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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一体化须重经济产业链(周立；2003年12月3日)

文章作者：周 立

  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正日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据2002年统计数据，长江三角洲地区面积只占

全国的2%，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0%，却实现了全国22%的国内生产总值和超过30%的外贸出口。 

  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浦东的开发，长江三角洲地区充满活力、蓬勃发展的经济，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大量投资。2003年上半年15

个城市到位外资1234亿美元，同比增长60%，占全国同期吸引外资的4成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三角是目前中国最具竞争力、最有前景

的经济区域。 

  地区金融一体化 

  随着中国加入WTO，主动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国内地区经济实现一体化，对内开放、消除地方壁垒的观念深入人心。早在各级

政府高度重视之前，市场和资本早已突破了地域的界限。据统计，上海对外省市投资总额中，投向江浙两地占63％，其中工业投资、商业

投资分别占77％和30％。在吸收外省市投资方面，江浙两省占外省市对沪投资总额的31％，商业投资占35％。长三角地区事实上的一体化

进程早已开始。 

  除了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以外，长三角地区重要的跨区域经济力量来自这一地区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市和浙江

6个地级市、江苏8个地级市，目前拥有各类中小企业120.47万家，近百个工业产值超过100亿元的产业园区，具有鲜明的块状经济特征。

2002年实现工业增加值5537亿元，占全国的24.31％，外贸出口4218亿元，占全国的36.48％，固定资产实际投资2057亿元，占全国的

28.68％，实际利用外资73亿美元，占全国的40.78％。长江三角洲地区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小企业密集区，中小企业发展势头良好，前景

广阔。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一个迫切的问题是如何适应环境与形势，顺应时代潮流，投身长三角一体化进程？而其答案就是中小企业。谁能抢

占中小企业市场，谁就占领了竞争的制高点。 

  中小企业融资难 

  说到服务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就不能不先说一说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目前，银行信贷资金仍提供着全社会80％至90％的资金需求。虽然有着在国内外股票主板市场上市直接融资的渠道，但这一渠道门槛

较高，无法满足大多数中小企业融资的需求，创业板又迟迟未能开出。绝大多数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通过向银行贷款解决。据浙江省企业调

查队对288家工业中小企业的抽样调查显示，超过60%的企业认为资金紧张，融资渠道不够畅通，阻碍了企业的发展。但在另一方面，商业

银行却存在着巨额的存贷差且仍在不断扩大。这些资金要么上存至中央银行，要么购买国债，就是不愿意增加贷款，给银行带来了沉重的利

息负担。以上海市为例，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统计，截至2003年5月底，上海人民币存款余额为1.32万亿元，贷款1.01万亿元，存贷差超

过3000亿元。大量的资金难以以信贷的形式回流到实业经济运行中去，并产生投资收益。 

  产生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在哪里呢？原因主要在于信息不对称，以及银行业传统信用风险管理体系的落后。 

  依据传统的信用风险评估方法，中小企业融资难有其客观的原因。首先，从资金的安全性上看，中小企业容易受到经营环境的影响，有

较高的生存风险。其次，企业的负债能力一般取决于其自身的资本金。而中小企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一般缺少足够的抵押资产（尤其

是固定资产）。许多企业的房地产变现不易，机器设备等又有较强的专用性，最终导致企业的负债能力比较低。第三，中小企业的财务管理

不规范，财务报表的真实性经常难以甑别。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往往选择惜贷。最后，由于中小企业一次性资金的需求量

小，频率高，增加了融资的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资金安全的考虑，对所有融资均要求履行必要的手续，一定程度上与中小企业少量多次

的融资需求不相吻合。 

  区域经济产业链 

  要想突破这一困境，赢得中小企业的青睐，商业银行必须有创造性的思维和方法，绝不能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在金融创新所涵盖的管

理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中，信用风险管理体系的创新尤其成为银行业的当务之急。 

  在这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长三角地区强调的是协调发展，错位竞争。江浙两省和上海市虽然都提出要重点发展汽车、石油化工及精细

化工、电子通信设备等产业，粗看起来行业大类上同构性较大，但在细分的产品类别中，却有较大差异。 

  如机械行业，上海以大型机械设备为主，浙江偏重的是机械零部件。再比如纺织业，江苏重点发展毛纺业，浙江化纤原料较有优势。因

此，在竞争的同时，存在大量的合作。 

  为数众多的大小企业，通过密切的产业合作和贸易往来，形成了上下游关系，构筑了一条条密不可分的产业链。而区域内产业链的大量

存在，正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好体现，抓住了这些产业链，银行就找到了服务中小企业的突破口。 

  按照这一思路，银行可以实行“1+N”供应链金融服务。该模式中的“1”，指的是产业链中的核心企业，一般是大中型企业；“N”指的是产

业链中的上下游周边企业，往往是中小企业。 

  该模式的核心是依托大企业的实力和信用，将银行业务拓展到与该企业发生业务往来的中小企业。向上延伸到上游供应商，向下延伸到

经销商乃至最终用户；一旦供应商和销售商的资金问题解决了，核心企业的资金压力也就减轻了。这种建立在风险管理体系创新基础上的产

品创新，将帮助中小企业获得资金支持，加速融入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商业银行业也将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壮大，最终达到银企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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