的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在王航看来，做金融机构需要企
业有一定实力，但不一定是实力
越大越好。“没有实力就会忍不住
给压力，或者短期跟不上，该增资
扩股时，又怕稀释股权。”

第三是战略。所有的金融企
业都在做两件事情，左手资产管
理，右手资金财富管理。这是一个
天然的同质化，这样的情况下，真
正的核心竞争力是战略和市场定
位决定的。

关键：人才是第一位

“最大的挑战是人才能不能
转型。”

和张博的排位有所不同，
建业集团首席人才官曹仰锋把
人才放到了第一位：人才战略
优于企业战略。任何战略首先
融人，再融事，最后是融资。人
融不来，事不来，资金也不来。

“对我们建业集团来讲，最大的
挑战，向互联网转型，向平台企
业转型，或者其他转型，首先考
虑人才能不能转型。”

在新希望集团副董事长王航
眼里，人才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
了企业家身上。业务金融化需要
企业家思维方式的变化。比如原
来搞房地产主要看利润率，价格
高一点、成本低一点，通过对细节
的把握来对企业进行好的管理。
现在，杠杆率要加进去，还有乘
法、除法，不光看加法、减法。

王航援引新希望集团自身
来解读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
新希望是做饲料的企业，但新
希望和农村养殖户不是直接的
买卖关系，中间有一个经销商。
为什么会有经销商？新希望发
现，农户扩大生产要融资，这个
钱从哪来？农民没有融资手段。
经销商现款现货从新希望这里
把饲料买走，转手赊给农民，中
间有一个配销差，其实是利息，
年化率30%多。“为什么我不能
做担保，或者做一些封闭式的
P2P为我的客户服务呢？我只要
有12%的利息，能让大家都赚钱
了，农户就可以降低 1 8% 的成
本。”王航说，这个意识就打破
了传统金融服务方式。

本报记者 张亚楠

新希望集团副董事长王航现身说法，以民企金
融化路径谈实业如何介入金融。

第一阶段 自己打井

企业发展初期，缺少信用，评级不够，从银行很
难贷到款，企业只好自己“打井”。投资一个小银行或
者信用社，用这里面的钱支持主业。虽然这样做支持
了实业，但是一定程度上瓜田李下，有时会伤害到民
生。

第二阶段 资产配置

企业有了积累，自己做财务多元化，做资产配
置，把钱放在一些流动性、安全性、收益性比较好的
金融机构。这个时候，金融机构有牌照垄断，收益性
很好，流动性也不错，各家监管机构帮你盯着，安全
性很好，这是资产配置的一个好渠道。

第三阶段 供应链金融

当生意不好做时，企业必须为上游、下游企业提
供信用支持，这就是所谓供应链金融，把产业链拉成
价值链，让上下游企业获得流动性，以维持稳定生
产。

第四阶段 资产管理

产能进一步过剩后，原有产业里的机会越来越
少，大量的钱被抽出来，开辟新的空间，跨国家、跨周
期、跨货币、跨品种、跨产品，通过各种安全的交易机
构的设计，找到一个保值增值的办法，这就是资产管
理。

民民企企金金融融化化分分几几步步走走？？

葛案例

建业集团首席人才官曹仰锋揭秘———

河河南南地地产产老老大大
如如何何玩玩转转金金融融
本报记者 张亚楠

曹仰锋说，涉足金融化，建业首先反观自身定
位。“建业做什么的？我们做三件事，好房子、好服务、
好生活。做这些事可以把金融作为重要的手段。”曹
仰锋说，做金融化并不一定要去收购银行，也可以业
务金融化。

前段时间，建业发行了39亿的债券，其中9个亿
是物业收费权证券化，把物业公司未来收费的权益
证券化，拓宽了融资手段。

另外，建业正在从重资产转向轻资产运营。企业
一旦轻资产了，出资人就多元化了，就不一定从银行
拿钱了。别人出资，建业出品牌、出管理。建业的出资
人来源很多，很多钱缺好项目，很多好项目缺团队，
这些建业都有。

再者是去年做了员工跟投。原来员工是打工者，
对企业收益不关心。对此，建业让员工部分跟投，集
团补贴一部分，不仅融资了，更重要的是起到激励员
工的作用，提高了决策的有效性。

建业也拥有自己的投资控股公司，做一些基金、
投资，不过，投资要围绕建业的产业链来投，包括衣
食、住行、健康、养老和文化娱乐等六个板块，投资的
考量是强化建业未来主业的产业板块，形成合力。

曹仰锋认为，建业进入金融服务业最大的优势
是客户资源。在中国房地产行业当中，建业24年来一
直坚守在河南一个市场，如今有十几万户中高端业
主，未来20年计划精准服务河南一千万人口。“河南
非富即贵的业主基本上是在建业小区，我们定位中
高端，十几万业主也做了资源上的考量。”未来，建业
要把这些业主资源集中起来，请金融机构高端订制
一些金融服务产品，把资源植入进来，做成平台。

近几年，西王集团、晨
鸣集团、南山集团、阳光纸
业、华勤集团、新凤祥集团
等业绩优良的山东民企纷
纷涉足金融业务。就在不
久前，山东焦化集团更名
为中融新大集团有限公
司，基于转型需要，这家山
东焦化行业的领头羊正在
从传统能源化工为主业转
向以金融投资为主业。

那么，民企金融化的
路径是什么？这个过程中
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有哪
些成功案例？在今年绿公
司年会上，金融专业人士
朱云来，新希望集团副董
事长王航，建业集团首席
人才官曹仰锋，中国泛海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董
事、总裁张博对此进行了
锐利的思想交锋。

本报记者 张亚楠

■绿公司年会特别报道

朱云来在论坛现场发言。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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