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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新区商业融资的研究——以安徽省蚌埠市为例
*1

魏冬旭

安徽财经大学

【摘 要】：随着全国掀起以高铁为承载的城市新区突飞猛进的发展，新区社会资金供给渠道不断拓宽，高铁经

济带来融资方式的转变，形成了依托于商业银行，以传统信贷融资为主流融资方式，地下钱庄、私募基金、担保公

司、投资公司等多种融资渠道并存的融资现状。通过以安徽省蚌埠市高铁新区为例，探究蚌埠市高铁新区现有商业

融资情况(仅指外部融资)，构建三线城市所适合的有偏向性的过渡性融资模式，研究蚌埠市商业融资对经济可持续

性发展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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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新区商业融资现状

(一)城市新区商业融资发展模式

据统计，2013 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 52.37%，安徽省的城镇化率也超过 48%。城镇化的不断提高，使得一批依托于城市发展

新建立起的城市新区涌现出。近年来，随着高铁时代的到来，国内一线城市与二线、三线城市的新区融资模式出现了较大分歧。

1.以资本市场融资为主导，货币市场融资为重要环节的融资模式。以天津市滨海新区为例，截至 2013 年底，全市 GDP 总量

为 14 370.16 亿元，滨海新区生产总值为 8 020.4 亿元，占天津市 55.8%。强有力的国家政策支持、完善的各产业链以及国际性

知名大公司的广泛参与，使得国际性的金融企业介入滨海新区商业融资方面，尽管仍然存在少许中小型企业融资难的情形，但

该区基本面已经形成，形成了以资本市场融资为主导，货币市场融资为重要环节的商业融资模式，许多企业倾向于发行短期融

资券来满足企业短期流动性的需求。

2.省级政策支持，传统“银行融资”模式。以济南高铁新区为例，借助于省一级政府的政策支持，建成了开放层次较高、

优惠政策较多的综合保税型新区。截至 2013 年底，济南全市 GDP 总量为 5 230.19 亿元，外资对 GDP 贡献超过 36.2%，外资企业

多选择进入高铁新区，借助于政策支持，使得企业拥有“境内关外”的有利生产政策。由于企业大多有着外资背景，融资有着

外国金融企业的普遍参与，地方对于企业的融资则出现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这类企业多资金充裕，小额的贷款可从综合保税

区所在地的银行类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

3.传统信贷融资为主导，多种融资渠道并存的融资模式。作为本文最为关注的安徽省蚌埠市高铁新区，也是这种融资模式

的典型代表之一。较难实现国家级、省级政府的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很难由资本市场、货币市场融资获益使得蚌埠市高铁新区

的融资现状出现以下的情况：传统的银行业融资作为主要选择，地下钱庄、私募基金、担保公司、投资公司等多种融资渠道一

定程度上缓解融资难的问题，可是对于长期的发展却始终存在制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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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蚌埠市高铁新区融资调研

通过对蚌埠市境内的 60 家非国有控股企业以及 6家商会进行上门走访、集中座谈、问卷调查等形式得到相关数据，被调研

企业中年产值超亿元的 4 家、产值 5 000 万元以上 8 家、产值 5 000～1 000 万元 17 家、产值 1 000 万元以下的 31 家。

1.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向好。调研发现，蚌埠当前企业具有一定的抵御风险能力。调研的非公企业中，目前有 64%正常运行、

36%满负荷生产，外贸、纺织、机械加工、房地产、物流等行业发展加速。40%的企业定单和销售收入同比上账超过 10%，产值增

长但增幅下降的占 45%，基本持平的占 15%；2013 年第四季度及 2014 年第一季度，企业利润上升的占 60%，基本持平的占 40%。

2.资金缺口不断加大。调研发现企业的资金相当短缺。33%的企业资金缺口 30%以上，46%的企业资金缺口 10%～30%，资金

紧张导致企业生存困难，相对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影响较小，工业、房地产业影响较大，尤其是出口型企业影响最大。在

对高铁新区的调研中同样发现存在上述问题，高新区以房地产产业作为其支柱企业，辅助以商贸、餐饮等行业。以房地产行业

资金缺口所占比例最大，超过 80%的房地产公司存在 10%～34%的资金缺口。

3.高铁新区融资渠道。调研发现高铁新区融资渠道呈现出多种方式并存的局面，在被调研的高铁新区 13 家企业中，8 家正

在或拟打算通过商业银行融资，曾有过地下钱庄、担保公司募集资金的企业占被调研企业的 46.2%，有过通过投资公司募集资金

的企业占被调研企业的 61.5%。

4.融资服务体系。据悉，蚌埠市有关部门加强与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徽商银行与信用联社等金融机构合作，共同打造“金

融安居工程”。2013 年全市共召开银企对接会 25 次，落实中小企业贷款余额 80.36 亿元，同比上涨 32.1%。全市共筹建 13 家

小额贷款公司，总注册资金 8 亿元，投融资担保公司 9 家，注册资本总额 8.4 亿元，这些成为银行信贷投放的重要补充。建立

中小企业融资风险补偿机制，市财政筹措资金 3 600 万元，建立中小企业风险补偿和贷款贴息专项资金，并促进金融机构向中

小企业发放贷款。

二、蚌埠市高铁新区融资存在问题

(一)资金仍然相对短缺

尽管有着政府政策的支持，但这仅仅使许多高新技术企业得到较大益处，例如蚌埠市光伏产业、新能源产业这一类能够给

政府带来更多财政收入的企业，而且这一类的企业也几乎占据几家银行的贷款额度，使得一些中小型的企业不得不转而投向投

资公司、担保公司等小额贷款机构，小额贷款机构在贷款数量方面以及还款期限的限制使得中小企业的发展存在较大限制。

(二)资金利用低效率

高铁新区的建设中，以房地产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并辅助以商贸、餐饮行业。然而该区的其他城市建设项目，尤其是具有

