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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兴业银行青岛分行持续推行的
“小微企业三大优惠计划”，为客户提供了开
户结算费用减免、闲置资金增值、特色融资
产品等多种优惠政策。同时该行在各营业
网点还设立了小微企业服务专员，专职办理
小微企业的开户、支付结算等业务。目前，
小微企业服务专员已服务小微企业达1000
余户，累计为其减免各项费用50余万元。

另外，兴业银行青岛分行创新推出并
不断升级的国内首款对公移动支付产品
——兴业管家，目前已支持在线办理对公
移动支付、批量汇款和工资发放、账户查询
等众多业务，且转账手续费全部予以减免，
有效节约了小微企业财务成本。截至目

前，青岛地区已有近 1000 家小微企业使用
了兴业管家，通过兴业管家发起的转账笔
数累计超过 2 万笔，累计转账金额超过 14
亿元，累计减免转账手续费50余万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并明确提出要“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能力”。下一步兴业银行青岛分行将积
极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惠千家”
行动为契机，切实推动小微金融“业务沉下
去，服务提上来”，不断提高小微金融服务
水平和服务效率，以实际行动助力实体经
济、践行普惠金融。

兴业银行青岛分行：
不忘初心扶实体 坚定不移助小微

2017年年初,兴业银行

青岛分行于同业中率先提

出“惠千家”支持实体企业

行动，坚持把服务实体经

济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勇当支持小微企业

发展的主力军，持续完善

小微金融服务体系，切实

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坚定不移助力小微企业发

展壮大。

为突破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瓶
颈，兴业银行青岛分行联合青岛某物流集
团创新推出“兴业海运通”线上融资产
品，该产品依托于物流集团先进的管理平
台，结合兴 E 融、网上自助循环贷等创新
产品，将为该集群项下 840 余家中小货代
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据了解，该物流公司下游订舱平台

客户大多为货运代理公司，企业规模普
遍较小，受限于自身实力，难以直接从船
公司采购运力，资金周转较为紧张。而
通过“兴业海运通”业务模式，符合资质
的货代公司可在兴业银行网上循环贷系
统中发起贷款的线上支用，兴业银行青
岛分行在系统内核实申请主体的额度、
征信记录等情况后，将贷款资金直接受

托支付转入该公司账户，货主方与货代
公司结算运费直接用于归还分行“海运
通”运费融资，实现资金闭环流动。通过
该公司的订舱平台，兴业银行还可全面
掌握业务流程中的信息流、物流和资金
流，既能确保贸易背景真实，又能缓解小
微企业融资压力，提升结算效率，优化支
付流程。

线上贷款，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新三板市场作为我国资本市场体系
服务创新创业、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
重要突破口，汇集了大量科技型、创新
型、高成长型中小微企业。截至 9 月末，
青岛新三板挂牌企业总数已达 115 家，其
中不乏拥有高新技术、具有高成长性的
优质小微企业。为服务新三板挂牌企
业，兴业银行青岛分行创新推出了“三板

通”系列产品，该产品包含“三板贷”“新
三板股权质押”“投联贷”“投贷通”等多
样形式，可为新三板挂牌企业提供“债
权+股权”的多种金融服务。

记者了解到，青岛一家从事地铁站台
自动屏蔽门、检票通道、自动售检票系统的
研发、生产及销售的企业已于去年成功挂
牌新三板，2017 年，伴随着青岛地铁的不

断发展，该企业为扩大业务规模，向兴业银
行青岛分行申请新增贷款 900 万元，但企
业无法提供抵押物。考虑到该企业实际经
营状况良好及行业发展潜力较大，且企业
为优质新三板挂牌企业，兴业银行青岛分
行同意以新三板股权质押的方式为其新增
贷款 900 万元，成功解决了企业没有抵押
物的困境，满足了企业的融资需求。

股债结合，构建科创金融新模式

工业厂房贷款是兴业银行青岛分行
为实现小微企业金融产品创新、转型和
升级推出的专属服务产品，具体是指银
行向小微企业发放用于向开发商购买新
建标准厂房、向其他主体购买二手标准
厂房或自建标准厂房的贷款。如某公司
是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为
扩大生产规模，该公司想在青岛高新区
成立子公司，在购置土地建设厂房时急

需银行信贷资金支持，但因该子公司尚
处于建设阶段，没有销售收入，申请流动
资金贷款达不到银行授信要求。兴业银
行青岛分行考虑到企业实力及未来发展
潜力，同意通过工业厂房按揭贷款模式，
向该子公司提供厂房按揭贷款 7000 万
元，贷款期限 5 年，专项用于支持其厂房
开发建设，成功解决了企业中长期融资
难题。

厂房按揭，定制企业发展专属服务

多措并举，持续推进减费让利

A股重要股东增持数创年内新高
12 月 11 日晚间，A 股上市公司荣盛

发展公告，控股股东荣盛控股于12月8日至
12月11日增持公司股份240万股，均价为
8.6051元/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552%。公
告称，荣盛控股拟在未来3个月内增持公
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1%(含此次已增持股份)。

