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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租赁助力实体经济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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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预言“中国他日必以工立国”，今天，这个预言已经

成为现实。特别是，蛟龙号下水、高铁奔驰、航母游弋、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展现了中国工

业正在攀登世界制造业和大型项目建设之巅的步伐。工业化持续推进是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基础：从 2020年到 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改革开放 40年来，中国以 GDP年均 9.5%的速度持续增长，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和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经历这样的高速工业化进程，

中国不仅建立了世界各国中最完整的产业体系（中国是世界唯一在所有各产业统计类别中都有不

凡表现的国家），而且产业结构显著提升，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也有了很大发展。《中国制造 2025》

规划了中国进一步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图景。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经济发展虽然已经取得举世瞩

目的巨大成就，但实体经济的技术水平与世界最先进国家相比还不高，一般估计，中国制造业的

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至少还有 30~50年的差距。 

    因此，中共十九大指出，中国经济将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此前中国经济高

速增长的基本特征是以数量扩张为主，经济增长动因主要体现为要素投入的增加，产业竞争力主

要基于要素价格优势。而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将着眼于更加依靠要素素质的升级和资源配

置的优化，特别是要以科技发展和创新驱动来形成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同时，还要更加重视节能

环保，实现绿色发展。 

    实体经济发展需要有金融支持，不同的发展方式对金融服务有不同的需要。在高速度增长时

期，产能大幅度扩张，往往形成过高的债务杠杆率。在经济增速放缓、利差收窄、资金供应趋紧

的情形之下，再不能通过高杠杆套利来追求粗放式增长。如果继续维持高速度增长阶段的金融模

式，不仅会增加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而且可能进一步导致金融业脱实向虚；不仅会加大金融风

险，而且难以适应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所以，一方面要求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另一方面又要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为未来几年的“三大攻坚战”之首。 

    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既要形成新动能，又要防范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体现在实务层面实

际上就是要求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和服务创新。其中，融资租赁就是一个重要的金融创新领域，可

以作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高各种资源利用效率的可行方式之一。 

    租赁是一个传统业务，古已有之，而在现代经济中仍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第一是可以物尽

其用，企业能够盘活闲置设备资产，提高固定资产的运营效率；第二是可以人尽其才，企业的人

力资源，可以通过使用租赁设备来实现其生产力；第三是实现钱尽其能，企业将原来需要投资在

固定资产上的资金转投于运营过程，有助于提升资金配置效率。 

    金融机构进入租赁领域，形成融资租赁业务，可以在金融业和实体产业之间架起创新性的资

源配资通道，更有效地发挥金融资源的助推作用，即以租赁形式向企业提供相应的设备及其他资

源，不仅可以促进金融行业业务创新，而且能够向实体经济精准“供血”，实现资金良性循环，

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的资金周转压力，进而实现产业流程的顺利运营。2017年，民生金融租赁就联

合交银租赁、工银租赁等一起成立了“金融租赁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联盟”，主要涵盖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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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带沿线 11 个省市，支持范围包括重大基础设施、旅游、生态环保、公共服务等领域。该联

盟是长江经济带投融资体制的创新之举，第一个项目已与 2018年 2月成功签约落地。 

    船舶业是较普遍地实行金融租赁的行业之一。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全球航运、船舶制造业影

响巨大，导致其相当程度的衰退。而中国航运企业却能率先走出低谷实现复苏，其中，融资租赁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金融租赁公司以有效方式筹措资金，向船舶制造企业订购船只，采用租赁方

式将船舶租赁给航运企业使用，以获得租金方式实现资金周转，可以解决航运企业购船资金不足

的困难，同时缓解造船企业的资金周转压力，而且可以为造船企业增加订单，开拓更大市场。融

资租赁方式，替代了以往造船和航运企业都主要依赖银行贷款的融资模式，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实

