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业合伙人联保等贷款方式的，视借款人实际承担风险能力，

贷款额度可适度提高；贷款期限 方面，一般设定在2年以 内，可

适当展期，但展期期限 最长不超过1年，其中短期贷款展期期

限累计不得超过原贷款期限；利率方面，按照“保 本微利”的业

务运营原则，在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基础上适当进行

风险定价。

〓上海首笔中小企业专利权质押贷款发放

上海首笔中小企业纯专利权质押贷款协议前不久在上海

市科创中心签署。根据协议，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将向上海东

升新材料有限公 司提供 800万元授信额度，用于支持企业的产

品研发与经营周转，其中的300万元采用了纯专利权质押贷款

担保方式。所谓纯专利权质押贷款，是指企业通过将自有的专

利权质押给 银行即可获得贷款，无需提供 其他抵押物及 第三

方担保。专利权质押贷款 方式有效拓宽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

道，为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投资领域进一步对个体私营企业开放

为鼓励 个体私营企业做 大、做 强、做 活，工 商总局近日规

定，除国家明令禁止的外，凡允许国有和外资企业进入的投资

领域，一律对个体私营企业开放。工 商机关将重点支持符合国

家产业政 策、具有竞争优势的私营企业，通过兼并、重组等方

式，组建跨行业、跨地区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支持服 务业私

营企业开展连锁经营。工 商总局还要求各地工 商机关充分发挥

工 商登记信息资源优势，向社会发布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动态信

息，对个体私营企业投资创业进行提示、预警，引导个体私营

企业确定有利的投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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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业须处理好七方面关系

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10月13日在“北京C B D 国际 金融论

坛”上表示，为使中国金融 业，特别是银行业继 续健 康、稳 健

地发展，必 须处理好 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的关系等七 方面 关

系。首先，要 处理好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的关系。这次国际 金

融危机并没有否定市场在资源 配置、经济调节中的基础性 作

用，应继续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要继续建设一个更具有

活力的、更有利于发挥企业功能、更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 济体

系。第二 ，更好地处理好 储蓄、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必 须及时

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和金融发展方式，更好地促 进储蓄向有效

投资转化 ，也更好地促 进储蓄向消费转变。第三，更好地处理

好 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第四 ，更好 地处理好金融监管

和金融创新的关系。第五，正确地处理好分业经营和综合混业

经营的关系。第六 ，更好地处理好金融机构过大而不能倒和金

融 机构过小而 难以 承担风险 的问题。第七，处理好间接 融资

和直接融资的关系。要继续完善、提升银行体系的间接服务功

能，同时也应该积极地发展资本市场、发展间接 融资，但同时

必 须要建立一个透明的、有效的防火墙制度，防止金融风险 从

资本市场向银行体系的传染，来保证银行体系的安全稳健。

〓 调结构将成明年经济亮点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10月17日表示，去年我国规模

以 上工 业增加 值从一季度的同比增长16 .4% ，一路跌 落至今年

2月的同比增长3.8% ，之后一直回 升到8月的同比增长12.3% ，

形成了一条非常清晰的V 形曲线。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最坏

的时期已经过去，目前正平稳向上。但 从 上半年G D P的构成来

看，上半年消费拉动 G D P增长3.8个百分点，投资拉动6 .2个百

分点，净出口 负拉动2.9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的恢复仍

不稳固、不平衡、不确定。姚景源认 为，后金融危机时代，要更

加注重调整结构，更加 注重努力拓展市场空间，更加注重发挥

市场机制的作用。调结构很重要一点是要避免盲目建设和重复

建设，最根 本是让企业成为调结构的主角，特别是民营经济。

〓 经济将进入调整期以消化积累的矛盾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副院长王一鸣10月22日在首届亚洲宏观

经济论 坛上指出，目前中国经 济回 升的内动力仍显不足 ，今后

即便外需恢 复后，也只 是缓慢回 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副主

任 刘世锦在同一论坛上说 ，支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因素包括

市场驱动的内生增长力 量可望保持并有所增强；今年底，出口

可能“转正”，明年可 望实现 8% ～ 1 0 % 的正 增长；从 1995年以

来我国的经济增长经验 看，经济周期从 谷 值 到下一轮峰值平

均持续在20 个月以 上，而我国本轮周期的谷 值是在今年一季

度。尽管中国经济逐季向好，但刘世 锦表示，中国经济仍 面临诸

多挑战。今后要 处理好 诸如 流动性 过于宽松与已有建设规 模

对资金需求间的关系、保持政 府较 大投资规模 与鼓 励民间投

资特别是中小企业投资积 极性的关系、保增长与管理好通胀预

期间的平衡等。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财经时讯
	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