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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影响下湖南 

主要行业经营发展差异性分析 

——基于湖南 7 大行业 550 户企业的问卷调查 

黄 健 

2009年, 湖南主要行业企业经营发展并未象人们预期的那样悲观, 国家连续几轮经济刺激政策已在我省部分行业企业产生

积极效应, 企业努力抵御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 避免了生产经营大幅回落, 并在困境中实现盈利增长。到2月末, 本次调查的7

大行业(采掘、制造、电煤水的生产供应、建筑、交通运输、批零、房地产等) 550 户企业生产、销售均比同期增长, 经营成本

略有下降, 实现利润有所增加, 这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 世界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的情形下实属不易。 

一、湖南主要行业企业经营发展亦喜亦忧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 企业努力抓住国家振兴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所带来的良好机遇, 化“危机” 为“转机” ,

部分行业企业受益较大, 经营状况良好, 同时也有部分行业企业受危机冲击较大, 加上不属于国家政策刺激的对象, 经营状况

较为艰难。可以说, 在危机影响和政策刺激的双重作用下, 湖南主要行业企业经营状况存在差异。 

令人感到相对欣喜的是, 到 2009 年 2 月末, 部分行业企业经营状况好于预期, 其中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等行业经

营状况较好, 实现盈利增长。一是生产经营基本保持平稳增长。问卷显示, 80%以上企业经营较好或正常, 10%的企业出现困难, 

仅 2.2%的企业面临倒闭, 说明样本行业企业整体受危机冲击较小,其中制造、建筑、交通运输等行业抵御了危机影响, 显示良好

的发展势头, 制造业是湖南的优势行业, 有 18.6%的制造企业经营很好, 需要增加投资, 面临倒闭的仅占 1.3% (见下表)。 

 

二是经营成本略有下降, 收入和利润有所增长。这主要是受益于国家振兴经济政策, 样本行业营业收入增长 1.7%, 成本下

降3.8%, 利润增长80%以上, 其中经营状况较好的主要行业有制造、建筑、交通运输等行业, 这些行业的经营收入和利润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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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比同期均有大幅增长, 建筑业利润增长了 227.8%, 制造业增长 90%以上, 制造业加强了成本控制, 经营成本比同期下降了

5.7%(见下表)。在对 550户样本企业问卷中, 一半以上企业认为贷款成本下降了, 27.6%的企业认为变化不大, 仅 4.2%的企业认

为贷款成本上升;对于“贷款利息占经营成本比重”, 47.8%的企业认为在 5%以下, 29.3%的企业认为占 5 -10%, 5.6%的企业认

为贷款利息占经营成本的 20%以上。 

 

三是信贷资金投放加大, 企业营运资金相对宽松。在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情形下, 2009 年 3 月末, 湖南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

贷款余额 8282.25 亿元, 比年初新增 1166.16 亿元, 逼近去年全年新增贷款水平, 余额比同期增长 31.3%, 增幅创 30 年来最

高。550户样本企业 2009年 2月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8%, 其中交通运输企业贷款增长近 70%, 采掘企业贷款增长 30%

以上,建筑企业贷款基本与同期持平, 90%以上样本企业对金融服务满意;值得一提的是, 票据融资增长一倍多, 主要是制造企业

增加较多, 成为企业重要的资金来源。另外, 企业货币资金占用情况表明, 2009 年 2 月末样本行业企业货币资金比同期增长

16.6%,其中批发零售企业增长 1.44倍, 制造企业增长 17.8%, 说明企业支付能力较强, 而采掘、房地产行业均下降了 20%以上。 

 

四是样本企业贷款信用良好, 贷款风险可控。问卷表明,56.7%的企业贷款是抵押方式, 23.3%的企业贷款是担保和质押方式, 

上述两项达80%, 只有不到10%的企业是信用贷款, 也许这些企业信用评级高, 企业贷款方式说明银行贷款风险是可控的。从还

贷情况看, 有72.9%的企业能够按时全额还贷, 9.5%的企业还息未还本金, 本息未还企业不到2%, 说明样本企业还贷整体情况良

好。 

令人感到担忧的是, 受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 部分行业企业经营出现困难, 发展举步维艰, 具体情况如下: 

1.库存商品积压过多。由于市场需求不足, 样本企业产成品存在压库现象, 到2009 年2月末, 样本企业产成品比同期增长

了2.4倍, 而2008 年末比同期是下降, 2009 年头2个月产成品数量逼进2008 年末水平, 说明企业产品销售骤然遇阻。分行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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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企业库存品较多, 比同期增长2.8 倍, 建筑和批发零售行业均增长2.3倍, 采掘业增长44.3%, 房地产业略增6.2%, 交通运

