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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支持江西航空产业“蛙跳式”发展: 

机理与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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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金融的资本形成机制、投资导向机制、资金集中机制、信用催化机制、风险分担机制精准匹配了航

空产业具有产业链长、连带效应强、资金投入多、风险大的特殊属性,能够促进航空产业发展所需经济要素实现合

理配置,实现航空资源的资本化、航空资产的资本化、航空未来价值的资本化,从而给航空产业以更大的推力并有效

地拓展其发展空间。本文通过考察金融支持江西航空产业发展现状,发现存在金融总量有效供给不足、金融业态发

展滞后、风险分担政策机制缺失等问题。在遵循金融与产业之间内在机理的基础上,依据江西金融资源禀赋,从推进

供给侧结构改革、培育“三位一体”金融新业态、加快金融风险分担配套建设三个方面构建了金融支持江西航空产

业发展的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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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航空产业被誉为“工业之花”,具有产业链长、辐射面宽、技术扩散率高、连带效应强、资金投入多、风险大等特点,是未

来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之一,也是“十三五”时期引领江西省产业升级的首位产业。当前,江西省“航空制造、民航运输、通航

运营、临空经济”四位一体的大航空产业发展格局正处于加速形成的关键时期。充分发挥金融的“自主创新的发动机,产业升级

的推进器,国民经济的晴雨表,全球合作的粘合剂”功能,促进产融一体化,对于江西省航空产业“蛙跳式”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

推动作用。H.Patrick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依据航空产业的发展阶段,提出了金融支持的“供给领先”和“需求跟随”模式[1]。

Kletzer 和 Bardhan 根据规模经济理论,研究发现金融能够助增制造业部门形成比较优势[2]。Rajan 和 Zing 研究发现一个成长型

的行业,其外部融资程度越高,金融发展对其促进作用越大
[3]
。谷焕民和韩立岩提出,民航运输业跨越式发展离不开航空租赁业的

发展[4]。孙蔚等具体探讨了加快发展航空租赁公司的必要性和可行性[5]。孟繁华认为,在航空租赁业发展过程中,可以通过争取税

收优惠政策、设立基金解决担保和融资瓶颈[6]。陈萍认为,航空经济自身动态的系统演进过程,内在要求金融体系功能的发挥,促

使航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经济要素逐步达到合理配置,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7]。 

二、金融支持航空产业发展的机理 

金融凭借以下五大机制(见下图)来影响和促进航空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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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本形成机制 

资本形成机制的实质就是现代金融体系(中介、资产和市场)所发挥的投融资对接进而扩大生产能力作用。通过资本形成机

制,及时、有效地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能够为航空产业提供资金支持。数据显示,预计未来 10年,全球将需要干线飞机 1.2万架、

支线飞机 0.27 万架、通用飞机 1.83 万架、直升机 1.2 万架,总价值约 2 万亿美元;我国将需要干线飞机和支线飞机 1940 架,价

值 1.8 万亿元[8]。航空产业资金需求量大,充分发挥金融对航空的输血功能,能够有效解决江西省航空产业资金匮乏现状,更好催

化航空产业引领全省产业升级的作用。 

(二)投资导向机制 

投资导向机制主要指资金的流向基于市场金融的利益竞争机制、政策性金融的校正和引导机制,以及金融体系的评估、筛选

机制,能促进航空产业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在航空产业发展之初,主要是机场及增加机场通达性的交通运输体

系的建设。这些投资具有规模大、回收期长等特点,市场金融不愿意介入,这时就需要政策金融的支持。当航空产业发展的配套

产业基本完备,就要促进市场金融发挥作用,以金融市场的资金供求为基础,基于效率原则对投资项目进行评估和筛选。 

(三)资金集中机制 

资金集中机制是金融结构的改变从而实现资本的积聚与集中,为航空企业的规模经营提供资金支撑。航空相关产业多是高新

技术产业,对资本的吸引力更大。灵敏的金融体系凭借信息筛选功能,投资于这些产业,能够帮助在企业发展的同时,创造更多的

市场需求,促进相关产业及后续产业的发展,从而推动企业的规模经济。当航空企业达到一定规模,企业的集团化、国际化发展成

为新的方向,此时资金集中机制更成为航空企业发展的前提,并为航空集团内部提供联结纽带和控制手段,促进产业整合。 

 

