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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金融如何掘金千亿产业
日前，由市委宣传部、

市文广新局、市金融办、中
国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
等主办的 2017 宁波文化产
业与金融资本对接会，吸引
了30余家金融机构和200余
家文创企业参加，17 个项
目现场签约，签约金额达 5
亿元。

更令业界振奋的是，这
次对接会传出消息，我市的
文化企业融资渠道将有更多
选择，宁波股权交易中心即
将 推 出 “ 文 创 板 ”“ 金 保
贷”，宁波产权交易中心、
文创小贷公司、云朵网正准
备为文化企业打造新的融资
平台。有关专家认为，受我
省打造万亿级文化产业、我
市打造千亿级文化产业等利
好政策的刺激，金融资本正
快 马 加 鞭 进 军 文 化 “ 蓝
海”，掘金文创产业。

本报记者 崔小明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文创产
业和金融产业的融合发展，以创建
国家文化金融合作试验区为目标，
积极探索，先行先试，创新了文化
金融的政策体系、组织体系、投融
资体系、公共服务平台体系，实现
了文化产业和金融业的共赢。金融
机构累计为 8000 多家文化企业和
近百个文化重点项目建设提供了个
性化融资服务。

2014 年，市委把深化文化金
融合作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年度重
点工作。2015 年，市政府把创建
文化金融合作试验区写入了政府工
作报告。2016 年，我市把深化文
化金融合作纳入“十三五”文化发
展规划。自 2013 年开始，市委、

市政府把文化产业作为全市重点产
业，每年召开全市文化产业发展大
会，印发《关于推进文化产业加速
发展的若干意见》《宁波市文化产
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
年)》《关于加大政策力度深化科
技金融融合和文化融合合作的意
见》 等政策文件。2016 年首次发
布 《宁波市“十三五”文化产业
发展规划》，确立发展八大重点产
业，为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明确了方
向。

截至 2016 年底，我市文创产
业实现增加值585.96亿元，同比增
长 16.48%，占 GDP 比重为 6.86%，
文化法人单位数和文化制造业总量
居浙江省首位。

顶层设计提供政策保障

设立和扩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
资金。2008 年首次设立 1500 万元
的市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2011 年资金规模达到 5000 万元，
2015 年增至 1.5 亿元，2016 年增至
2.045 亿元。每年采取贷款贴息、
项目补助等形式支持文化产业发
展，去年下达补助、贴息和奖励资
金 4630 万元，为 100 个项目 （企
业） 提供支持。各区县 （市） 另设
有规模200万元至5000万元不等的
扶持资金。市、区两级政府主导的
专项资金为金融助力文化产业树立
了“风向标”，近三年全市文化产
业领域贷款年均增长超过25%。

2014 年 6 月，我市设立文化金
融服务专营机构——农行宁波市文
创支行，这是全国农行系统首家文
创银行。文创银行实行机构专营、人
才专用、制度专项、政策专属、资源
专享。成立以来授信总额 8.7 亿元，
贷款余额4.5亿元，其中95%为文化
企业贷款。此外，各金融机构积极构
建差别化授信体系，推出了许多切
实有效的新型服务模式，如“影视通
宝”“银保通达”“投贷证租”“知识产
权质押”“股权质押”“银投联贷”等。

同时，为引导金融资本向中小
微文化企业政策倾斜，我市还设立
了文化产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该
资 金 2015 年 设 立 规 模 为 1000 万
元，2016 年扩至 3000 万元，按 15

倍放大授信额度，主要用于金融机
构对中小微文化企业的贷款所产生
的损失进行补偿，其中合作银行为
企业提供授信支持，保险机构为企
业提供保证保险。运营以来，为 14
家文创小微企业提供贷款近 3000
万元，最高单户融资达400万元。

2015 年我市将民和汇通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改组为宁波市文创小
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
亿元，政府以注入部分国有资本金
的方式来支持小贷公司业务发展，
已为文创企业发放贷款 1.5 亿元，
累计业务笔数 163次，累计服务客
户146户。

为发挥财政资金的激励引导和
杠杆放大效应，吸引社会资本进入
文化产业重点领域，2016 年我市
专门设立了规模为 2亿元的文化产
业基金，主要投资市内的文化企业
和文化重点项目，实现财政专项资
金向产业发展基金转化、行政性分
配向市场化配置转变。

