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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园信贷通”助中小微企业走出融资困境
许世建

系，就是“财园信贷通”政策设计所需要

解决的核心问题。具体是指 ：省财政与

工业园区管委会按 1 ：1 的比例共同存一

笔贷款风险补偿金，银行按照补偿金金

额的 8 倍安排贷款总额度，给园区内外

企业提供无抵押、无担保、低利率（即年

利率不超过 7.8%）、一年期以内、单户企

业不超过 500 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

如出现贷款风险，从风险补偿金中

予以代偿。据银行测算，目前中小微企

业不良贷款大约占贷款总额的 2% 左右，

财政风险补偿金则覆盖了 12.5% 的贷

款总额，远高于不良贷款比率。只要不

出现系统性、行业性风险，足以覆盖贷

款出现的不良损失，解决了中小微企业

“资金担保”问题。

贷前企业的选择推荐由最了解企业

状况的园区管委会完成，由于园区共同

注入了风险保证金，审核企业的责任心

也更强 ；贷后企业管理由园区管委会牵

头组织税务、工信、工商、国土、房管、

人社等有关经济管理部门进行 ， 通过建

立贷款企业信息月度分析制度，及时了

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 ；出现代偿时，以

工业园区管委会为主追偿，银行配合，

减轻了银行压力，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中

小微企业的“信誉担保”问题。

持续科学：

“财园信贷通”政策设计之关键

合作共赢。“财园信贷通”政策设

计抓住了“合作共赢”这个核心，企业

利益、银行利益、园区利益、财政利益

都得到体现。对于企业来说，“财园信贷

通”提供的是年利率 7.8% 的低息贷款，

比一般银行贷款年利率（约 12%）低 4—

5 个百分点，比社会融资成本（约 20%）

低 13—15 个百分点，不需要企业缴纳抵

押和担保成本。同时，规定合作银行提

高审批效率、简化审批流程，审批完成

后，3 个工作日内要实现放贷。企业从

备好资料报批到获得贷款平均只需要15

天时间，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对于银

行来说，财政存入了“真金白银”作为补

偿金，又以工业园区管委会为主追偿贷

款，降低了贷款风险。另外，批量开发

园区内企业，解决了银行征信难题，赢

得了客户、降低了成本。对于园区来说，

促进了发展，获得了税收，稳定了就业。

对于财政来说，资金绩效最大化，激活

了经济，扩大了财源 ；发生代偿的只是

少量资金，绝大部分风险补偿金仍然留

存，在战略上为政府储备了一笔财政资

金。另外，省财政只管考核，不具体审

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是中小微

企业发展面临的一大难题。江西省财

政在实地调研、综合实践的基础上，首

创性地提出了“财园信贷通”融资新模

式。通过机制创新，用有限的财政资金

“搅活”信用担保，进而“撬动”银行融

资体系，有效破解了中小微企业的融

资难题。

“搅活”担保：

“财园信贷通”政策设计之核心

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持，一般采用财

政专项资金无偿补助方式。这种方式的

缺点是资金点少面窄，利用效率不高。

1 亿元的财政专项资金，平均 1 户企业

100 万元，也仅仅够支持 100 户，面对成

千上万的中小微企业，杯水车薪。甚至

容易造成企业“跑关系、走后门”，滋生

腐败。这部分资金能否由“补助”转变为

“担保”，让企业间接受益呢？

银行是信任财政资金的，如果财政

资金参与担保，那么中小微企业的“资

金担保”难题就可以解决 ；园区管理机

构熟悉所管辖企业，如果让财政资金调

动园区认真审核贷款企业资格的责任

心，“信誉担保”问题也就不存在。如何

让有限的财政资金“搅活”整个担保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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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企业，简化了手续、下放了权力。

把好关口。一是制度关。省财政制

定并印发了《江西省“财园信贷通”工

业园区企业融资试点办法》、《2014 年度

“财园信贷通”项目工业园区和合作银

行操作办法》、《关于建立“财园信贷通”