“公司股价严重低估。”这一公告可
谓说出了众多上市公司重要股东的心
声。11 月以来，随着部分小市值个股股
价的大幅度回调，A股上市公司重要股东
增持形成热潮。“从公告的情况看，其中
大部分是诚意增持，但也夹杂着忽悠式
兜底增持。不过，总体而言，部分小市值
公司跌出了价值，是可以确定的。”广州
一位私募人士表示。

914家上市公司增持自家股票
12 月 8 日晚间，奥特佳公告，公司实

控人王进飞当日增持公司股份 210 万股，
增持比例 0.07%，耗资约 830 万元。王进
飞计划未来一个月内，以自筹资金出资
不超过 1 亿元增持公司股票，12 个月内累
计增持比例不超过 2%。王进飞目前持股
比例 15.83%。

11日晚间，雪莱特公告，公司股东陈建
顺计划自 2017 年 12 月 12 日起 6 个月内
（2017 年 12 月 12 日至 2018 年 6 月 11 日），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择机通过二级市场
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金额不低于 1000 万
元，增持价格为不超过7.50元/股。

在新南洋公告称获得中金集团及一致
行动人举牌仅一日之后，12 月 12 日晚间，
新南洋公告显示，上述举牌方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新南洋1%~10%股份。

除了重要股东公告拟增持的，也有大
股东兜底式增持。12 月 10 日晚间，联建光
电和龙泉股份实控人呼吁员工增持，并承
诺兜底。至此，11 月以来已经有 5 家公司
倡议员工增持，并且有4家公司实控人承诺
兜底，另外两家是科陆电子和怡亚通。

根据同花顺 iFind 数据，近一个月以
来，共有259家A股上市公司重要股东增持
本公司股票，其中，增持市值在 1 亿元以上
的有36家，增持市值在1000万元以上的有
156 家。从 11 月单月看，重要股东增持数
量为全年之最。

截至 12 月 13 日，今年以来共有 914 家
A 股上市公司增持自家股票，大幅高于去
年全年 713 家。尤其是在 11 月以来部分
个股大幅调整之后，股东公告增持的公司
明显增多，近一个月来，A 股共有 47 家上
市公司重要股东公告拟增持本公司股票，

明显高于以往。

股价连续下跌促使股东增持
“增持的直接驱动力是股价单边下跌，

大股东坐不住了，通过增持给市场以信
心。”一位券商分析师表示。

以“股价严重低估”的荣盛发展为例，
该股股价从 4 月 14 日最高点 15.15 元跌至
近期的最低点 8.37 元，其间几乎没有像样
的反弹，已经逼近今年年初的最低点 7.2
元。不过，在此期间，公司业绩是不断增长
的。根据预告，荣盛发展 2017 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97771.17 万元
至 580733.03 万 元 ，同 比 上 升 20.00% 至
40.00%。13 日收盘数据显示，荣盛发展市
盈率为10.3倍，属于低市盈率范畴。

跌出的价值摆在那里，但是如何辨别
真假却需要火眼金睛。上述私募人士表
示，首先可以从增持公告上看，增持金额

“不超过”某个金额的，要担心套路；“不低
于”特定金额，且金额较大的，还有已经实
施的，则更有诚意。

根据同花顺数据，自 2017 年 4 月 14
日以来，1 万元以下重要股东的增持超过
35 家，有的增持数量仅为 100 股，如溢多
利、劲嘉股份等。而增持金额最低的日
科化学，仅为 700 元，目前该股股价已经
跌至 6.21 元。

上述私募人士表示，只有当增持份额
达到 1%以上时，或增持在千万元以上时，
才值得认真研究。因此，尽管今年增持股
份的上市公司多达近千家，但是，真正值得
关注的也只有156家。

他认为，除了增持用语和金额外，对公
司价值本身的分析和辨别重要股东是否被
迫增持，更加重要。 （南方）

中小创公司增持回购激增

记者最新统计发现，11 月以来的近
一个半月内，发布实施增持公告、增持计
划和回购计划的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已
达 358 家，超出 2016 年最后两个月 177
家逾一倍。其中，发布回购计划的中小
创公司有58家，是去年同期26家的两倍
有余。

金额方面，期间已公告实施增持的
金额达137.33亿元，超过去年11月和12
月累计增持的 111.76 亿元；其间回购计
划上限的累计额度达 34.9 亿元，远超去
年末两月的 0.76 亿元。其中，单个公司
获得增持金额超过亿元的数量达到 40
家，增持金额 5000 万元至 1 亿元的公司
数量达26家，而2016年最后两个月上述
数字分别为25家和13家。

以宁波银行为例，其重要股东雅戈
尔12月4日发布公告称，今年下半年以来
已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宁波银行 7781.03
万股，交易金额合计12.55亿元。

