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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浙江、宁夏等多地都在积极进行土地经营权管理制度改革，

让土地经营权变成了可抵押贷款的活资产。 王利博制图

达萨

近日，银监会、农业部联合印发

《关于金融支持农业规模化生产和集

约化经营的指导意见》提出，将加大

农业规模化生产和集约化经营的信

贷投入。 与此同时，银监会亦专门印

发《关于推进基础金融服务“村村通”

的指导意见》， 进一步推动基础金融

服务向行政村延伸。

尽管越来越多金融政策剑指“三

农”和小微企业融资问题，但《中国企

业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由于缺

少抵押物，农村小微企业和家庭农场

很难贷到款， 在企业真正的诉求面

前，新政似乎显得“无能为力”。

农村小微企业贷款

难过“抵押门”

虽然国家出台金融支农的政策，

但《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农村地区小微企业融资环境仍然

不乐观。

湖北一家农业发展公司负责人

杨平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十多

年前他成立了一家以蔬菜收购、冷

藏、 加工为一体的综合性农业企业，

以蔬菜开发为主，辣椒、黄瓜等主打

产品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农贸市

场非常受欢迎， 年销售额七八百万

元。 不过，由于公司冷库面积小且流

动资金有限，在春节等热销时节外地

需求量大的时候，只能眼睁睁地失去

大好商机。

据杨平介绍，几年前他就想扩建

冷库、增加流动资金，但要实现这一

计划光预算就要一二百万元。 于是，

杨平就开始了艰难的“跑”银行的过

程。

但结果却让他颇为无奈。 银行相

关人士告诉他，像他这种情况必须有

抵押才能贷到款，并且还要担保。 最

关键的是，一二百万元不可能一下子

满足，“顶多贷三五十万元”。

“公司固定资产不够抵押， 而且

这点钱根本不够用。 ”杨平说，最后，

他还是靠朋友帮助扩大了公司规模。

和杨平一样受困于资金难题的

还有家庭农场主李学林。 他向《中国

企业报》记者介绍，自己七八年前承

包了村里几十亩地建起小规模养猪

场、养鸡厂，还承包了几十亩地搞棉

花、大豆、蔬菜种植，但同样急需扩大

规模。

和杨平的遭遇一样，李学林的资

金筹集也不顺利。 由于银行“需抵押、

担保”等门槛，一圈跑下来，李学林也

没有贷到款。

贷款风险仍是

银行重点考虑因素

据了解，《关于金融支持农业规

模化生产和集约化经营的指导意

见》，提出把符合规模化、专业化、标

准化要求的联户经营、 专业大户、家

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农业规模经营

主体作为支持重点。 重点支持的领域

集中在产业项目、 农业基础设施、农

产品流通等三方面，具体包括农业科

技、现代种业、农机装备制造、耕地整

理、 农田水利、 批发市场建设等；而

《关于推进基础金融服务“村村通”的

指导意见》， 则要求进一步推动基础

金融服务向行政村延伸。

那么，在监管部门相继出台文件

支持农村金融的背景下，“三农”和小

微企业为何仍然无法逾越贷款难的

鸿沟呢？

对此，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

究所所长董登新向《中国企业报》记

者分析称，监管部门出台的政策比较

宏观，治标不治本，无法起到从根本

上起到金融支农的作用。

董登新认为，监管部门金融支农

很难落地，一个重要原因是银行作为

经营主体， 首先考虑的还是自身风

险。“我国仍以传统农业为主，农户收

入不稳定，农户分散导致信息不对称

等，因此银行不愿意给农村小微企业

贷款。 ”董登新说。

9月 17 日，湖北一家农信社内部

人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贷款风

险仍然是银行重点考虑的因素，由于

多方面原因，该农信社已经停了小额

贷的业务。

“监管部门可以在监管规则、监

管政策上有所创新， 比如调整存贷

比、定向降准方面出台新政，这样才

能解决农村融资难的问题。 ”董登新

说。

亦有业内人士认为，小微企业融

资难也有其自身的原因。

“目前部分家庭农场还需要在高

附加值上下功夫。 ”上述湖北一家农

信社内部人士向《中国企业报》记者

表示。

“像我们这种家庭农场， 资产多

是种植和养殖物， 缺乏贷款抵押物，

靠滚动发展，因此想在短期内向银行

申请大额度贷款不太现实。 ”李学林

说。

武汉农商行的

“三权分离”构想

对于“三农”和小微企业融资难

问题，有专家建议称，未来还应规范

和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

场。

据了解， 武汉农商行大胆提出

“三权分离”的构想，即尊重集体土地

