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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小企业信贷中心总经理彭琨

创富大赛最高融资额提至2000万

企业“融资难”
有所缓解

去年上千项目
因大赛获益

文化创意企业

有形资产不足
融资难

园区企业

受流动资金
不足困扰

银行“搭台”，企业“唱戏”，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北京分行创富大赛即将启动。这是该行第二年联
合新京报举办该活动，旨在为京城百姓致富、中小
企业主创富提供融资平台和指导支持，求解小微企
业的融资难题，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创富热潮。

大赛面向大众和小微企业主征集创富方案，
通过专家学者、优秀企业家、邮储银行和权威媒体
对参赛选手的创富项目进行综合评比等方式，决
出优胜选手，优胜者有机会获得最高2000万人民
币的融资支持以及一系列的比赛大奖。

今年来小微企业融资现状究竟如何？此次创
富大赛与去年相比有何不同？为此，新京报对话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小企业信贷中心总经理
彭琨。据介绍，今年的大赛有着覆盖范围更广，融
资支持力度更强，赛事设置更贴近北京市产业政策
导向等特点。

新京报：创富大赛主要
初衷是在求解小微企业“融
资难”问题，能否介绍下北
京市今年小微企业的融资
环境？

彭琨：在北京地区，有
25万家中小企业承担了60%
的税收，如何帮助其更好地
融资成为了各界关心的问
题。但现在我们发现这一状
况已经有了很大改观。这可
能与去年以来实体经济发展
确实遇到困难，需求不旺使
得一些中小企业融资迫切度
有所下降有一定关系。

但更应看到，政府对中
小企业融资的大力支持，各
家金融机构都在积极开拓中
小企业这片蓝海市场，各家
银行支持小微企业的额度不
断宽松，使得今年来小微企

业的融资需求得到缓解。但
是，小微企业财务管理的不
规范、少资产、生命周期较
短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制
约着发展。

目前，邮储银行对小微
企业的针对性信贷产品已
较为完善，从无需抵质押的
小额信用贷款，到个人商务
贷款、小企业贷款、供应链
金融等等；“不唯财务报表，
更关注实际经营”，开展上
门服务、背包银行；其次我
们设定合理的风险容忍度，
还按照总行规划调整额度
限制，为小微企业提供宽松
的融资环境。一直以来坚
持发展中小企业的战略定
位，构建了完善的中小企业
服务体系，创富大赛就是一
个非常好的体现。

新京报：去年北京地区
举办了第一届创富大赛，效
果如何？

彭琨：大赛通过三个月
的实践，我们有几个突出感
受：一是覆盖面广。众多企
业热情参与，全市共接受客
户咨询近 2 万多人次，1241
名参赛者报名，客户覆盖种
植、养殖、农业观光、商贸、
文化创意等20多个行业。

二是关注度高，社会各
界关心支持。大赛紧密围绕
中小企业和农户创富这一话
题展开，政府相关部门、行业
协会、商会等纷纷牵线搭桥，
有 15 位经济和创业领域的
专家为客户出谋划策，受到
社会的广泛关注。

三是效益显著，多方共
赢。大赛切实加大了对中小
企业的融资支持，共有上千
创业项目因大赛受益，各类
科技创新企业、中小企业及
农商户获得的融资支持超过
5.8亿元，诚实守信的信用文
化和智慧创新的致富实践得
到了倡导。大赛也让银行更
加了解小微企业发展特点，
创造更多个性化、有针对性
的融资品种，总之社会的认
可与反响也更加坚定了我们
继续搭载创富平台的信心。

四是倡导了“科技创富、幸
福创富、勤劳创富”的理念，有
效带动了一批小微企业发展，
也促进了全社会支持中小企业
发展，关注实体经济的氛围。

文化创意产业一直是
北京市的支柱产业。今年 1
至 5 月,全市规模以上文化
创意产业法人单位实现收
入 2989.5 亿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10.2%。

然而，从文化创意类企
业的特点来看，文创类企业
的核心价值往往在于人才、
技术等无形资产，产品的附
加值较高，可用于抵押贷款
的有形资产不足，使得文化
创意企业很难有效利用银行
贷款这一重要的融资方式。
此外，文化创意企业多数难
以达到上市要求，想要利用资
本市场融资也遭遇诸多限制。

邮储银行有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本次创富大赛，
邮储银行将面向广告会展、
动漫游戏设计、出版发行、
文艺演出、影视制作及交
易、设计创意、古玩及艺术
品交易、文化体育休闲和文
化旅游共九大类的中小微
企业提出的创富项目展开
科学、全面的评估，对最终
获奖的企业，将按文创类奖
项设置给予重点信贷支持。

根据北京市经信委公布
的消息显示，截至 2012 年，
北京市已拥有中关村科技园
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天
竺出口加工区三个国家级开
发区和八达岭等 16 个市级
经济开发区，此外还拥有国
家新媒体产业基地和石景山
首特小企业创业基地，以及
十多个文化创意产业基地。

但是，园区企业由于业
务、发展目标各有差异，融
资需求也不尽相同，中小企
业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也
一直困扰着园区企业。北
京市海淀区工商联副主席
栾润峰曾表示，中小企业融
资难在于中小企业与银行
双方之间信息沟通的途径
不够畅通，“差钱的中小企
业急需资金用于企业发展，
不差钱的银行却拿不准向
哪家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才
能风险最低化。”

邮储银行有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本次创富大赛，

“园区类”企业将面向各级
工业园区、产业园区、创业
园区、示范园区、工业基地
和产业基地等中小企业广
泛征集创富项目，对最终获
奖的企业，将按园区类奖项
设置给予重点信贷支持。

新京报记者 张轶骁

最高融资额相比去年翻番
新京报：除了贷款以

外，参赛者们在大赛中还
能有别的受益吗？

彭琨：除了贷款这样
的“真金白银”以外，大赛
也为参赛选手提供展示的
平台和相互沟通交流的
机会，使小微企业在被媒
体及社会关注的同时还
得到了互相学习的机会，
品牌和影响力都有很大
提升。选手们还得到了
业内专家的现场指导和
点评，行业形势、企业发
展、融资指导。

新京报：今年的创富
大赛与去年相比有什么
不同？

彭琨：最大的特点是产
业导向强、支持力度大。首
先是产业导向强，本次大赛
面向园区类企业、科技类和
现代农业类、文化创意类、
邮储相伴成长类五类客户
征集创富方案，其中文创
类、园区类、相伴成长类都
是此次增设的。

其 次 是 支 持 力 度 更
强，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
最高不超过 2000 万元的融

资支持、以及合作媒体的
广泛宣传，贷款最高额度
在去年千万元的基础上已
经翻番。

新京报：刚刚提到的这
五类客户是怎么敲定的？

彭琨：这五类客户的敲
定充分考虑了首都区位特
点和北京市产业政策导向，
体现了北京市科技创新和
文化创新“双轮驱动”的要
求。可以说他们都是国家
和北京市鼓励发展的行业
客户。

新京报记者 黄锐

■ 热点产业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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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小企业信贷中心总经理彭琨。 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