设立文化发展基金会。动员社
会力量促进文化产业发展，采取财
政出资购买服务、社会定向捐赠形
成资金池，首期规模 400万元，主
要支持各类公益性文化项目，包括
优秀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民间
优秀文艺作品的创作与推广等。
2016 年基金支持举办的“最美”
系列活动受到了社会各界好评。

打造多层次文化金融产品

依 托 2016 年 、 2017 年 中 国
（宁波） 特色文化产业博览会，专
设“文化+金融”板块，银行等金
融机构带着特色产品集中参展，累
计与近百家文化企业达成信贷合作
意向。2014 年，举办政、银、企
文化金融合作推进会，促成 11 个
项目与 8家金融机构达成融资意向
66 亿元。2016 年，市政府与经济
日报社合作举办“文化·金融合作
论坛”，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在甬举办“文化与金融”圆桌论
坛，为宁波文化与金融合作把脉献

策。今年 6月起，我市开展“文化
金融走一线”活动，“文化金融下
基层小分队”深入一线排摸文创企
业融资需求，宣传、推广我市金融
支持文化产业政策。

倾力打造文化金融服务、产权
交易、股权交易三大中心。2017
年4月16日，刚刚开园的民和文化
产业园吸引了 294家文化影视企业
和 34 家金融机构、企业入驻，前
期该园区已组建了民和文化金融服
务中心，整合文化担保、文化小额
贷款、文化风险投资以及拍卖、评

激发文化金融共生动力

估等功能，累计发放贷款 7800
余 万 元 ， 担 保 余 额 2500 余 万
元，风险投入 1100 万元。2016
年3月14日，上海文化产权交易
所中习文化金融交易中心在宁
波挂牌，主要承担文化产权交
易、文化金融服务、文化综合
配 套 服 务 等 职 能 。 2016 年 5
月，宁波股权交易中心成立后

专 门 设 立 “ 文 化 创 意 企 业 ” 板
块，挂牌文化企业 19 家。今年上
半年，甬派在新三板挂牌，浙江
大丰实业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挂牌，宁波新三板上市文化
企业增至 15 家、主板上市企业增
至 5 家，这些上市企业在资本市
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募得资金 100
多亿元。

总体来看，我市文创金融起
步较早，发展层次较高，特别是
近两年发展态势良好，成效显
著。但是，目前还存在着金融支
持力度不够，资本投入不足，金
融机构与文化企业相互之间不熟
悉，银行机构设置、人才准备方面
有待加强等问题，与打造千亿级
文化产业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具体来说有三大瓶颈亟待解决。

对中小微文化企业的金融支
持力度不足。我市是民营经济大
市，中小微文创企业占绝大多
数，处于成长初期的文创企业组
织形式相对松散，没有形成相当
的市场规模和成熟的经营模式，
特别是文化产品市场需求变化
快、企业生存风险高，金融机构对
企业的前景难以判断。但是，成长
型文化企业是文化创新、科技创
新、商业模式创新等集成创新的
载体，恰恰需要“雪中送炭”。如果
得到适当的扶持，一旦爆发，将

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金融机构
也将获得丰厚的市场回报。

无形资产评估体系和市场交易
体系亟待完善。文化企业主要以智
力投入为主，拥有的是著作权、商
标权、专利权等无形资产，但在价
值评估、权利归属、流动处置等方
面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质
押担保等文化要素市场尚不成熟，
导致文创银行等金融机构与文化企
业间的对接困难重重，这对金融机
构理念创新和产品创新提出了新的
挑战。

高素质、专业化的复合型文化
金融人才短缺。文化产业的竞争本
质上是人才的竞争，当前，我市文
化产业的综合指数和生产力指数位
列全国前列，发展潜力巨大，发展
动力强劲。在此背景下，文化金融
人才需求的缺口在不断加大，供需
结构性矛盾突出，需要进一步加大
对高端文化金融人才的培育和引进
力度。

三大瓶颈亟待突破

在今年省第十二次人大五次
会议上，省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
文化产业列为全省重点打造的八
大万亿产业之一。刚刚印发的市