所有权、保留农民承包权，仅将土地

经营权作抵押物。 继土地经营权抵押

后，该行还推出林权、水域滩涂经营

权等抵押贷款，占武汉同类贷款比重

的 80%以上，惠及数万农户。

记者注意到，湖北、浙江、宁夏等

多地都在积极进行土地经营权管理

制度改革，各地农商行通过创办农村

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让土地经

营权变成了可抵押贷款的活资产。

不过，董登新认为，“土地经营权

能否作为抵押物，这主要取决于农村

的发达程度。 从银行角度来讲，主要

考虑的是企业的偿贷能力和银行的

管理成本。 有这两项指标的衡量，土

地经营权作为抵押物很难在落后的

农村地区普及。 ”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有的地方

通过开展“信用贷款”支持“三农”。

有报道称，贵州道县农信社深入

推进农村信用工程建设，不需要担保

人和抵押物，农民通过信用评级就可

贷款，使当地不少养殖户受益。 而在

山东邹平，县农商行实施信用工程全

覆盖，走出了一条与县域经济共兴共

荣的“双赢”之路。

本报记者 陈青松

多地探索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

【企业融资调查报告之五】

事中监管的形式和标准需要抓

大放小，定大规矩而不纠缠细节，不

能步步紧逼式的管理和约束， 否则

定会不必要的损伤市场活力。 个中

原因不难理解，资本市场变化多端，

新产品新实践层出不穷， 坐在庙堂

之高的监管者们， 是没有办法跟得

上冲锋在资本市场最前沿的从业者

的。跟不上就难以用最合理的方式去

管理和约束，如果硬要编纂出点东西

来试图约束，那就很容易落入两种窠

臼中：要么计划赶不上变化，政策甫

出，对策即生；要么则是政策可能不

必要的束缚市场活力， 从而扭曲市

场化行为， 最终伤害资本市场调节

资源配置的终极功能。 事实上，上述

两种情况往往同时出现， 甚至相辅

相成， 其危害性远大于事前和事后

监管不当对市场所造成的损伤。

资本市场包罗万象， 我们拿传

统投行业务来分析。 定价和配售，是

承销业务的核心， 决定着对资产价

格的合理确定和资产的合理有效分

派。 近年来，我们的各个监管机构相

继围绕定价和配售做了大量文章，

也伤了大量脑筋， 其结果是有目共

睹的惨不忍睹。 比如已几近成为谈

笑之资的新股配售改革。 首先说定

价。 价格确定应合理反应供求，这也

是验证该市场是否有效的重要标

志。 可我们现行办法左限制右限制，

上规定下约束， 最后发现在这重重

框架下， 新股发行价格在发售之前

就已基本既定了， 那还何须市场的

发现功能？ 那还何来承销商的承销

能力？

其次说配售。 禁止配售名单长

之又长：员工不让配、兄弟姐妹不让

配、六个月内客户不让配、董监高不

让配， 一个承销商要建立多么强大

又实时动态的数据库， 才能满足监

管的基本条件啊。 即便这些都可以

做得到， 其他投资者毫无科学的完

全比例配售， 这种简单粗暴的办法

貌似公平， 实际上有损科学合理和

有效的原则， 把资产定价这么高精

尖的事情用最低级的办法去解决，

怎能体现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

能？换个角度而言，这样执行下去，监

管机构就成了整个中国 A 股市场的

资本市场部， 于是不得不进入裁判

员和运动员的老生常谈悖论里去。

再看债券市场的事中监管。 荷

兰式定价和配售， 这个早已被境外

市场抛弃的舶来品， 我们的监管机

构不但奉为至宝， 而且出台严苛政

策确保其执行。 不但如此，连定价配

售的物理空间都被强行挪移到指定

地点或使用指定系统。 坐在办公室

的人想当然会认为这样公平， 可市

场前沿的人却早已发现其弊端。 比

如， 如果投资者因为某种原因投标

价格显然偏离市场公允价格， 从而

导致最终定价利率扭曲， 在严格荷

兰式簿记下不能做任何调整， 只能

眼看着此种情况发生， 则做到了表

面公平而实质伤害各方利益。 又比

如， 在没有完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的情况下， 看似公平地面向所有投

资者荷兰式簿记， 则难免出现个别

投资者不负责任的下单或者恶意逃

单的情况。但当前的法则对此毫无约

束，客观上纵容不法者，最终蒙受损

失遭受风险的是无辜的券商。

诚然我们理解，所有这些监管措

施的初衷都是担心并试图防范承销

商的不当利益输送行为，但其实市场

和法律的约束效果要好得多和有效

得多。 要相信人是理性预期动物，对

于其中个别非理性预期部分，事后监

管措施进行惩戒即可， 何必因噎废

食，过度监管呢？

话说至此，我们似乎越来越感觉

到这样的事中监管似曾相识， 没错，

这像极了那种常见的家长式作风。试

图面面俱到，但管得多反弹多，互动

关系紧张不和谐，最终伤害的是友好

的关系，以及孩子正常发展的权利和

身心健康。这种家长式监管的背后是

不够自信以及对教育理念把握得不

够准确而带来的焦虑式严防死守。正

应了那句看似俏皮但实在有理的话：

没有需要被教育的孩子，只有需要被

