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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势

本报记者 崔敏 郭凯

农村金融难引资金“活水”的“老问题”，有望在 2015 年

中央一号文件上得到定向精准应对。

业内人士指出，2015 年一号文件中，将继续在农村金融

领域综合运用财政税收、货币信贷、金融监管等政策措施，

推动金融资源继续向“三农”倾斜。

不过，《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农企对

于政策能否真正落地心存隐忧。

资金承压 龙头农企不堪重负

由于资金承压，多地农业龙头企业不堪重负。

地处天门市横岭镇的宇丰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湖

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拥有日处理大米 600 吨的

能力。 然而，现在却是一排排仓库厂房空荡荡，加工设备上

结上了蜘蛛网，麻雀绕着机器飞来飞去，土狗跑进跑出。

2012 年，宇丰经营鼎盛时期，贷款有 1.2 亿元，2013 年

9 月企业按期偿还贷款后，多家银行不再续贷，不得已欠了

高利贷，负担越来越重，又没有办法开工经营赚钱，到 2014

年 4 月基本上就停摆了。

而这仅仅是农企近年来融资难的一个缩影。

“许多农业企业已然陷入‘银行慎贷收回贷款后不再续

贷—企业资金链断裂陷入高利贷泥潭—其他企业不信任银

行到期不还款—银行更加慎贷’的恶性循环。 ”首创财富投

资银行部总经理助理彭程

璘

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山东海王农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曾是当地的香饽饽，

在其转型、发展中，当地政府在争取项目、扶持资金等方面

不遗余力，而如今无法回避的现实则是，抗风险能力低难获

更多支持。

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推动金融支农

业内人士表示，2015 年中央将在农村金融领域综合运

用财政税收、货币信贷、金融监管等政策措施，推动金融资

源继续向“三农”倾斜。 按照改革政策意图，要使农村金融

“下沉”到基层最渴的地方。 当前改革目标是使农业信贷总

量持续增加，涉农贷款比例不能降低，具体措施包括延续农

村金融相关税收优惠、 开展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试点以及

开展更优惠的支农再贷款利率等。

“其中，经营权确权颁证也使得以往农业发展最为稀缺

的金融资本更多地配置到农业生产中。 ” 彭程

璘

表示。

记者了解到，2014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曾提出，“允许承

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首次明确赋予农民

对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抵押和担保权的抵押权。

业内人士指出，未来农业补贴力度会继续加大，并推进

合理的农产品定价机制，保护农业种植积极性。 与此同时，

配套农业金融服务、担保制度及小额贷款、农业信息化建设

等帮助农业发展的资金问题。

企业担心政策落地“打折扣”

然而，在企业眼中，国家对涉农企业政策越来越好，也

越来越多，但真正落实的却越来越少。

《中国企业报》 记者了解到，2015 年， 我国土地承包经

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将进一步扩大， 覆盖面积将达到 5

亿亩左右。 这意味着，如果该计划顺利推进，全国约 1/4 的

土地将完成经营权确权，预计土地流转将更加顺畅。

而在一位农企负责人眼中， 真正落实的却并不尽如

人意。

“当前土地流转价格较高，当地多数农民不愿以自己的

土地经营权参与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股份合作制，只愿意

参与市场风险相对较小的租赁形式。 ” 这位农企负责人向

《中国企业报》记者透露，土地所有权还在村里，他们也没有

经营所属权，致使所有规划、设计只能停留在图纸上。

有业内人士表示， 企业或新型经营主体租赁、 流转土

地，需要先向农民支付租金，而土地经营权入股则是获利后

分红。

“这样对合作社或龙头企业而言，可以节省前期资金投

入，缓解资金压力，也调动了入股农民参与产业化经营的积

极性。但农民则更愿有一个保底的土地租金收益，而非市场

风险下高低难定的入股分红。 ” 彭程

璘

称。

另外，尽管支农贷款有诸多利好，但企业本身抗风险能

力低难获金融支持，让企业人士不免唏嘘。

“本来我们准备建一个省级标准化厂房，由于流动资金

有限，我们就去找所在地相关部门予以协调，但并没有获得

原本期望的帮助，最终眼看着一个好项目旁落他家。 ”一位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农企负责人对《中国企业报》记者透露。

对此，企业人士表示，在政策方面，国家及省一级政府

与众多银行有一定的合作协议， 银行对涉农企业支持有一

定比例，但到了基层具体落实起来，则变得异常艰难。 政策

切实落地才是当务之急。

本报记者 王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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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国民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7.4%，创下 1990 年以来新低 ,在经历

