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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融物、融服务
——浙商银行创新金融服务打造智能制造服务银行

针对上述痛点与问题，浙商银行从智能制造实
施的供给和需求两端入手，充分发挥银行的资金融
通、信用中介、衍生服务等职能，创新研发履约见
证、设备外包、流动性服务等专项金融产品和服
务，逐渐探索出一套“融资、融物、融服务”的综
合金融服务模式。

1、创新履约见证服务，打破供需双方信息不
对称、交易难达成的障碍与隔阂。

智能制造实施过程的最大痛点，在于供需双方
信息不对称、相互不信任、交易难达成。制造企业
有想法、有意愿，但对如何实施、实施效果到底怎
么样存在顾虑，对工业信息工程公司是否具备服务
能力、能否达到承诺成效也缺乏信任。而对工业信
息工程公司来说，项目实施以后，下游制造企业能
否按期付款也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为了保证收款安
全，信息工程公司基本要求制造企业先付款，这进
一步限制了下游企业，特别是大量中小企业的改造
意愿和范围。

针对这个难题，浙商银行深入研究后，创新履
约见证服务，由浙商银行负责信用调查，并为交易
双方履约提供见证。若其中一方违约，银行先行垫
付违约金，用于向对方偿付，并向违约方追偿。对
于仍然不付款的，银行可以将企业不良信息录入人
民银行征信黑名单，从而增强双方约束，促使交易
达成。

2、创新智能制造分期融资服务，解决中小企
业资金投入压力。

中小企业是国内制造业的主体，目前普遍面临
缺钱实施智能制造，融资难、担保难仍然制约企业
改造升级。同时，设备供应商在服务中小企业时也
面临商业信用不健全、收款压力大等难题。

浙商银行针对设备供应商销售模式和结算方
式，创新推出智能设备分期融资解决方案，既能促

近年来，浙商银行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制造2025》《关于金融支持制造强国建设的指导意
见》《中国制造2025浙江行动纲要》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和要求，针对智能制造实施
的真正“痛点”与难点，突破简单融资的传统方法，精准把脉，率先实施“融资、融物、融服
务”的智能制造综合金融解决方案，支持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升级。经过两年的探索、创新和实
践，浙商银行的智能制造金融服务模式，得到了市场充分肯定。

智能制造前景广阔，但实施过程远非一帆风
顺，新的技术行不行、改造效果好不好、投入费用
贵不贵、智能制造值不值，再加上制造企业在人
才、技术和资金等各方面的匮乏，都严重影响智能
制造实施进程。为突破智能制造实施瓶颈，浙商银
行通过大量调研、实践后发现，传统企业在实施智
能化改造的过程中主要存在三大“难题”：一是，
一次性投入大、回收周期长，企业投入资金压力
大；二是，智能设备定制化程度高，工艺差异大、
科技含量高，需要持续升级维护，服务方和实施方
必须深度合作；三是，不同企业对智能制造投入金
额、投入方式需求不同，传统简单的信贷服务难以
满足需求。因此，需要从智能制造实施过程的服务
方（工业信息工程公司）和需求方（制造企业）两
端入手，创新不同类型的金融工具来更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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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传统信贷模式
创新智能制造金融服务

进中小制造企业顺利实施智能改造，又能帮助设备供
应商加快回款，扩展销售渠道。浙商银行为供应链核
心企业核定供应链授信，这些授信专项用于补充核心
企业下游中小客户向其采购设备的资金缺口，并且所
有的授信核定有别于传统银行授信审批模式，只要是
核心企业推荐的客户，分行可自行采用简化的批量标
准审批模式操作；下游中小企业只要支付一定比例的
首付款，就可向浙商银行申请剩余部分的融资，贷款
实时支付到核心企业账户中，做到专款专用，帮助核
心企业快速回笼资金。而下游企业分期偿还融资，缓
解了资金压力。

3、创新智能设备外包模式，变“买设备”为根据
设备使用情况“按加工件数付费”，缓解中小企业智能
制造“投不起”的烦恼。

在智能制造推进过程中，经常遇到中小企业有想
法、有意愿，但面临一次性投入大、现金流不匹配的
问题，想享受设备升级带来的效益，但又“投不起”。

针对企业面临的这种困境，浙商银行联合设备厂
商，改变传统的单纯“卖设备”的模式，探索采用设
备外包服务模式，即不销售设备，而是通过外包或分
时租赁方式给下游企业提供设备使用权，并根据使用
效果收取使用费。浙商银行为核心企业核定设备外包
授信，并与核心企业、下游客户签订三方协议，约定
设备使用保证金、付费计量方式和付费模式等，下游
客户支付10%至20%的保证金即可获得设备。设备完
成安装调试后，浙商银行将设备的固定成本部分垫付
给核心企业，并约定下游客户定期将费用支付到浙商
银行指定监管账户，浙商银行扣除本息后将剩余部分
支付给核心企业。

该模式无须下游客户投入设备，而是按产出付
费，深受客户欢迎。同时，帮助核心企业大大提高利
润空间。

4、创新搭建流动性服务平台，保障制造企业智能
制造实施后的流动资金需求。

智能制造改造项目的投入，少则几十万，多则成
百上千万。但智能制造实施以后，订单扩大了，采购
原材料、组织生产需要的日常流动性资金可能更多。
流动性压力也是很多制造企业面临的现实问题。传统
的做法是企业要么在账上常年准备大量的资金备付，
要么依赖银行借款或高成本的民间资金，存在融资成
本高、杠杆高的问题，甚至可能引发资金链风险。

浙商银行提出打造企业的流动性服务银行，帮助
制造企业全面盘活应收票据、应收账款、理财产品、
大额存单等流动资产，不足的部分，再用银行授信额
度，减少制造企业外部融资额，降低融资成本。

在日常结算中，企业常常有大量的票据被闲置，
无法有效盘活流动资产。对此，浙商银行提供“涌金
票据池”服务，在帮助企业科学管理票据的同时，盘
活了企业大量“沉睡”的小票、短票资源，企业分类
入池质押生成池融资额度，随时在额度内办理各类融
资业务。同时，支持企业随借随还，减少日常备付资
金，节约利息支出，改善企业流动性管理。据测算，
企业通过池化融资方式盘活票据资源，降低了企业融
资额和利息支出，节省财务成本达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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