从行业分布来看，上述中小创公司
主要处于新材料、医药、环保、计算机电
子软件、高端制造等行业。在已实施增
持金额超过 1 亿元的 40 家中小创公司
中，计算机电子通信类公司占了6家，新
材料公司有 5 家，环保类企业为 5 家，医
药类企业有3家。

与此同时，机构也在紧锣密鼓地调
研中小创公司。据 Choice 统计数据，11
月1日至12月13日，在获得机构调研的
634家公司中，有482家为中小板和创业
板公司。 （上证）

第1财金专讯 美联储日前加息，推动
国内市场流动性趋紧，研究机构普遍认为
市场利率将进一步走高。天相数据统计显
示，2012 年至 2016 年 5 年间，各年度 11 月
份货币型基金的 7 日年化收益率分别为
3.42%、4.42%、4.83%、2.71%及 2.51%，而到
了12月，这一数据则分别为3.73%、4.96%、
4.62%、2.83%及 2.71%；Wind 数据显示，今
年 11月 8日~14日，货币基金区间7日年化
收益率为 3.8938%，而进入 12 月份的首周
（11月29日~12月5日），货币基金的收益率
抬升至4.6249%，上涨幅度非常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短期理财债基的中长
期表现，要优于货币基金。银河证券数据

显示，截至 12 月 8 日，过去 2 年、3 年、5 年
中，短期理财基金的平均收益均高于货币
型基金，这与短期理财债基的投资方式有
关。如信诚 28 日盈债券型基金主要投资
于现金、银行存款、大额存单等流动性好
的货币市场工具；而在产品运作上，信诚
理财 28 日盈一般以 28 天为一个运作周
期，期间采取封闭式管理模式，这种将

“封闭式”的收益优势和“定期开放”的流
动性便利有效结合的投资方式，既满足了
投资者的流动性需要，又能够帮助投资者
获得相对稳定的投资回报，单笔申购低至
100 元，明显低于银行理财产品万元起步
的门槛。 （和讯）

市场利率再现年末效应

港股公司密集回购 牛市或将延续

第 1财金专讯 从 11 月下旬至今，港
股市场一直在进行调整走势。值得注意的
是，市场的回调并未影响公司回购股份的
信心。数据显示，2017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13日，港股主板共有 142家公司发起回购，
多家公司年内多次发起回购。综合来看，
回购金额前十的分别是长实集团、中国恒
大、碧桂园、神州租车、瑞声科技、康臣药
业、复星国际、国美零售和新濠国际发展。
回购的公司集中在地产、工业工程、软件服
务和纺织、服务及个人护理等行业，其中不
乏知名的行业龙头。虽然现在进行 回购
的公司或行业类别跟一年前相比已大不
同，但是以金额来说，并没有太大分别。
2017年内前11个月单月公司回购数分别为
34、17、29、37、35、39、31、39、53、35、41家，
12月至今则为45家。结合恒指走势来看，2
月市场出现明显上行，回购数单月全年最
低。而9月市场出现几日连续的大幅回调，
11月底至 12月初回调幅度甚至更大，回购
的数量也随之攀升。12月仅仅 13天，回购
数已经超过全年其他月份。

市场分析人士表示，股份回购是指公
司按一定的程序购回发行或流通在外的本
公司股份的行为。一般来说管理层认为股
价被低估，需要向市场释放积极的信号，这
是上市公司回购最直接的目的之一。此
外，回购还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当公
司有富余现金的时候，用这部分现金回购
股权是提高股东回报的好方法。当然，回

购还能够减少流通股份以反击恶意收购。
虽然仅靠公司回购来判断未来股价的走势
并不是最客观的方法，但市场出现公司密
集回购的集体行为，仍具有一定代表性反
映公司看好后市。

业内人士表示，公司回购的最主要目
的是向市场传递股价被低估的信号，但公
司阶段性集中回购行为更具有代表性，回
购潮与港股市场走势有着密切的联系。

根据历史数据统计可以看出，香港市
场近期有几轮明显回购潮。第一轮回购
潮：2007年“股灾”后，2008年，公司的回购
金额达到 154 亿港元，超过了 2007 年回购
量近两倍。此轮回购之后，恒指在接下来
10 个月上升近 64%。第二轮回购潮：2011
年 3 月开始的股市回调中，恒指下跌了近
25%，与此同时，当年3~12月总回购达到92
亿港元，接近 2011年全年的两倍。2012年
1~4 月，恒指反弹为 14%。第三轮回购潮：
2013年 1月开始的 14个月内共有 170亿港
元的公司股票得到回购，在这一轮回购进
行的过程中，股市实现了触底反弹，这轮行
情由2013年下半年开始一直持续到了2015
年 4 月，上升幅度高达 35%。第四轮回购
潮：香港股市在 2015 年 4 月触及 28433 点
后，随后掉头向下，在 9 个月内下跌近
30%。而本轮回购潮于 2015年 7月开始至
今，月均回购超18亿港元，远超2007年1月
到2015年6月的月均回购8.6亿港元，与此
同时，恒指也一度大涨超50%。 （中证）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