教育的家长。

证券市场家长式监管不可取

资本达观

手机银行正成为各大商业银行跑马圈地的新方向。《中国

企业报》记者在近期召开的“2014中国国际金融展”上了解到，

各大银行在布局手机银行方面均表现积极。

“这是我们最新推出的手机银行 APP‘卡霸’，你可以直接

通过中信银行的账号关联其它银行的银行卡， 实现跨行资金

归集。 ”在“2014中国国际金融展”上，中信银行一位展台工作

人员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说。

据艾瑞咨询的一份手机银行监测报告显示，2013 年中国

手机银行用户规模上升到 4.6亿，同比增长 55.5%。

不过，在手机银行高速发展的背后，却是系统稳定性差、

安全问题凸显等弊端。

未来手机银行用户增速将放缓

2013 年是手机银行备受重视的一年，一方面移动支付的

爆发，各类移动购物和 O2O 等应用场景的丰富，使得手机银

行市场前景得到了极大拓展； 另一方面在移动互联网产业发

展的大潮中，手机银行成了银行参与移动互联网的核心产品。

艾瑞咨询发布的上述报告透露，整个 2013 年，无论是交

易规模、市场反应或者社会认知度等方面，手机银行均有飞跃

性的发展。

进入 2014 年，原本主要在华夏银行、浦发银行等股份制

银行圈盛行的免费转账等促销方式开始向四大行蔓延， 中国

银行就在春节前后率先加入了这一行列。还有证据表明，为了

加快推广手机银行， 不少银行从 KPI 设置上给予员工很大压

力。

尽管如此，艾瑞咨询分析人士认为，今年中国手机银行的

用户规模将只有 16.6%的增幅，远低于去年的 55.5%，以后还

将持续降低并稳定在 10%的水平。原因在于，移动互联网用户

增长正在接近瓶颈，银行的用户也在接近瓶颈，手机银行后续

增长也将面临困难。

艾瑞咨询称，未来手机银行用户增速将会明显放缓，行业

粗犷式发展的局面需要转变， 如何通过改善用户体验留住客

户将成为重中之重。 在用户获取难度增加的环境下，用户质量

的提升将成为手机银行发展重点。

部分系统不稳定

手机银行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系统不稳定、 用户体验

较差等问题。

不久前，新浪财经发布《2014 手机银行报告》，从便捷度、

安全性、功能性和个性服务四个方面对 22 家手机银行业务进

行测评。 尽管有不少银行在手机银行产品体验方面用户满意

度较高， 但也有一些如邮政储蓄银行因系统不稳定等问题遭

用户吐槽。

这份报告指出， 邮政储蓄银行在操作过程中经常出现延

迟、闪退等现象，还会出现页面乱串。 在便捷性上也不尽如人

意，比如，用户若想要回到首页必须退出重新登录。

记者了解到，遭用户吐槽的不仅仅是邮政储蓄银行，华夏

银行早期的手机银行版本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第三方支付客户端更新都比较快， 几个月一个版本，新

版本会尽可能多地满足用户在使用便捷上的要求， 同时修补

系统上的一些漏洞。 但是手机银行版本更新都比较慢，有些银

行推出两年了，竟然还是 1.0 版本的。 ”有行业观察人士说。

来自市场研究机构益普索的数据还显示， 去年手机银行

用户占到 70%，今年为 60%。 该公司总经理张小新认为，这是

在竞争过程当中， 银行在第三方支付那里丢失一部分客户造

成的。

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一直困扰用户的安全问题也在随着手机银行市场的扩张

而放大。

360 近期发布的《2014 年第二期中国移动支付安全报告》

显示，多家银行仅靠账户、密码以及手机验证码进行操作，手

机一旦被盗窃，用户的登录过程被攻击者监听或劫持、短信被

复制或拦截，那么手机银行的账户资金安全就会受到威胁。

不过，安全性的问题正在受到业内的重视。

据悉，360 与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等十余家银

行展开了安全服务合作， 为手机银行客户端提供独立的移动

支付安全模块定制服务，该模块被集成到手机银行客户端中，

从而提升手机银行客户端的安全性。

与此同时， 一些服务于银行账户认证系统的数据安全厂

商也在调整各自的安全认证技术和产品。

“我们之前主要是为银行网银提供 U 盾的，随着移动金融

的发展，公司开始加大手机银行账户认证产品的研发，刚刚推

出一个生物识别身份认证云平台，为手机银行提供人脸、视网

膜、指纹等认证登陆。 ”北京天诚盛业科技有限公司一位人士

对记者表示。

这位人士还透露， 产品会随着下一代手机产品的上市而

面世，预计上市时间在 2015 年年初。

央行副行长李东荣表示， 移动金融作为普惠金融的重要

形式，正得到银行、第三方支付等金融行业的大力推广，央行

将联合各相关机构致力于移动金融相关标准建设工作， 推动

移动金融的健康、规范发展。

手机银行大跃进：

粗犷式发展弊端凸显

本报记者 郭奎涛

用户质量提升将成未来手机银行发展重点

互联网金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