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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革开放40多年来，民营企业蓬

勃发展，并成为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2019年全国两会高度重视推动金融业对

民营小微企业发展的帮助和扶持，民营

和小微企业经营中存在的困难成为银行

业关注的重点。

优化质押方式、简化审批流程、细

化金融产品……作为服务民营经济的最

前线，辽宁省地方城商银行根植本土、

创新服务、精准施策，及时有效地以金

融活水精准“滴灌”民营经济，为全面

振兴辽宁经济探索出一条具有地方特色

的普惠金融之路。

服务下沉  畅通金融“血液末端”

一面是金融资源集聚的城商行，一

面是遍布城乡县区的民营企业，怎样实

现资源与企业的高效对接，怎样纾解民

营企业经营所面临的困难，切实服务于

实体经济，成为了辽宁省众多城商行不

断探索的方向。

锦州银行副行长王昕坦言，城商行

根植于本土，它的发展离不开高覆盖率

的网点和高渗透度的客户，只有服务下

沉了，对客户充分熟悉了解了，才能做

好风控、决策业务。

为此，锦州银行优化顶层设计，对

民营企业按类型实行分层服务。其中，

扎根实体经济 打通金融血脉 
——辽宁地方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综述
辽宁省地方城商银行为全面振兴辽宁经济探索出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普惠金融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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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小型和微型民营经济划分为“三小”

即“小企业、小摊床、小门店”，成立

专门的“三小”业务条线，打造“业务

垂直审批、绩效穿透考核、技术专门落

地”为核心的准事业部管理模式。并

加强绩效考核引导，将用人的标准从

“‘三小’做得好提拔”向“其他做得

再好普惠金融做得不好不提拔”转变，

充分体现了对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决

心。

与此同时，锦州银行小企业金融服

务中心秉承“不让客户多走一步，不让

客户多候一刻，不让客户多花一分，不

让客户多办一项，不让客户多等一天”

的“五不让”原则，以“让客户时间等

得最少、路程走得最短、成本花费最

低、心理体验最好”四个效率为目标，

通过一站式服务、联合办公、“三小”

