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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放缓已成定论的背景下，中小企业已经在筹

划如何过冬的问题了。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江苏几家中小企业主了解到，

他们已经感受到了经济下行的压力，同时又看好针对人们

基本需求的相关产业。针对这种局面，他们一边选择提前

还掉银行的贷款，一边又保留银行的授信额度，以应对市

场复苏的可能。

有中小企业主透露，银行对于中小企业的支持态度已

经出现分化，部分银行特别是大行出于业绩考核压力已经

暗中收紧银根，也有当地的中小银行看中了这个市场机

会，积极寻找并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趁机培育种子企

业客户。

经济下行中小企业仍有增长空间

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小，抗风险能

力弱，融资又困难，成为实体经济中最先受到影响的群体。

“每当经济下行的时候都会有一批中小企业死掉，这

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管理不好的企业会被管理好的企

业取代，没有市场的企业会被有市场的企业挤掉，这是一

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江苏省互联喷涂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长王浩良表示。

据悉，除了互联喷涂，王浩良还是另外两家制造企业

的负责人，分别主营喷涂、冷库门和纸制品等，目前，旗下

一家公司的业务已经出现了明显下滑，不过另外几家还在

增长，压力并不是很大。

不过，趁着账面富裕，他还是把欠宜兴农商行的贷款

提前还上了一部分。

无独有偶，蒋志华日前也提前还掉了宜兴农商行的部

分贷款，他是无锡正太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

时，他还特别要求该银行把正太金属的授信额度保留在

1000万元的水平上，以便需要扩充业务时及时获得贷款。

根据宜兴农商行的信贷人员介绍，宜兴农商行会给企

业客户评定一个授信额度，在这个授信额度之内，企业随

时可以申请贷款，资金最快一天就可以到账，如果想提高

授信额度，则需要重新尽职调查，时间稍长。

“经济下行还是上行，这是专家说的，我不太懂。就我

们公司来看，市场销售额是比去年少了一些，不过由于原

材料价格下降，利润却有所增长。未来几年，我觉得压力

有一些，增长也是有的。”蒋志华说。

蒋志华认为，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升，基本的消

费需求客观上甚至有可能会增长，而正太金属主要生产各

类弹簧钢丝，产品主要用于床、车等各种消费品上，市场前

景还是值得期待的。

江苏宜兴农村商业银行董事长王炜也认同这种观点，

在他看来，经济下行对中小企业的压力都是存在的，但主

流还是增长，特别是针对人们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以及政

策大力引导的各类产业如环保，将有很大增长空间。

中小银行觅得商机

而中小企业能否安全“过冬”的一个关键，就是银行愿

不愿意借钱。

虽然央行近来不断降息降准，试图放水补给实体经

济，特别是中小企业。但是，诸多银行出于趋利避害保证

经济效益的本能，依然倾向于大企业特别是上市企业和国

有企业，对于占实体经济比例更大的民营中小企业的放贷

普遍比较谨慎。

王浩良透露，“附近有中小企业主有的到期了还不上

银行贷款，银行又不愿意续贷，生生地直接把资产清算了；

还有的情况就是，银行表面上贷给你100万元，实际上会留

下20万元作为担保，只贷给企业80万元。”