了 30 多年高速发展后中国经济遇到

了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很多企业

界人士产生畏难情绪，如何在经济新

常态和“一带一路”中寻找商机拓宽

企业的发展之路? 著名经济学家、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

院教授常修泽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把握 2015 年经济

发展态势， 需把握好四个关键词：中

高速、调结构、强创新、深改革，企业

要从这四个关键词中寻找商机。

系统性风险不会爆发

常修泽认为,中国 2015 年经济发

展基本态势可以用中高速三个字概

括， 过去 30 年经济平均增长率 9.8%

可称为老常态，现在经济发展要由高

档切换为中高档。 根据测算和调研，

预计 2015 年经济增长率大概在 7%

左右。 我们要适应 7 时代，“十三五规

划” 期间保持 7%的增长其实是很不

错了，而全球经济增长率目前保持在

3%左右，我们要高出一倍以上。

在回应经济增长减速导致社会

上有一种悲观情绪的现象时，常修泽

说：“虽然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但

是我认为不会爆发系统性风险。 ”

随后常修泽和记者谈起企业在

新常态下如何适应。 2014年阿里巴巴

上市，募集 250 亿美金，是中国自改

革开放以来最大的 IPO事件。 阿里巴

巴之所以成功是它创造了一种新的

商业模式，顺应人类新的工业革命和

科技革命，应运而生。 那么阿里巴巴

之后我们下一步还有什么新的商机？

常修泽回答: 大数据时代、 工业革命

4.0 的概念逐渐被认知， 需要把人类

的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崭新的经济

浪潮与当下的经济发展现状结合起

来。

“新的商业模式开始被人们重

视，比如有些投资者给云南古茶树做

电子商标。 普洱茶平均每公斤 70元，

但古茶树的茶叶平均每斤 1 万元到 2

万元。 有人给古茶树安上摄像头，从

采集、生产过程开始记录，将电子信

息新技术与当今的生产经营结合起

来，利用品牌效应进行营销。 我们就

要有这种创新意识。 ”

常修泽说,2014 年是全面深化改

革的元年，2015年是全面改革关键的

一年。 2015年开局中石化销售公司将

29.99%的股权约 1070 亿元资本向社

会开放，这里面有很大的商机。

（下转第三版）

GDP 新低:企业机会来自四个方面

最新数据显示，2014 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7.4%， 增速滑落至 1990 年

以来的新低；CPI 比上年上涨 2.0%，

涨幅为五年来新低；PPI 已经连续 34

个月出现了负增长。 业内人士表示，

预计 2015 年经济仍将下行：CPI 步入

“1”时代，PPI 持续为负，通缩风险加

剧。

专家表示，不仅是中国，全球主

要经济体或都步入通货紧缩时代。 企

业将面临国际国内双通缩压力，应坚

持“现金为王”原则。 为应对当前的通

缩压力，在供给层面，应当加大力度

化解产能过剩，不妨多采用“走出去”

的方法。

宏观经济

面临进一步放缓压力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 2014 年

经济数据显示：2014 年我国国内生产

总值（GDP） 首破 60 万亿元， 达到

636463 亿元，同比增长 7.4%，增速滑

落至 1990 年以来的新低。 2014 年 12

月份 ，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CPI）同比上涨 1.5%。2014 年，CPI 比