贷后管理制度的通知》、《关于做好“财

园信贷通”贷款回收再贷工作的通知》

等一系列文件规定。明确省财政作为制

度设计和工作考核的牵头部门，对“财

园信贷通”工作的开展、运行情况进行

监管、督导，不参与具体企业贷款项目

的推荐和审批 ；各地方园区管委会负责

筛选推荐符合条件的申请贷款企业，并

做好贷后管理和欠款追偿工作 ；各合

作银行负责独立审核、测算园区推荐的

贷款企业条件与额度，配合做好贷后管

理以及追偿工作。二是入围关。给予合

作银行充足的时间（通常是 45 天）对有

贷款意向的企业进行调查摸底，相互对

接后，银行向园区管委会报送拟贷款企

业名单、贷款金额以及放款时间表。园

区管委会牵头组织召开协调领导小组

会议，依据银行入围测评办法对合作银

行进行测评打分。入围合作银行要向园

区管委会提交书面承诺书，承诺发放贷

款的金额、户数、利率、时间等。承诺

书由协调领导小组汇总后报省财政备

案。若实际放款过程中，放款户数低于

承诺数的 90% 或放款金额低于承诺数

的 90%，或没有兑现上报给合作园区优

惠利率的，或放款时间严重拖后的，协

调领导小组可向省财政申请取消该银

行合作资格，将测评后一名银行自动替

补。三是风险关。省财政作为政府资金

管理部门，把防范风险与促进经济发展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虽然是无抵押、无

担保贷款，但企业法人代表、股东需签

字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以园区管委会

为主追偿，控制风险 ；控制 500 万元的

额度，使得企业抽逃贷款的机会成本减

小 ；组织财政、工商、税务、工信、社保、

房管、国土等部门对“财园信贷通”贷款

企业建立黑名单制度 ；由企业缴纳 1%

的互助保证金，促进企业之间的相互监

督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定期召开贷款企

业调度会议，强化贷后管理，及时通报

贷款企业情况。四是考核关。经省政府

批准，省财政对各县、市以及合作银行

的发放贷款情况制定了考核奖惩措施。

把各县、市放贷情况与财政转移支付挂

钩 ；把合作银行放贷情况与省政府对银

行考核政策挂钩 ；安排专项资金给予做

得好的县、市以及合作银行给予专门奖

励等。将各县、市以及合作银行的积极

性充分调动起来，奖优罚劣。

导向引领：

“财园信贷通”政策设计之目的

通过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

用，“搅活”担保体系，使中小微企业顺

利融资，是“财园信贷通”政策设计的核

心，但不是最终目的。很多中小微企业

仍然是传统的家族式管理模式，财务人

员专业知识有限，确实存在财务管理不

规范、企业管理水平低、信息不透明、管

理不规范等现象，导致了信用缺失。“财

园信贷通”设计的最终目的就是在政策

的实施过程中，给予企业“正能量”，引

导企业健全管理体系，逐步提升自身信

用水平，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实现财政

资金由“送血”到“造血”的职能转变。

“财园信贷通”项目要求中小企业

按时报送财务报表，建立健全财务管理

制度，否则就不能获得优惠贷款。为了

获得优惠贷款支持，中小微企业需要制

定财务制度，规范财务报表，变外部强

制规范为内部自我规范，引导企业自觉

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诚信制度。在

此基础上，还必须透明信息，建立信用

度，将不按约还清贷款的企业和其所有

股东纳入政府部门建立的社会诚信“黑

名单”，让更多中小微企业认识到，只有

通过诚实守信，才能获得更多的社会资

源支持和帮助，企业才有未来的发展。

同时，这也填补了江西省企业社会诚信

体系上的一块空白。

实践推广：

“财园信贷通”政策设计之归宿

2013 年 7 月，省财政印发了《江西

省“财园信贷通”工业园区企业融资试

点办法》；2013 年 8 月，与建设银行等

三家银行合作，在全省 23 个试点工业园

区启动试点工作 ；2013 年 12 月底，“财

园信贷通”融资工作短短 4 个月，在全

省试点园区发放贷款 29 亿元。在试点初

步取得成效的基础上，2014 年初，将全

省 106 家工业园区全部纳入“财园信贷

通”支持范围，合作银行扩大至 19 家，

实现了政策的全省全覆盖 ；2014 年 9 月，

在“财园信贷通”“工业贷”运行良好的

基础上，省财政厅会同省商务厅出台了

《江西省“财园信贷通——出口企业”融

资暂行办法》，将全省 1577 户有出口业

绩的中小微企业纳入“财园信贷通”支

持范围，开展了“出口贷”；2014 年 10

月，省财政在婺源县等 14 家旅游资源相

对丰富的县、市，试行“财园信贷通——

旅游企业”融资试点工作，将全省旅游

企业也纳入“财园信贷通”支持范围，开

展了“旅游贷”。

截至 2014 年底，19 家合作银行共

向 6418 户中小微企业发放贷款 229 亿

元，平均每户获得 356 万元。根据“财园

信贷通”工作要求，在获得贷款的企业

中，已有 2757 户企业通过财政企业网报

平台填报月度财务报表。据统计，截至

2014 年 11 月，该批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763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07.58% ；

实现利润 169.9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07.62% ；上交税金 18.8 亿元，比上年

同 期 增 长 65.06% ；就 业 人 数 22 万 人，

比上年同期增长 93.51%。

（作者单位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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