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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美园在江西省崇仁县是一位家喻户晓的
励志人物。她成长在大山里，19 岁就外出打拼，
后来穿针引线为家乡引进了伊发电力这个高科
技创新型项目，并返乡担任该项目的负责人，助
推项目在新三板成功上市。

黄美园身上不服输、敢拼敢闯的精神一直支撑
着她往前走。她在江西伊发电力上投入了全部心
血，精心呵护企业成长。谈及企业发展，她向记者多
次提起当地的农商银行。

伊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研发利
用光伏、风能等绿色能源设备为主的企业，2011
年落户江西崇仁县工业园。和很多初创公司一
样，一方面公司扩建生产线急需大量资金，另一方
面公司没有亮丽的财务报表业绩，又缺乏合适的
抵押物，获得银行资金支持很难。

江西省从 2013 年 5 月开始，推出“财园信贷
通”融资政策，同年崇仁农商银行在全县开展园区
重点骨干企业、重点技术改造项目金融需求调
查。了解到伊发电力的情况后，该行立即组织客
户经理进驻企业对接，经过调查核实该企业符合

“财园信贷通”贷款条件。
“‘财园信贷通’业务抵押担保‘双免’、手

续简单、放款速度快，公司在一个星期内便拿
到了 500 万元的贷款批复。”黄美园说，有了这
笔贷款，公司很快就建起了全自动、标准化的
生产线，还购置了数字化智能变压器实验设
备，公司发展逐渐走入正轨。之后，根据“财园
信贷通”政策发展和企业实际需求，江西省农
商银行又率先在全省将“财园信贷通”贷款额
度从 500 万元提高至 1000 万元。在江西发展
的 7 年，伊发电力累计获得农商银行“财园信贷
通”贷款 3000 余万元，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
公司成长为拥有 30 多项发明专利的国内变电
产品十佳品牌企业。

江西“财园信贷通”成为助推中小微企业实
现“弯道超车”的明星产品。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7 月底，仅崇仁县，就有 59 家中小微企业
在农商银行获得 8.16 亿元“财园信贷通”贷款资
金支持。

在江西，如今有越来越多像伊发电力一样的
企业在“财园信贷通”的支持下，茁壮成长。

融资担保撬动银行贷款

江西省财政厅改革扶持方式，把原来
无偿、直接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财政资
金“变身”为风险补偿金，为企业提供融资
担保，并通过杠杆效应放大银行贷款

“以往财政支持企业资金补助方式都是以‘点对点’无
偿资助为主，资金少、效益低、受益面窄，不仅存在‘撒胡椒
面’现象，也存在财政专项资金的使用缺乏公平和透明的情
况。”谈及 5年前“财园信贷通”设计初衷，江西省财政厅副
厅长潘昌坤深有感触，“如何利用财政杠杆，更好地服务中
小微企业发展，既是当时出于面对经济下行压力的考虑，更
是改革财政资金使用方式的迫切需求”。

2013年9月，江西省财政厅经过深入调研、反复研究，
决定大胆创新，改革财政扶持企业的方式，把原来无偿、直
接支持企业发展的财政资金，“变身”为风险补偿金，为企业
提供融资担保，并通过杠杆效应放大银行贷款，解决中小微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根据实施方案，江西省财政和地方园区管委会 1∶1 配
套出资风险补偿金，合作银行按风险补偿金的放大贷款额
度，为工业园区内有市场前景、有一定税收贡献，又达不到
银行现有贷款条件的中小微企业，提供免抵押、免担保、低
利率的流动资金贷款。

按照这一模式，银行为企业提供若干优惠条件：缩短办
理时限，收到企业申请后 5个工作日之内办理审查手续并
发放贷款；给予贷款利率优惠，基准利率最多上浮30%，不
收取贷款利息以外的任何贷款费用；无需抵押和担保；不设
贷款附加条件，不以承兑汇票、提前收贷或压贷等手段加大
企业贷款成本；银行制定公布服务流程，为企业提供优质理
财服务等。

位于南昌县小蓝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的江西万丽龙实业
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计创意、CTP出版、印前印后装订等
一条龙业务的综合性印刷企业。作为资金密集型企业，公
司总经理龚长兰坦言，他经常为生产资金周转费尽周折。

“以往拿资产抵押贷款，最多也就是评估价打对折，加上贷
款评估费等各种费用，基准利率最少上浮 50%，融资成本
太高。现在我们公司通过‘财园信贷通’从银行贷到了500
万元的流动资金，不仅免抵押、免担保，还低利率，真正让企
业享受到了政策红利。”龚长兰说。

记者了解到，只要在江西各工业园区内正常生产经营
1年以上、上年度纳税5万元、信用记录良好的企业，均有资
格申请“财园信贷通”贷款，贷款额度在100万元到1000万
元不等。贷款企业无需提供抵押和担保，但企业所有股东
必须签署承担无限责任的保证合同，并按照获得贷款额的

1%向工业园区缴纳互助保证金。当企业贷款出现逾期时，
首先从企业缴纳的互助保证金中抵扣，再由工业园区管委
会牵头、银行配合追偿；追偿不到位时，则从财政、工业园区
管委会保证金中代偿。