图金融支持航空产业发展的机理 

(四)信用催化机制 

金融体系能够有效区分那些具有较新产品和工艺的企业,甄别最好的生产技术,并在不同的技术项目之间分散风险,从而推

动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金融体系通过创造小额投资的金融产品,发挥动员和汇集储蓄的功能来影响航空产业的技术

创新,通过信息揭示功能影响航空产业的技术创新,通过提供合适的风险管理工具或产品影响航空产业的技术创新,通过监督经

理人实施公司治理功能的发挥影响航空产业的技术创新。 

(五)风险分担机制 

航空产业在创造高收益的同时,也面临着高风险。航空产业主体所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流动性风险、收益风险。金融体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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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将不具有流动性的金融资产转化为流动性金融资产,利用各种债务提供长期资产,用以防范意外流动性冲击而造成的不确定

性。 

三、江西省金融支持航空产业发展现状 

(一)金融支持江西航空产业成效 

1.银行机构“推手”作用在提升 

2017年 1-12月,政策性银行累计向江西省航空产业承诺贷款 107.4亿元,发放贷款 81.5亿元,商业性银行累计向江西省航空

产业承诺贷款 220亿元,信贷投资涵盖航空研发制造、航空运营、航空基础设施建设、临空经济区、航空服务等航空产业全产业

链领域。 

2.资本市场“抓手”作用在强化 

2017 年 1-12 月,江西省各类航空经营主体相继在资本市场上通过发债、发股、配股、信托资管、成立基金等手段共募得资

金 60亿元,有效缓解了企业融资难问题。 

3.非银机构“助手”作用在凸显 

2017年 1-12月,各商业保险江西分公司相继开发了多种航空相关的配套险种,包括航班延误险、飞机试飞保险、无人机保险、

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等险种,涵盖了航空制造、通用航空、民航运输、机场等业务板块,保额达到 20亿元。近 3年累计投

保金额约 60亿元,保费收入累计约 2200万元。 

(二)金融支持航空产业的短板 

1.金融有效供给不足 

总量供给失度。2017年 1-12月,江西省航空企业累计获得各种投融资机构融资总额为 700亿元,而同时期的重庆、河南、天

津航空企业融资规模分别达到 1000亿元、1100亿元、1600亿元以上。 

结构供给失衡。从 2017年年末融资余额规模构成比例来看,银行贷款占比最大,达到 80%,产业基金占比 12%、股权融资占比

3.3%、信托融资占比为 2.5%、投资公司投资占比为 2.2%。这表明江西省航空企业融资渠道比较狭窄和单一,主要还是依赖传统

的信贷融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失衡。 

产品供给失调。目前,江西省航空企业融资工具主要还是依赖银行授信等传统金融产品,一些新型的金融工具,例如产权融

资、信托融资、资产证券化、担保租赁融资、风险融资、金融衍生品融资等运用很少,有的甚至基本没有涉及,严重制约了航空

产业的发展。 

2.航空金融业态发展滞后 

缺乏专门为航空经济和产业提供系统性金融服务的航空金融港区。相比之下,其他一些实现航空产业发展后进赶超的省市,

已纷纷成立促进航空产业跳跃式发展的金融支撑市场,例如河南成立了郑州航空港、天津成立了东疆航空港、重庆成立了两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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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航空港等。 

缺乏一批航空金融新业态。例如,缺乏专门支持航空产业相关企业开展和扩大业务的航空金融银行、专门为科技型创新企业

提供融资支持和金融服务的法人科技银行等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缺乏离岸金融、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航运保险、科技金融等航

空金融新业态。 

3.金融风险分担政策机制缺失 

航空产业项目在市场导入期存在较大的风险,技术和资本投入后,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出成效,对一直强调风险控制的国有

银行来说是不太愿意介入的。这就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风险补偿配套机制,引导金融机构积极参与航空产业的发展。然而,目