上年上涨 2.0%。 涨幅为五年来新低。

民生证券宏观研究员李奇霖接

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预

计 2015 年一季度宏观经济增速还将

延续 2014 年的下降趋势。 预计一季

度 GDP 同比增长 7.1%左右，CPI 同

比增长 1.2%至 1.3%左右。

李奇霖进一步指出，实体经济下

行，需求不足加上产能过剩，导致物

价下行。 此前的经济支柱房地产行业

大势已去，面临投资下滑风险，对经

济由支撑作用恐变为拖累作用。 过去

的制造业产业链跟随房地产和地方

政府债务扩张而形成，当过去的增长

引擎熄火， 制造业迎来全面过剩时

代，未来将以去杠杆和去产能为主。

兴业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证券首

席宏观分析师王涵对《中国企业报》

记者表示， 经济面临进一步放缓压

力， 预计 2015 年全年 GDP 同比增速

大概为 7%左右。 从这个角度来说，整

体 CPI 也将受到一定拖累。 CPI 呈现

结构性调整，部分价格增速放缓较为

确定。 因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所以

政府货币财政对经济的支持力度都

会加大。 但转型意味着对不同经济部

门“有保有压”，所以政策“定向”的特

征也会更加明显。

全球主要经济体

或步入通货紧缩时代

2014 年 12 月，全国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滑 3.3%，

跌幅进一步加深。 迄今 PPI 同比已经

连续 34 个月负增长，2014 年 PPI 整

体下滑 1.9%，显示工业生产领域通缩

严重。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指

出， 在原油价格大幅下跌的情况下，

工业品价格将继续走低。 预计 2015

年上半年 PPI 仍将持续负增长。

李奇霖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

示，不仅是中国，全球主要经济体或

都将步入通货紧缩时代。 当前的全球

性通缩并非仅仅是周期性因素，而更

多的可能是全球经济深层次结构变

化所致。

德国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

示 ，2014 年 12 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月率意外暴跌，单月跌幅创下逾

5 年以来之最， 表明该国的企业定价

能力急剧恶化， 其通缩形势风险加

剧。 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和生

产者物价指数（PPI）两项指标均已连

续 6 个月持续下降； 欧元区更不乐

观，分别为 0.3%和-1.3%，PPI 已连续

17 个月负增长。

加拿大中央银行 1 月 21 日宣

布， 将基准利率从此前的 1%降至

0.75%， 以应对低油价对经济增长和

通胀的影响。 此外，由于欧元区加入

QE接力赛，为防止 QE之后资金大量

涌入而造成本币升值压力，加拿大继

瑞士、印度、秘鲁、埃及、土耳其和丹

麦后毅然加入“全球降息潮”。 市场预

期欧洲央行将推出几轮量化宽松，总

规模或超出 1万亿欧元目标。

比利时鲁汶大学经济学教授罗

格·蒂斯表示，对银行来说，量化宽松

通过降低利率，能提振信贷。 此外，量

化宽松还会促使欧元贬值，使欧元区

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能力，

拉动欧元区出口的增长，最终达到提

振欧元区经济的目的。

优势富余产能走出去

可缓解国内外双通缩压力

李奇霖指出， 通缩一旦发生，将

对国内企业产生一定影响，因为物价

下降将降低企业营业收入。 另一方

面，当前实体经济融资难度进一步加

大，企业融资成本升高。 内外交困，企

业将承受一定的现金流压力，同时经

营风险也会相应提高。

根据央行的调查，2014 年第四季

度，企业融资难度感受指数(指数越高

表明更多的企业越难获得融资 )为

55.8%， 较 2014 年第三季度和 2013

年同期分别上升 0.3 和 1.6 个百分

点，连续 6 个季度上升；银行贷款获

得难度(指数越高表明更多的企

业越难获得银行贷款)为 55.1%，

较 2014 年第三季度下降 0.4 个

百分点，较 2013 年同期上升 0.8

个百分点。

业内人士指出，通缩将主要影响

国内煤炭、化工、有色等资源类企业。

因此这类企业应提早防范通缩，采取

“现金为王”策略。

申国万银发布研报认为，通缩将

放大债务，对于整体经济尤其重资产

型企业消费型企业不利，部分下游行

业例如原材料加工企业和公用事业

能够从中受益。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

源表示，应对当前的通缩压力，在供

给层面， 应当加大力度化解产能过

剩，不妨多采用“走出去”的方法。 过

去我们化解产能过剩，特别强调“淘

汰”与“整合”，在“转移”上下的功夫

不够。 现在应该把视野扩展到国际

上，利用“一带一路”，更多地运用“转

移”的方法。 以高铁“走出去”为例，就

能带动上游钢铁、电子、有色金属、装

备制造的产能消化。

李克强总理 21 日在达沃斯会见

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时强调，中

国的优势富余产能走出去，开展基础

设施建设领域合作，一方面满足了有

关国家需求，惠及当地民生，实现互

利双赢；一方面在全球需求呈下降趋

势的背景下， 能够刺激需求增长，有

利于抑制通缩。

通缩抵抗运动

本报记者 朱虹

GDP增长创 1990年以来最低，《中国企业报》记者专访著名经济学家常修泽

欧版量化宽松出台反应强烈，此前 PPI连续 17个月负增长；全球迎

来降息潮：丹麦、加拿大等国纷纷以降息提振本国经济；中国为缓解国内

外双通缩压力，力促优势及富余产能走出去

一号文件或再次

力解“三农”融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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