不过，也有银行视之为重要发展机会，宜兴农商行就

是其中之一。

“随着央行一再降息，银行原本赖以生存的存贷差不

断缩小，再靠以前的模式发展是很困难的，必须探索新的

路子。”王炜说，而宜兴农商行的路子就是要从服务中小企

业中寻找空间，找到那些潜力很大的中小企业，从企业未

来增长中获益。

目前，宜兴农商行服务的中小企业有1300多家，贷款

量占整个宜兴中小企业贷款量的40%。实际上，正太金属

制品、互联喷涂当年都是拿着宜兴农商行的贷款起家的，

如今已经成长为优质客户。

中小企业的贷款不良率偏高被认为是银行不愿意放

贷的重要原因，尚不清楚宜兴农商行目前的这一数据。不

过，有知情人士透露，宜兴农商行的利润情况也不尽乐观，

与去年相比，今年明显下滑。

除了宜兴农商行，就记者接触的情况来看，部分城商

行也在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植力度，如包商银行、齐商银

行等等。

齐商银行行长助理邹倩表示，齐商银行成立 18 年时

间，一直以中小微企业作为目标客户群体，不良率目前是

万分之二之下，用实践证明了银行做小微和“三农”一样可

以实现做到风险可控。

有行业观察人士指出，中小银行的定位通常都是中小

企业，在此次经济下行、大型银行不愿放贷，只要风控到

位，倒不失为中小银行的一个发展机会。据了解，凭借在

当地中小企业市场的优势，目前有些城商行和农商行已经

远远超过四大国有银行在当地的市场份额。

部分中小银行
加大对中小企业放贷

本报记者 郭奎涛

低利率下的银行生存调查：
揽储靠理财，放贷更谨慎
对私业务逐渐发力

见习记者 袁园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与企业贷

款谨慎相反的是，银行对个人消费贷

愈加推崇，逐渐成为银行贷款业务的

主流，并被认为是盈利的新增长点。

“个人消费贷是目前很多城商行

重点布局的业务。”兴业银行一位工

作人员表示，随着个人零售消费需求

的旺盛，个人消费将成为一块大市

场，这不同于企业贷，个人消费贷产

生的效益是巨大的。据这位工作人

员介绍，个人消费贷的风险远低于小

微企业贷款，不容易产生坏账，而且

个人消费贷年限较长，一般可做到

10-30年。

“一旦在一家银行办理了消费贷

款，以后很多相关业务也会留在这里

了，这也是抢占市场的有效手段。”这

位工作人员表示。

另有工商银行相关人士告诉《中

国企业报》记者，伴随利率市场化加

速的进程，大中型企业贷款对银行利

润贡献有所下降，但个人贷款业务对

利润总额贡献却在逐步提高，推动个

人消费贷款业务快速发展是当前经

济环境下的必然选择。

“对私业务在银行总业务的比重

中将不断上升，这是银行发展的必然

趋势。”张宁表示，消费需求的强劲会

促使银行将目光锁定对私业务这个

领域，同时消费贷低风险和高利率也

能满足银行的贷款要求。从目前来

看，个人消费贷会成为未来银行贷款

业务的趋势。

黄震则认为，随着个人征信市场

的不断成熟和消费能力增加，个人消

费贷肯定会成为银行业务发展的一

个趋势，而且这个市场也很大，有很

大的发展空间，至于银行是否会将个

人消费贷这个作为主要业务，还是要

看银行经营的定位。

另有业内专家表示，银行业躺着

赚钱的时代已经结束，单纯依靠网点

的铺设或将不能实现银行负债端的拓

展，以粗放型利差收入为盈利点的业

务也难以持续，这逼迫银行必须向财

富管理、投行业务、金融市场等中间业

务转型，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投资收

益、服务能力和产品创新能力。

分析人士表示，随着银行利差的

缩小，银行会在其他方面提供更多的

金融服务，这些金融服务会覆盖转化

利差。比如：促进负债来源多元化、

提高资产负债组合管理效率、提高资

产管理等中间业务收入占比等，这些

都能降低银行对传统存款和净利息

收入的依赖。

虽然接连降准降息，使得银行在

降低资金成本的同时还增加了可放

贷资金，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

了应对经济下行可能带来的坏账风

险，银行对放贷依然持谨慎态度。

网贷 315 主笔张宁认为，降息降

准对银行放贷的促进作用还是有的，

毕竟资金空间更大了，但由于经济不

景气，尤其是传统工业下行，银行在

对放贷这方面还是十分谨慎的，对一

些行业甚至提高了审核门槛。

据莫尼塔近期发布的一份对中

国银行业的调研报告显示，银行方面

针对企业贷款和个人经营贷款的审

批和发放仍然十分谨慎,对客户采取

优中选优的策略。

南昌银行信贷科业务经理邹梁

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利率下调

之后，银行在放贷业务方面确实加强

了，但是相应审核门槛也提高了，尤

其是针对房地产等产能过剩行业。

邹梁介绍说，那些产能过剩等不景气

行业基本被剔除贷款名单了，多数银

行都将目光放到专业市场方面，比如

