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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威海：

打造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

王明德

（区 ）的“续贷过桥周转机制”。利用

财政间歇性资金，无偿为资金周转不

畅的企业提供短期“搭桥”，待银行

重新发放贷款后再收回资金。在制度

设计上，既注重政策扶持、又注重风

险防范。目前，已先后无偿为950多

家（次）重点工业企业提供转贷资金

106.8亿元。

3.实行科技支行试点。科技支

行主要是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

的特色化金融机构，也是威海市在全

国的首创。科技支行通过扩大知识产

权、股权、动产等抵质押范围，解决

科技型中小企业因“轻资产”结构而

缺少抵质押物的矛盾。通过扩大审

批授权、提高审批额度、压缩审批流

程，加速了资金循环，提高了企业融

资效率。通过向业务各方提供财政贷

款贴息、风险补偿以及设立贷款利率

上限，为企业节省了财务成本。通过

建立联合担保、降低担保费用、补贴

担保风险等措施，提升了担保与科技

型中小企业合作的积极性。在试点工

作中，财政投入虽然只占新增贷款的

1%多一点，但却可拉动100倍的资金

投入。试点开展以来，已成功为41家

试点企业中的16家授信2.02亿元，

合计使用1.92亿元。其中信用授信

3000万元，知识产权质押授信900万

元，保证授信8600万元。特别是知识

产权质押授信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为

破解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瓶颈提供

了新的途径。

4.出台企业上市扶持政策。威海

市在全省较早出台了鼓励和推动企业

上市融资的政策，2010年又结合资本

市场发展趋势，对分散的上市扶持政

策进行了优化整合，积极引导企业上

市融资。在奖励时点上，变事后奖励为

事前补贴与事后奖励相结合，适应了

资本市场全流通的变化，降低了企业

上市的前期成本，提升了政策的激励

效果。在奖励标准上，对上市公司再融

资进行分档奖励，鼓励上市公司扩大

再融资规模，加快膨胀发展。在适用范

围上，调整了对“新三板”挂牌企业的

奖励，新增了对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

挂牌企业的奖励。2011年，威海市怡和

制造有限公司的上市申请已被证监会

受理，山东华鹏玻璃等三家企业进入

辅导，威高股份等三家上市公司完成

增发，通过资本市场融资达到61.1亿

元，是2010年同期的4.8倍。

5.支持本土创投公司发展。创投

公司主要是面向种子期、成长期的企

业提供创业投资支持，扶持有潜力的

小型微型企业快速做大做强，形成新

的上市资源。依托市创业投资引导基

金，吸收民营资本参与，创立了威海

市大有正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

与山东省高新技术投资有限公司建立

战略合作关系，并发挥地缘、人脉等

一直以来，融资难是制约中小

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山东省威海市

通过完善一系列特色服务体系，整合

资源，创新体制机制，拓宽和利用好

多元化融资渠道，为企业融资提供支

持。

1.构建多样化银企对接服务平

台。抢抓年初银行信贷资源比较充裕

的“黄金时期”，筛选重点产业、重点

领域和重点企业项目向银行推介，举

办大型银企对接会议及小型专业化

对接会议，积极促进企业信贷融资，

三年来已累计为企业争取授信437亿

元，资金到位率平均达到85%以上。

同时，拓展信贷资金来源渠道，充分

发挥“威海市金融服务中心”的桥梁

纽带作用，促进异地银行与本地企

业深入对接。统计显示，2010年异地

银行授信已由2008年的58亿元增至

180亿元，同比增长3倍多，2011年已

累计超过200亿元，实际使用144亿

元。此外，为提高银企对接合作效率，

威海还建设了银企对接服务网，实时

发布银行金融产品、金融服务信息和

企业融资信息，为广大中小企业贷款

搭建了经常化、特色化的在线服务平

台。

2.设立续贷过桥周转机制。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为防范企业

资金链断裂和银行不良贷款反弹，威

海市在全省率先建立了覆盖各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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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优势，将专业优势与之相结合，打造培育上市后备资源的价值发现平台。平台设立以来，已先后联合其他股权投资机

构，为企业引进股权投资6000多万元，达成合作意向11亿元，成为全市企业股权融资的最有效渠道之一。

6.培育中小企业专业服务机构。为了更好地服务企业融资，一方面抓异地机构引进，一方面抓本土机构培育，打造多

业态金融组织体系。近年来，引进招商银行在威海设立分行，并组建了省内地级市首家小企业信贷中心，专门服务于信贷

需求在300—1000万元的小企业；引进汇丰银行在威海设立外资村镇银行；引导民间资本发起设立10家小额贷款公司，

累计为企业贷款22亿元；另有12家担保公司获得融资性担保业务资质，至2011年9月底共为1002户中小企业提供融资

担保34.3亿元。

（作者单位：山东省威海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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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宁都：

激活“绿色生态”的财富效应

罗道胜

别奖励100万元、40万元，起到“以

奖促治”的效果。同时，通过完善政

策撬动社会资金投入，注重运用市场

手段吸引社会资金投向生态县建设。

建立绿色基金制度，发挥绿色基金

用途较专业、效率较高的优势，按照

“污染者付费”和“不污染补偿”的原

则，鼓励企业实施绿色战略，维护生

态平衡。

（二）做大、做强生态产业。加快

由传统产业链条向新兴产业创意化、

主导产业集群化、引进产业低碳化转

变，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立足资源

优势，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促使农业种

养结构向生态方向不断优化。按照“一

乡一业、一村一品”的布局要求，形成

以黄鸡、脐橙、蘑菇三大农业主导产业

和优质稻、杂交水稻制种、生猪、加工

型红薯、席草、白莲、茶叶、蚕桑、烟

叶、罗非鱼等十大区域性特色产业为

主的“3+10”农业产业发展格局。目前，

全县出笼黄鸡4000万羽，种植蘑菇面

积300万平方米，种植脐橙面积13万

亩、加工橙面积5万亩，种植油茶面积

10万亩，实现了每个主导产业种植农

户超万户、产值超亿元。同时，针对产

业生态链缺损部分，宁都县通过招商

尽力引进“补链”项目，把工业链发展

成“生态链”，形成多产品多链条的生

态工业网状结构。2011年，宁都县引

进的一批新的骨干企业，共有6个工业

项目纳入市重点调度，这些项目不仅

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而且注重生

态环境保护。

（三）加快由小项目大资源、小产

出大污染向资源集约、生态良好发展

转变。从2006年开始，宁都对辖区的

一批污染较重的老化工企业实施了综

2011年以来，江西省宁都县不断

壮大绿色生态经济，先后开展了生态

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20多个

重点项目建设，着力推进生态资本化

和生态政策完善，激活了“绿色生态”

的财富效应，走出了一条生态文明建

设的路子。

（一）完善多元投入机制。将生

态建设资金纳入公共财政范围，由同

级财政预算安排，逐步扩大财政对生

态建设的投入规模，环保投资占同期

GNP的比重达2.2%，实现了遏制环

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重的趋势与改

善环境质量的目标。为实现多元化筹

集资金，宁都县每年从国家生态补偿

资金中安排专项引导资金和奖励资

金，对获得省级生态乡镇、生态村的

单位分别奖励50万元、20万元，获

得国家级生态乡镇、生态村的单位分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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