南城县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尧晓龙介绍，“财园信
贷通”构建了以工业园区为枢纽，园区内主要经济部门
共享共商的平台，形成了一种“信息共享、各司其职、关
联推动、审贷共商”的工作机制。“由工业园区管委会牵
头，我们定期召集财政、银行、工商、税务、人保、水电等
部门召开企业情况调度会，从企业缴税情况、用水用电
情况、现金流入流出情况、社保缴纳情况等方面掌握企
业生产经营状况，为银行放贷提供参考，最终由银行进
行审批。一旦企业发生情况，工业园区管委会也可以及
时有效处理，把握贷款风险，确保财政资金使用安全。”
尧晓龙说。

风险共担破除信息壁垒

“财园信贷通”通过政府和园区，在
银行和企业之间架起了沟通“桥梁”，破
除了征信过程中的信息壁垒。同时，多方
存入风险保证金，降低了银行贷款风险

调研中，不少企业向记者反映，这些年，国家和地方政
府出台了不少金融扶持政策，但实际上中小微企业得到的
资金仍较为有限，“银行把贷款资源往大企业倾斜，对于我
们中小微企业挑三拣四”。

对于中小微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一些银行的工作人员
也向记者倒苦水：“不是银行不放贷，是不敢放。”在江西某
县区，就有信贷员跟记者反映，手上有几千万元的放贷任
务，“宁肯不放，也不错贷一家”。

记者调研发现，中小微企业规模小，贷款抵押资产
不足，效益不稳定，抗风险能力弱，管理中存在许多薄弱
环节，以及银行对中小微企业征信体系不健全，贷后管
理、风险分散与补偿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等导致的信息不
对 称 ，是 当 前 破 解 中 小 微 企 业 融 资 难 融 资 贵 的 最 大
掣肘。

“‘财园信贷通’开创了‘财政资金增信、银行独立审
批、园区强化监管、企业主动跟进’的新模式。”江西财经
大学刘爱军博士认为，“财园信贷通”模式优点有四：一是
拨改贷，扩大了财政资金的受益面，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
效率，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二是多方存入风
险保证金，降低了银行贷款风险，提高了银行支持小微企
业的积极性；三是改革财政资金使用方式，这样有利于引
导银行信贷资金投放到薄弱领域，有效缓解小微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融资慢问题；四是通过政府和园区，在银行
和企业之间架起了沟通“桥梁”，较好地破除了征信过程
中存在的信息壁垒。

“对银行来说，借用工业园区，解决了银行与园区企业
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征信环节多的问题，我们可以在较短时
间内获得批量目标客户，交易成功率得到较大提高。”江西
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信贷部相关负责人坦言，“财园信贷
通”有省财政和园区的保证金保障，加上园区管委会的管控
能力，能有效帮助银行分担贷款风险。“通过‘财园信贷通’，
中小微企业再不用提供抵押物和担保人，而且，中小微企业
也不用联保互保，这样减少了为担保代偿造成的资金链断
裂而引发的信贷风险。”邮储银行江西省分行副行长王小
荣说。

“对地方政府来说，用有限的财政资金撬动了更多的信
贷资金，我区受益企业累计120余家，惠及了大部分中小微
企业。”鹰潭市余江区委副书记吴发财表示，企业发展得好
就能保障就业，对社会稳定和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有着
重大作用。

“‘财园信贷通’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位于鹰潭市余

江开发区的江西智诚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左智亮告诉
记者，2015年通过“财园信贷通”贷了200万元，2016年贷
了 300 万元，2017 年贷了 500 万元。“财园信贷通”伴随着
企业一起成长。

与此同时，“财园信贷通”健全了以社会诚信为核心
的风险防控体系，通过建立企业诚信管理制度，企业未
按时归还贷款的，不仅可以依法追偿企业所有股东的个
人财产，其股东还将纳入政府和银行的征信系统黑名
单，推动了社会诚信体系的发展，构建了良好的金融
生态。

值得一提的是，在“财园信贷通”的基础上，江西又相
继推出了“创业信贷通”“小微信贷通”“产业扶贫信贷通”

“财政惠农信贷通”，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各具特色的
“信贷通”矩阵，成为服务中小微企业的重要力量和主渠
道之一。

经过 5 年改革探索，“财园信贷通”的财政资金投入从
刚开始的 5亿元增加到现在的 71.2亿元，工业园区从试点
初期的 19个到覆盖全省 119个；合作银行从 4家扩展到现
在的 16 家，单个授信额度从 500 万元以下提升到 1000 万
元以下；受理企业范围从园区内企业扩展到园区外企
业……为稳经济、促发展、增就业贡献了积极力量。

正视痛点持续改进创新

“财园信贷通”涉及多个部门和机
构，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发挥各
部门、各机构的联动合力作用，制定配套
的激励和考核机制

江西“财园信贷通”以其旺盛的生命力渐行渐稳，如今
已经运行5个年头，取得的成效可圈可点。在采访中，许多
企业和银行人士认为，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环境下，