体企业的资金压力和债务风险。特别是航运企业可以避免因购买设备而需要的一次性巨额资金支

出压力，将通过采用融资租赁方式而节约下来的资金投入到其他业务用途上；租金支付方式缓解

了债务融资（商业银行贷款）到期时的集中还款资金压力，有助于管控风险。 

    融资一直是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企业常常面临的一个难题，“贷款难”是人们常常听到的

企业抱怨。从统计数据看，2006~2016年的 10年间，我国制造业的贷款比重从 25%下降到 16.2%。

银行贷款一直是企业所依赖的外源资金主要获得方式。根据今年 2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

金融中心等研究机构联合发起的《中国社会融资环境报告》，在企业融资结构中，除银行贷款

（54.84%）之外，承兑汇票占比为 11.26%，企业发债占比为 16.5%，融资性信托占比为 7.66%，

融资租赁占比为 3.95%，保理占比为 0.44%，小贷公司占比为 0.87%，互联网金融(网贷)占比为

1.10%，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占比为 3.39%。可见，融资租赁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015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金融租赁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形成了促进行业发展的国家层面顶层设计，与《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金融

租赁公司风险监管核心指标》等共同形成了保障行业健康发展的制度性规范。融资租赁是与实体

经济紧密结合的一种投融资方式。《指导意见》指出，金融租赁公司是为具有一定生产技术和管

理经验但生产资金不足的企业和个人提供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截至 2017 年底，全国共开业金

融租赁公司 64家，实收资本达 1630.06亿元。在已成立的金融租赁公司中，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

达到 40家，占比 62.5%。 

    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仍将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城镇化进程将快速推进，城乡

建设方兴未艾。2017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维持在 20%左右，这都意味着市场对于工程机械

以及各相关产业的需求将长期保持高位增长态势。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催生出沿线

国家的大量港口、机场、铁路、核电、电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需求，相当数量的中国企业正在

积极通过设厂、投资、收购等方式，寻求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的延伸整合。随之衍生的跨境融资

需求也必然不断放大。其中，金融租赁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中国租赁公司已经参与到“一

带一路”当中，如民生金融租赁、工银租赁、国银租赁、交银租赁等均在飞机和船舶等领域有诸

多项目落地。 

    金融租赁的实质是资产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从而摆脱了传统的财产占有观念和制度约

束，有利于创新经营模式和业务方式，更好地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特别是大规模建设和资本密集

型产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使原本具有重资产特征的实体经济企业，实现相对的轻资产化。企业

使用大型设备的需要，可以通过不产生本企业过大的投资额的方式而得到满足，是金融租赁所创

造的一种“巧妙”机制。采用这一商业模式，可以优化企业资金结构，也给从事这一业务的金融

企业开拓了业务创新空间。首批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之一的民生金融租赁就提出了把经营性业务

比例提高到 50%以上的目标。 

    由于融资租赁具有“融资”和“借物”的双重属性，将金融资本与实业企业进行有效对接，

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平衡和转换、分摊金融资本与实业经营风险的一个可选择方式。例如，在中

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也需要金融服务“走出去”，但跨境业务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沿线

国家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差异，能够融入当地环境，适应各类差异，是中国企业成功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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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的关键之一，这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管控与防范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同于其他金

融业态,依托租赁物来防范租金回收风险的风控模式，使得租赁产品在跨境业务上显现出独特优

势。 

    当然，世界上没有毫无风险的融资模式和商业模式。尽管金融租赁可以成为金融助力实体经

济发展的一种创新方式，但是在运行过程中依然要注重防范行业本身可能具有的一定风险性。作

为链接金融与实体经济的重要渠道，金融租赁企业必须提高自身的运作能力和业务水平，对相关

实业的特征、行业生态、发展前景以及运行特点等应有所把握，要有一定的前瞻性预测能力，通

过精准投放金融资源，不仅助力实体经济发展，而且实现金融企业和实业企业双方的风险控制与

防范。 

    总之，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防控金融风险及创业生产风险，也就是金融租赁自身进行创新发

展和业务拓展的根本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