前江西省还没有建立与此相配套的政策、规定和实施细则,导致针对中小企业融资的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足,适合航空产业发展

的各类直接融资渠道和规模也较小,有关知识产权质押、评估和交易体系尚不健全,风险投资有效退出及运营的机制和渠道还不

够通畅,最终导致了整个金融体系向航空产业渗透的能力不足。 

四、金融支持江西航空产业发展的实现路径 

(一)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加大金融对航空产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支持力度 

1.保持信贷投放均衡合理增长,增加总量供给 

明确信贷投放重点。鼓励各金融机构立足江西省“四位一体”大航空产业发展定位,进一步完善信贷准入标准,加大对航空

工业城、航空小镇、航空城、航空主题公园、重点航空项目、区域性特色通航产业集群建设等领域的信贷投放力度,优先扶持航

空制造、重点扶持通航、集中扶持临空经济、全面扶持民航运输,促进江西特色航空产业集群发展。 

完善中小企业信贷评审机制。鼓励金融机构对中小航空企业授信业务建立差异化授信审查、审批标准和流程。针对一些有

特色、有市场、有信誉的科技型航空服务企业的特点、需求和防范风险要求,量身定做金融产品,对确有收益的中小航空企业可

直接授信,扩大信贷投入。 

2.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完善结构供给 

加大航空企业上市培育力度。落实江西省支持企业上市和挂牌的各项政策,推动各类航空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加快转型升级、

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支持上市公司通过发行新股、配股、定向增发、发行公司债、可转债等方式融资,提升核心竞争力。 

鼓励航空企业利用债券市场融资。积极创造外部条件,扩大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和集合票据发行规模,积极探索开发低信用等

级和高收益的债券和私募可转债等金融产品,破解融资难题。引导航空产业中效益好、偿债能力强的骨干企业和企业集团,利用

债券市场直接融资。 

大力开展产业基金融资。采用“小基金+大信贷+PPP”融资模式,由“财政资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基金形式投入、PPP模

式运作、长期贷款支持、政府付费偿还”,设立产业引导基金。 

3.创新融资方式,扩大产品供给 

开展供应链融资。围绕航空制造、通航运营等重点产业,建立由龙头企业、本地配套企业组成的供应链数据库,及时了解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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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链企业的融资需求,引导金融机构研发面向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信贷产品,如代理付款、供应链融资票据、厂商银等。 

推广应收账款融资。加大宣传推广力度,推动更多符合条件的航空企业和依法可以开展应收账款融资业务的金融机构加入应

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建立应收账款融资客户数据库,组织金融机构与航空企业进行对接,扩大应收账款质押融资规模。 

探索投贷保联动模式。加强与股权投资机构的合作,加大对江西省拟上市航空企业的扶持力度,探索“股权投资+信贷投放+

担保”新模式,分不同阶段提供适宜的资金支持,满足企业实际资金需求。 

(二)坚持引进与培育相结合,突出空间载体、平台创新、形态培育“三位一体”金融新业态建设 

1.构建金融新业态空间载体 

打造赣江新区“航空金融港”综合枢纽。依托国家级园区赣江新区特殊优惠政策,在南昌综合保税区内加快建设“航空金融

港”。联动南昌高新区金融产业园区、南昌红谷滩金商务金融区、共青城私募产业园区,融合南昌航空产业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

南昌临空经济区,形成“一核牵引、三点联动、两园融合”带动全省、辐射周边的航空金融综合枢纽。 

打造区域航空金融特色城市。以南昌临空经济区为重点,同时发挥赣州黄金机场、宜春明月山机场等有一定规模的机场对地

方经济的辐射作用,多点分布,重点将南昌、赣州、宜春等城市打造成“金三角”临空金融特色城市;依托景德镇、九江现有直升

机产业基础和产业园区,打造航空制造供应链金融特色城市。以获得许可的 3 家通航公司和正在筹建的 4 家通航公司为依托,重

点将抚州、上饶、吉安等城市打造成航空运营共享金融特色城市。 

打造航空金融特色小镇。按照江西省打造“一干九支”、二十个通航机场和若干通航小镇布局规划,配套培育 4个投资规模

超百亿级、6 个投资规模超十亿级的金融特色小镇,采取“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模式,谋划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园、天使投资