“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也
明确提出打造千亿产业的目标任
务。文化产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
发展潜力和发展后劲，金融资本
的深度介入，将为文化产业的发
展插上腾飞的“翅膀”。从银行
业自身发展看，目前正面临宏观
经济“三期叠加”下的信贷结构
优化的转折期，通过发展文创金
融，不仅能调整信贷结构，同时
有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另据
了解，今年我市有望成为全国首
批文化与金融合作示范区。这些
利好政策叠加，为我市文创金融
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有关专家认为，文化金融部
门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推动
文创金融跨越式发展。为此，他
们开出了如下几张“良方”：

加强组织领导和政策保障，
完善文化金融服务制度。探索建
立各级政府与文化、金融机构等
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通过银行
杠杆放大政府政策引导资金的作
用。完善文化企业信贷政策，优
化融资条件，建立健全无形资产
评估体系和信贷评级体系，从制
度上解决文化企业抵押贷款无所
依凭、拥有“金山”无法挖掘的
现状。

进一步提高风险保障。文创

银行要创新制度，探索新型授信模
式，从现金流、供应链、社会资
本、人脉网络等多方面对文化企业
进行考评，针对不同资本实力、市
场前景、项目周期资金需求等特点
对文化企业进行分级，创新文化企
业信用担保体系。鼓励文化企业规
范经营管理，增强公信力、提升服
务质量、推广信用产品。综合运用
法律、经济、舆论、监督等手段完
善信用激励机制，消除银企之间信
息不对称的情况，降低放贷风险。

拓宽融资渠道。鼓励各地推动
文化与资本对接，努力打好“组合
拳”，通过投入政府引导资金，发
挥“杠杆”效应。鼓励文创银行联
合保险、投资基金等金融平台创新
业务类型，采取股权投资、债券、
资产支持计划等多种形式满足不同
层级文化企业的融资需求，丰富文
化企业融资结构，降低企业融资成
本，解决文创企业融资贵的问题。

推动文化金融产品创新。文化
企业经营特点、资源要素和资产构
成多种多样，鼓励文创银行等金融
机构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打造适合
文化企业特点的金融服务特色产
品。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逐
步扩大融资租赁贷款、应收账款质
押融资、产业链融资、股权质押贷
款等适合文化企业特点的信贷创新
产品的规模，探索开展无形资产抵
质押贷款业务，拓宽文化企业贷款
抵质押物的范围，让文化企业能融
资、融到资、用好钱。

多措并举破解难题

去年在湖南卫视热播的电视剧
《红星照耀中国》，由浙江红珊瑚影
视文化有限公司负责拍摄。但很多
人不知道，这部电视剧在拍摄时遇
到资金瓶颈，由于没有质押物，贷
不到款，曾一筹莫展。关键时刻，
农业银行宁波文创支行向他们伸出
援手。文创支行经过深入了解，得
知这部电视剧虽然没有可抵押的物
品，但已与湖南卫视签订了播出合
同，收益可期，在没有质押的情况
下，向其贷款 400万元，帮助企业
渡过难关，成就了一部红遍大江南
北的电视剧。文创银行自己也获得
满意的回报。

江北荪湖占地 150亩的蝴蝶迷
宫曾荣获吉尼斯大奖，开发商是宁
波市迷宫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但在

建设过程中，后续资金跟不上。由
于该项目地块是租来的，因此没有
可以质押的东西，银行贷不到款。
文创银行宁波支行通过调查了解
到，该项目前期已投入大量资金，
法定代表人没有其他债务，个人信
用良好。同时，该项目建成后有门
票收入，风险比较低。所以在没有
任何抵押的情况下，文创银行向其
贷款 300万元。如今，蝴蝶迷宫运
营早已上了轨道，有了稳定的收
益。

据了解，农行文创支行目前已
累计与上百家文创企业建立业务合
作，涉及行业有新闻传媒、影视动
漫、文旅项目、信息软件、城市雕
塑、电子竞技、非遗传承、婚庆、
策划设计等。 （崔小明）

无抵押文创企业
如何获得信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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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6月20日文化产业与金融资本对接会启动仪式。 （市文广新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