输企业与同期基本持平, 电煤水的生产供应下降7.9%, 说明资源短缺始终存在。 

2.拖欠现象再度升温。2009年2 月末, 样本企业应收未收账款超过上年末水平, 比同期增长34.2%, 应收未收账款额占当期

营业收入的43.5%, 高出同期该比例的10个百分点, 企业之间的货款拖欠日趋严重。制造和房地产行业属于被拖欠, 采掘、建筑、

电煤水的生产供应、交通运输、批发零售等行业属于拖欠;制造企业应收未收账款比同期增长37.7%, 被欠额近占当期营业收入

的一半, 超上年末水平, 房地产企业应收未收账款比同期增长12.8%, 应收账款的急剧增长, 说明资产的风险性增大, 造成企

业现金流不足。拖欠较多的是批发零售行业, 主要是商品卖难所致, 2009年2 月末应付未付账款比同期增长近2 倍, 采掘业应

付未付额与同期水平基本持平, 建筑、电煤水的生产供应、交通运输等行业均低于同期水平。 

3.非生产性资产增长快。2009年2 月末, 样本企业非生产性资产同比增长64.2%, 高出上年增幅29个百分点, 非生产性资产

增加, 说明生产性资产相应减少, 导致总资产利用率下降, 资产效益减少, 实际上, 即使是生产性资产, 其中也有部分不能发

挥正常效用, 比如设备被淘汰、闲置、开工不足等。非生产性资产增加较多的是交通运输业, 比同期增长3.66 倍, 房地产业增

长1.48倍, 制造业增长近60%, 采掘、电煤水的生产供应略增, 建筑、批发零售与同期持平。 

二、金融危机对样本行业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金融危机对湖南经济的影响已经显现并可能还会加深, 今后数月, 将使湖南经济增速存在下行的可能, 危机带来的不利影

响主要有以下方面。 

1.影响程度大。对样本企业问卷表明, 有一半以上企业认为受影响程度大, 44.6%的企业认为影响程度一般, 仅4.8%的企业

未受影响。其中采掘业和房地产业受影响较大, 有88%的采掘企业和57%的房地产企业受影响大, 制造业有52.5%的企业受影响大, 

影响相对较小的是批发零售业, 但仍有30%以上企业认为受影响大。由于危机影响, 一半企业认为2009 年将面临更为严峻的经

营和发展环境, 由于国家连续的振兴经济政策颁布, 有近40%的企业认为机遇将大于挑战。 

2.市场需求下降。危机发生后, 因消费锐减, 需求急剧下降,一半的样本企业因需求下降而只能缩小经营规模;由于需求不

足,企业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 有90%以上企业受到市场需求下降而带来的竞争压力, 致使经营陷入困境;有60%以上企业因原材

料价格因素而造成盈利大减, 生产出的产品也因需求不足而出现卖难, 造成库存积压严重。由于市场需求大幅下降, 产品价格

下跌,订单减少, 部分企业开工不足甚至停产, 效益明显下滑。特别是依赖国外市场的企业因出口需求收缩, 经营风险加大, 

2009 年1季度, 湖南出口下降30%以上, 进口下降13.8%, 占湖南省出口近50%的钢铁、有色、纺织和服装及农产品出口下降较快, 

一批为出口型企业配套生产的小企业受到牵连, 这种状况持续多久仍难预计。 

3.中小企业资金偏紧。由于国家刺激经济的受益对象主要是大企业和大项目, 信贷增加主要投向了大企业, 因此中小企业

资金紧张问题没有得到明显缓解。样本企业中, 中小企业占到了90%, 在受金融危机影响的不利因素中, 第一因素是市场需求不

足, 第二因素是融资难, 有64.4%的企业受资金紧张困扰, 有55.2%的样本企业融资难依然存在, 34.4%的企业资金松紧状况未得

到改善, 上述后两项比例达90%。有87.2%的企业需要银行贷款, 同时30%以上企业很难获得贷款, 33%的企业贷款难易状况未改

善, 30%的企业认为金融危机会使得融资更为困难, 有一半的企业因融资难而会相应调整产品结构。 

三、支持湖南主要行业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金融对策 

1.增加信贷投入。本次调查在征求企业对金融服务的建议时,有45.2%的企业认为要增加贷款投入, 金融部门要抓住国家连

续振兴经济的政策机遇, 拓展相关产业、行业的优质客户, 做好项目储备, 加大对省市重点工程建设的信贷投入, 加大对我省

制造、机械、建筑、能源等优势行业及其企业的信贷投入;同时要对部分中小企业增加信贷投入, 建议加快建立中小企业贷款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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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补偿机制, 完善中小企业信贷风险分担机制, 建立多层次的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和担保机构, 在此基础上鼓励商业银行加

大对中小企业贷款投放;要注重企业成长性的分析判断, 坚持优选原则,对生产经营正常, 符合贷款条件的存量资产适当增加授

信, 继续对节能减排项目发放贷款, 对困难企业, 只要风险可控, 基本面好、有市场、有订单, 仍要继续支持。 

2.改善金融服务。本次调查反映, 金融机构信贷服务效率不高, 需要亟待改善, 有25.2%的企业从申请贷款到得到需要2 个

月以上时间, 需要1 -2个月时间才得到贷款的企业占22.4%, 上述两项比例近50%, 半个月内得到贷款的企业占23%, 仍有30%以

上企业认为从银行贷款越来越难, 金融机构应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简化贷款审批程序, 提高贷款效率。另外, 有25%的企业希

望进一步降低贷款成本, 这些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银行贷款, 营业成本中利息占比较大, 其中电煤水的生产供应行业2009

年2 月末利息占营业成本达12.6%;有16%的样本企业希望银行增加信贷品种, 商业银行要围绕重点客户和重点产品, 通过产品

组合和创新, 优化和增加新的信贷品种, 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3.引导民间投资。民间资本规模较大, 要扩大民间投资的比例, 发挥民间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作用, 2008 年湖南省非

国有经济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64.9%, 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突出。面对危机的不利影响, 在增加财政和金融投

入的同时, 要积极调动民间投资的信心, 适当降低民营资本进入的门槛, 通过政策引导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鼓励支持民间

资本广泛参与基础设施、民生工程和生态环境建设, 发挥国有投资的带动作用和乘数效应, 并切实抓紧做好相关工作, 加快项

目建设进度, 尽快将投资转化为实物工作量。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金融研究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