“公共物品”的项目，普遍存在低效率的特性。在“公共物品”方面，政府陷入了两难的选择中，一方面，政府希望能够多建

公益性项目以提升城市舒适度，另一方面，政府有希望能够多建征税性的建设项目来提高财政收入。同样，开发公司也陷入两

难选择，一方面希望通过建设公益性设施便于取得银行类贷款，另一方面建设公益性设施又会减少投资收益。

(三)信息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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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市高铁新区部分企业发展能力不足，自主创新条件不成熟，一些鼓励中小企业经济的政策法规缺乏配套措施，落实不

到位。政府部门在项目申报等方面首选的是国有企业、改制大中型企业，中小企业不了解项目信息，政府部门不能主动上门指

导，让很多中小企业错失了发展机会。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小企业缺乏对政策了解的渠道，不能把握投资方向、找准项目。

三、影响蚌埠市高铁新区融资的主要因素

(一)企业自身问题突出

1.企业自身存在管理不规范、财务报表透明度差等问题，难以评估、质押有效资产，导致获得银行信贷的比例很小。

2.企业贷款的经济抵押物少、抵押程序复杂、抵押率较低、资产评估难度大、费用高，造成抵押贷款难度较大。

(二)贷款类金融机构

1.商业银行授权有限，办事程序复杂烦琐，放贷时间漫长，影响了中小企业发展所需的周转资金。

2.风险补偿机制不健全，担保公司普遍存在着资金来源窄、规模小、成本高、效率低、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基本上没有

起到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作用。

3.银行偏爱大企业的现象依然存在，金融机构在信贷资金的运用上更倾向于支持大项目、大企业以及大集团，导致大多数

中小企业贷款难度总体上升。

(三)政府扶持政策落实不到位

1.担保机构和金融机构对中小型企业担保贷款条件苛刻，需提供复杂的登记、评估等手续，办贷周期较长。

2.一些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法规，缺乏配套措施，操作性不强，执行难度大，落实不到位。

3.有关职能部门主动上门指导不够，中小企业缺乏对政策了解的渠道，难以把握投资方向、找准项目，很多企业错失了发

展机会。

四、解决方法与建议

(一)融资模式重新定位

根据以上融资调研、存在问题以及影响因素的探究，在此提出“有偏向性的过渡性融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将选择以

关系型融资(控制导向型融资模式)为主导，以保持距离型融资为补充的二者相互联系的过渡性融资模式。原因如下：

1.合理性。在保持距离型融资下，投资者并不直接干预经营战略决策，只得到合同规定的支付。从蚌埠市调研情况来看，

法律制度不够完善，且区内只有三家上市公司，因此想要较大程度上依靠证券市场融资也较难，因此不能依赖于保持距离型融

资。在关系型融资下，投资者直接干预经营战略决策来保证其利益的实现，信息的收集和对企业的监督主要在密切的长期的交

易关系中进行。两者的相互补充有利于公司结构治理的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的完善又会使得中小企业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

贷款变得较为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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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效性。高效的保持距离型融资需要拥有三个前提条件，一是完善的证券市场，二是数目较多的上市企业，三是不存在

信息不对称。在蚌埠市高铁新区商业融资方面，三者并不具备，但不能抛弃这种融资模式，《蚌埠市促进企业上市融资办法》

出台五年以来，已经有三家企业在中小企业板上市。因此应继续关注保持距离型融资对高铁新区商业融资经济效益的贡献。而

高效的关系型融资则更看重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对中小企业股东权利、义务的规定和保护，二是公司自身自主创新能力是否达

到投资者的预期。在第一个方面，蚌埠市出台了《蚌埠市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对公司股东权益保护得到加强，第二个方

面，市场竞争作为甄别公司优劣的有效手段应被合理应用。

因此，蚌埠市高铁新区商业融资选择以关系型融资(控制导向型融资模式)为主导，以保持距离型融资为补充的二者相互联

系的过渡性融资模式对缓解融资难、促进经济增长有着高效性。

(二)加大政策宣传和指导

1.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拓宽中小企业对政策了解的渠道，增加职能部门上门指导次数，引导中小企业规范自身管理、增进

财务报表透明度，减少企业贷款的经济抵押物，简化抵押程序，适度提高抵押率。

2.在高铁新区建设中，把公益性设施修建作为金融机构对公司考核的一项重要参考，并通过这项指标适度提高贷款额度。

有效避免面对资金使用效率较低而引起的两难选择问题。

3.抓住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有利时机，争取项目和资金，整合自主创新政策资源，改变政府资金使用方向，

重点扶持中小型创新企业的发展壮大。

(三)增强对中小企业金融支持

1.设立多层次分类的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和担保机构，建立蚌埠市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机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对重点

中小企业提供担保，提高融资效率。

2.支持中小企业采取会员制等形式，设立商业互助担保组织，鼓励中小企业依靠自身进行内部融资或调动民间资本投资；

发展与中小企业规模结构和所有制形式相适应的地方金融机构，解决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3.建立由政府资金引导的产业投资基金、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创造条件并优先推荐

重点企业上市和发行债券，借助证券信托公司平台，积极推进中小企业发行集合债券，使更多优质中小企业与资本市场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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