“财园信贷通”政策，对遏制经济下滑、防止企业倒闭、帮助
企业逆势发展发挥了较好作用。不过，也有不少人认为，

“财园信贷通”并非包治百病，要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在改
革探索路上仍有很多难点和痛点需要突破，还有许多机制
体制需要完善和提升。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财园信贷通”在各园区和各合作
银行发展不平衡，有的园区和银行推进积极，把“财园信贷
通”当作服务中小微企业的有力抓手；有的园区觉得增加了
一项额外工作负担，而且还要承担风险，存在畏难情绪；对
有的银行而言，虽然在制度设计上有风险金来代偿，但出现
较高不良贷款时，代偿金很难及时到位，为此银行有惜贷情
绪；有的地方政府把这项工作当作上级给的福利，与招商引
资挂钩，承诺入园区给予“财园信贷通”贷款支持，导致把关
不严；有的地方财政比较困难，配套的风险补偿金无法全额
到位等。

江西财政厅有关负责人坦言，“财园信贷通”涉及多个
部门和不同机构，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不能仅靠一个部
门单打独斗，需要发挥各部门、各机构的联动合力作用，制
定配套的激励和考核机制，建立责权相统一的风险共担机
制，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

采访中，中小微企业普遍建议，“财园信贷通”还要持续
创新，要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贷款期限可以从一年期
到三年或五年，对优质客户可以采取“无还本续贷”，实现到
期转贷无缝对接，避免“过桥”资金抬高融资成本，解决中小
微企业资金周转压力。

银行有关人士则表示，“财园信贷通”毕竟是信用贷款，
如果出现不良贷款现象，追偿难度较大，耗时较长，这必然
会影响银行的考核表现，因此希望监管部门对“财园信贷
通”实行差异化监管政策，进行单项考核。

就在记者调研期间，江西省财政厅正在征求各方意见
和建议，对“财园信贷通”实施办法进行完善修订。一套更
加科学的升级版“财园信贷通”管理办法将很快面世。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是一个普遍性问

题，在经济运行面临较大

压力的形势下该问题更

为凸显，成为破除制约当

前经济发展障碍必须要

啃下的“硬骨头”。

面对中小微企业融

资 的 难 点 和 痛 点 ，近 些

年，相关部门采取了很多

措 施 ，也 取 得 了 长 足 进

展。记者在采访调研中

发现，江西省早在 2013年

推出的“财园信贷通”不

失为一种创新做法和好

的模式，值得其他地方借

鉴和推广，5 年的成功实

践带给我们不少启示。

一是大胆探索，勇于

改革。面对市场失灵问

题，江西省财政厅利用“有

形之手”，拿出“真金白

银”，通过金融杠杆和倍乘

效应，激活信贷资金“输

血”给中小微企业，改变了

“撒胡椒面”现象，提高了

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覆

盖面。可以说，这种把过

去无偿补助给企业的资金

变成风险补偿金，改变财

政资金支出方式，是江西

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的

有益探索。

二是整合资源，形成

合力。着力打通融资壁垒，破解信息不对称问题，

“财园信贷通”构建了以工业园区为枢纽、园区内

财政、工商、税务、工信、社保、房管、国土等主要经

济部门信息共享的合作平台，改变了过往“单打独

斗”的做法，形成了“政府、园区、银行”齐抓共管、

同频共振的局面。

三是标本兼治，综合施策。运用市场、法律和

行政手段，通过“财园信贷通”逐步规范了中小微

企业的财务制度，建立了信用度，将违约的企业和

其所有股东，纳入财政等政府部门建立的社会诚

信“黑名单”的制度，营造了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一项政策的推出，虽然不能“包治百病”，但是

我们还是欣喜地看到，“财园信贷通”的确像涓涓

细流有效激活了中小微企业，中小微企业的融资

环境也正在发生变化。“财园信贷通”这一创新模

式，对遏制经济下滑、帮助企业创新发展发挥了积

极作用。

数据显示，江西“财园信贷通”实施 5 年来，

财政资金累计投入 71.2 亿元，累计发放贷款

1732 亿元，惠及中小微企业 4.6 万户次，减费让

利 38.97 亿元，已成为中小微企业融资的重要

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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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园信贷通 活水润“小微”
——江西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调研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农村金融时报记者 陈衍水 郑长灵

阅 读 提 示

中小微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和转

型升级的重要力量，但长期以来，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一直是制约中小微企业

发展的痛点。

早在 2013 年 9 月，江西省就开始

探索创新模式，发挥财政杠杆作用，用

政府资金撬动银行信贷资金，在全国首

创“财园信贷通”融资新模式，通过政

府“搭台子”、园区银行“唱主角”、企业

“得实惠”，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无抵押、

无担保、低利率的融资支持。“财园信

贷通”政策实施 5 年来运行情况如何？

积累了哪些好的经验和做法？还有哪

些地方需要完善？近期，《经济日报》

和《农村金融时报》组成采访组，深入

江西各地进行了调研。

江西广昌农商银行为江西致纯食品有限公司提供500

万元“财园信贷通”贷款支持，支持企业扩大生产。

陈衍水摄

江西宁都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走访“财园信贷通”客户江西惠大实业公司，调研企业金融服务需求。 刘 兴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