人 LOFT社区等一批具有广阔发展空间且易形成集聚效应的航空金融特色小镇。 

2.打造四大千亿级金融新业态发展平台 

打造飞机租赁交易平台。在南昌临空经济区探索适合飞机租赁的“飞机资产交易信息系统”,提高飞机租赁资产的管理效率

和信息流动性,更好地实现飞机设备的维护和流转。 

打造投融资控股平台。整合省属航空资源和资产,选择一家省属企业将其打造成为省级专业化航空产业投融资控股平台,作

为承担建设江西“航空强省”任务的投资主体、建设主体、运营主体和融资主体。支持这个平台牵头发起设立一定规模的省级

航空产业投资基金以整合省内外资本。 

打造产业基金平台。推动与银行、保险、基金、证券、航空核心企业沟通联系发起组建全省航空产业基金、与中航工业合

作设立爱飞客投资基金、组建省政府千亿母基金分支航空产业子基金等一批百亿级规模产业投资基金,加快引入中航工业通航发

展基金、政策性银行专项建设基金等一批十亿级规模产业投资基金,发挥杠杆效应,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支持江西省航空产业转

型升级。 

打造航空资产交易平台。打造多个能为航空企业挂牌展示、股权登记托管、私募融资融券、培训服务等提供支撑的航空资

产交易中心,为航空产业设计专属定制化金融产品,为航空企业注入金融血液,提高航空资产的流动性及周转率,做大做强江西省

航空金融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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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育多样的金融新业态组织形式 

重点发展融资租赁。积极引入国内外先进租赁公司入驻保税区开展涉航融资租赁及经营性租赁业务;通过增资扩股等方式,

增强江西省 12家租赁业务资本实力;支持租赁企业在保税区设立组建专业的航空租赁项目公司(SPV),开展涉航保税租赁。 

推动发展科技金融。积极推动商业银行发展科技金融,强化商业银行专营机构、专业团队、专有流程、专属产品、专享政策

的“五专”科技金融服务。推动扩大知识产权、股权、应收账款等质押融资规模,支持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创业投资等机

构加强合作,促进众筹、总创、众包、众扶与金融有效嫁接。 

引导发展普惠金融。引导商业银行开展普惠金融,重点向中小微航空企业发放首笔贷款和信用贷款。鼓励商业银行对市场前

景好、出现暂时困难的企业不断贷、不抽贷。对于成长初期的企业,可以股权作为反担保措施;对于航空产业链上的企业,探索以

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为反担保的模式。 

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围绕美丽江西建设,健全绿色贷款的高效贴息机制,加大贴息力度。鼓励航空企业发行绿色债券,为企业

发展提供期限较长、成本较低的资金来源。 

(三)加快金融风险分担配套建设,加强协作配合 

1.发挥好保险业的“稳定器”作用 

促进银行和保险服务相结合,开发适合航空产业发展需求的保险产品,充分发挥保险行业的风险保障作用。按照政府引导、

财政支持、社会参与方式,加快设立航运保险公司。探索推进通用航空领域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试点推进重点航空企业或航

空领域保费补贴机制,提高企业投保意愿;完善飞机保险、航空运输保险等现有保险服务;吸引保险公司通过债权投资计划、股权

投资计划和不动产投资、产业基金、信托等方式积极支持航空产业的建设与发展,通过分享航空产业快速发展的红利达到保险资

金保值升值的目的,最终实现保险资金与航空企业的合作共赢。 

2.加快信用担保体系建设 

建立健全省、市、县三级担保体系,发挥江西省再担保公司作用,扩大对航空产业的融资担保,探索建立专门服务于中小航空

企业的信用担保公司,引导担保机构与银行开展互利合作。以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为激励,鼓励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

为中小航空企业提供担保服务,探索发明专利权、商标权、航空文化等无形资产以及经过评估的重大装备项目、销售合同、产品

收入等现金流量作为抵(质)押担保的途径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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