直通车、现场工作包及远程信贷等方式

最大程度服务小微客户。

此外，锦州银行大力完善网点布

局，与锦州城乡五区四县、29个乡政

府、46个镇政府、45个街道、238个社

区、15个村屯签订全面共建协议，为民

营企业提供包括支付结算、账户服务、

咨询服务、金融机具、代发工资、信贷

服务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并将网点布

局上持续向乡镇民营企业集中地区倾

斜。

辽宁省联鑫门窗幕墙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有关负责人王永新表示，相比国有

银行，城商行审批效率高，下沉网点提

供的上门移动办公，能够节省企业在银

行间奔波的时间。同时审批各种单据状

态随时可看，信息通知及时，还有定期

回访，服务便捷高效，今后也非常乐意

长期与城商行合作。

目前锦州银行共计19家分行及分支

机构，其中辽宁省内共有16家机构，基

本实现省内区域全覆盖，同时在县域及

乡镇设立网点79家，极大地缩短了与民

营和小微企业之间的服务距离。

除了锦州银行，省内多家城商行均

依托相应小微企业的服务中心，组建专

业团队服务于小微企业，并积极在辖区

内进行网点布局，实现金融资源和企业

的有效衔接。

产品创新 加速“金融血液”流动

除了向下延伸服务半径，作为支持

小微发展的主力军，辽宁城商行还主

动对接需求，积极探索创新金融产品供

给，让金融“活水”增速流动。

为更多、更好、更专业地服务小

微，盛京银行大力发展“供应链金

融”，依托大型总部型客户、战略客

户、优质客户或核心企业的资源与信用

优势，实施核心企业名单制管理，按照

“一链一策”模式进行，制定有针对性

的、专属的核心企业及其上下游小微客

户群的金融服务方案。该模式实现了全

产业链服务，在提高风险保障程度的同

时，将金融服务嵌入企业采购、研发、

生产、物流、销售等各个环节。一方

面，为大中型核心客户提供了一站式、

全方位的链条式服务，更好助力企业发

展；另一方面站在产业供应链的全局和

高度，可为链上更多的小微、民营企业

提供融资服务。同时，将银行信用融入

上下游企业的购销行为，增强其商业信

用，促进了小微企业与核心企业建立长

期战略合作关系，提升了供应链的竞争

能力，从而激活整个“链条”的运转，

进而为小微企业赢得更多商机。在实际

业务中，盛京银行注重服务实效，从客

户实际需求出发提供不同业务品种，采

取灵活的组合担保方式，强化产品渗透

力，真正实现了专业化服务与个性化创

新的有机结合。

为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早在

2014年，鞍山银行就与政府相关部门合

作，为鞍山市科技型小微企业打造了新

型信贷产品——专利权质押贷款。通过

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分担补偿机

制，发挥知识产权增信增贷作用，为小

微企业提供融资便利。当年9月，鞍山

银行即成功开展了第一笔专利权质押业

务，这也是当时鞍山地区银行业第一笔

单纯以无形资产作为担保的贷款业务。

随着小微企业的发展、融资需求的

增加，鞍山银行也对专利权质押贷款进

行了产品的优化升级。2017年9月，鞍

山银行正式与鞍山市知识产权局、鞍山

科技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知识

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基金贷款三方协

议，成功将专利权质押贷款升级为知识

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基金贷款。基于

鞍山市知识产权局提供600万元的风险

补偿基金，鞍山银行最高可为科技型中

小微企业提供3000万元信贷资金。当出

现贷款损失时，风险补偿基金按40%的

比例补偿银行的贷款本息（不含复利和

罚息）损失。

目前，鞍山银行已为辽宁爱母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辽宁宏成供电有限公司

等六户企业办理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

险补偿基金贷款，贷款金额共计3000

万元。目前，六家贷款企业经营情况

良好，还款情况正常。截至2019年3月

末，鞍山银行知识产权质押风险补偿基

金贷款余额为1500万元，累计发放户数

为6户，收回3户，贷款质量优良。

鞍山银行副行长孙启玉表示，专利

权质押贷款的顺利开展，将进一步拓

宽金融服务的辐射范围，拓宽小微企业

的融资渠道，便于更多的小微企业有效

地利用自身的知识产权，将“知本”变

“资本”，从而获得资金支持，缓解小

微企业由于缺乏有效资产向银行抵押而

导致的“供血不足”现象，促进科技型

小微企业发展及知识成果转化。

除了专利权质押，辽宁省城商行还

在辽宁银保监局的指导下，改进贷款管

理，探索新型抵质押方式，加速金融流

向实体经济。截至2019年3月末，辖内

银行收益权类担保贷款余额较去年末增

长1.3倍。

多方探索 支持实体经济任重道远

尽管城商行具有决策灵活、服务高

效、深耕本地经济的优势，但同国有银

行相比，城商行仍有实力不足、抗风险

能力较差等劣势。因此，防范金融风险

始终是各大城商行为保障实体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必须履行的职责。

盛京银行加大信息科技建设力度，

通过建立信息科技风险管控的“三道

防线”，提高重要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

护，还聘请外部专业评估机构对重要信

息系统进行安全评估及信息安全等级保

护测评。截至目前，已建成同城数据灾

备中心，启动异地灾备中心建设，并定

期对重要信息系统、网络系统、基础设

施进行应急切换演练，提高了业务连续

性保障水平。

辽阳银行一方面将风控关口线上

化、前移化，以便尽早识别和化解风

险；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科技力量加强业

务管理，并利用网络及大数据建立对授

信客户实施非现场监测机制，积极完善

和创新风控机制。同时引入第三方机构

规范小微企业财务管理，并针对企业实

际情况量身定制融资方案。

调研中，多家城商行负责人表示，

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相对资信水平

较差、存活周期较短，民营经济贷款出

现违约风险的比例相对较高，银行机构

特别是中小银行机构开展民营经济贷款

面临的信用风险较高。

为此，相关人士建议，未来城商行

应积极探索自身特点，与地方政府开展

深度合作，逐步着手建设民营企业信息

平台，引入保险、担保、资本、社会第

三方机构等多种力量，一同发掘地方经

济的增长点、共同建立合理的地方融资

信用体系，风险共担、合作共赢，多方

合力为地方民营经济服务。辽宁银保监

局有关负责人也表示，将推动政府相关

部门着力破解小微企业贷款中行政服务

不配套的痛点，同时积极优化小微企业

发展的外部环境，多方合力为地方民营

经济服务。

数据显示，截至3月末，辽宁省银

行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比年初新增1694

亿元，同比多增340亿元。其中，全省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9%，高

于全部贷款增速2.2个百分点，比年初

新增524亿元。

>> 作者李宇佳、台艳系本刊记者；刘

霜系中国经济信息社经济分析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