义乌小商品城、大红门服装城等这些

流水高的地方。“这些专业市场是银

行的必争之地，不仅能带来一定收

益，还能带来很多存款，更重要的是

这些贷款通常都是批量做的，业务量

很大也很安全”。

“利率下调后，理论上讲银行的

贷款意愿会变强烈，但是实际上银行

并没有降低贷款门槛。”郭田勇介绍

说，银行并不会因为融资成本的降低

而降低贷款门槛，反而因为坏账率的

增长而提高企业贷款审核的标准。

其实，银行考虑的问题也并非毫

无根据。从银行发布的三季度财报

来看，各家上市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

不良贷款率普遍上升，农业银行的不

良率更是达到2%，蝉联坏账率第一。

“银行对于企业的贷款还是很慎

重的，有些银行只是在表面上呼应政

策，其实对企业的审核并未放松。”黄

震解释说，即便是大企业，在利息下

调之后，银行放款的态度也并未松

动，尤其是当下经济不景气，逼迫银

行在放贷时必须慎重。

接连的降息对银行形成了巨大

压力，如何揽储成了银行必须面对并

解决的问题。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为了

稳定用户，各大银行均在基础利率的

基础上一定程度地上浮存款利率，以

期吸引储户存款。

以北京地区一年期定存为例，国

有四大行的存款利率上浮幅度不大，

执行利率集中在1.75%左右，其中，工

商银行略高为1.80%;城商行的存款利

率上浮幅度较国有银行更高一些，执

行利率多为1.95%左右。这样的做法

虽然能够挽留客户存款，但也会加大

银行负债成本。一位城商行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目前存款利率已到银行

能够承受的最大极限。

即便如此，利率持续下滑也是不

争的事实，银行储户仍然在流失。

据杭州银行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自从利率下调后，储户在存款方面确

实有所下降，这种情况年初就出现

了，但银行会给储户推荐理财产品，

减少储户流失。“在揽储方面，银行并

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通过理财

产品这个渠道来挽留客户。”这位工

作人员表示。

记者了解到，银行推出理财产

品，因为受益较高颇有吸引力。例如

杭州银行正在力推的“幸福99系列”，

它以一个月为期限，收益率为 6.0%。

同类产品还有建设银行乾元开心享

和农业银行“金钥匙如意组合”，二

者投资期限均为一个月，利率分别为

4.2%和 4.0%，相比活期存款，这些理

财产品的收益还是比较高的，而且投

资期限短、风险小，适合稳健型储户

购买。

事实上，银行理财市场已经呈现

爆发式增长。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

度 ，328 家 商 业 银 行 总 共 发 行 了

34391 款理财产品，发行规模约为

28.85 万亿元，无论是发行数量和发

行规模都较上季度有明显增长。以

工商银行为例，截至目前，其创新型

产品中开放式产品存续规模超过两

万亿元，理财产品整体存续规模达到

24600 亿元以上，已经显现出明显的

规模效应。

“理财产品确实对银行缓解揽储

问题有帮助，毕竟这些钱也是可以用

到贷款和项目投资上。”中央财经大

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

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银行做理

财产品是目前一个普遍现象，也是

“吸金”的一种方式。值得注意的是，

银行在理财产品方面存有违规操作

现象。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

长黄震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介绍，银行理财产品存在很多违规

问题。首先，理财产品资金池信息披

露不够充分并存在很多安全问题，部

分银行在做理财计划的时候也没有

做足够的调研和准备；其次，银行理

财产品存在信息披露不充分和误导

问题，对理财产品的收益没给出明确

的说明。

推理财产品缓解揽储压力

银行放贷仍然谨慎

消费贷等对私业务受到青睐

CNS供图

互联网金融的步步紧逼

及央行接连降息，让原

本就苦于利润降低的商业银

行感到了更大的压力。面对

揽储难度加大以及息差不断

收窄，银行不得不加速调整经

营策略。《中国企业报》记者在

调查中了解到，为了缓解经营

压力，不少银行纷纷抛出较高

收益的理财产品进行揽储。

与此同时，为应对经济下行可

能带来的坏账风险，银行放贷

依然审慎。而不断拓展新的

盈利增长点，亦成为各家银行

的必做功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