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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关 注 财 经 热 点

□ 李 铁

曾经站在风口的众筹咖啡馆正在经历倒
闭潮。近日，有消息称，全国首家“互联网
+金融”咖啡店——— 深圳克拉咖啡发布《停
业通知》，已于8月1日停止营业，而这距离
其开业还不到1周年。在惊愕的同时，细细
琢磨，停业也有其必然性，毕竟是国内租金
最贵的咖啡馆，每天租金及运营成本超过3
万元，年运营成本超千万元，仅依靠售卖不
足30元一杯的咖啡的确难以收支平衡。这同
时也说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即使是“站
在风口上的”股权众筹，也要充分考虑自身
的商业模式和价值，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否
则只会被下一个“风口”取代。

实体企业必须要考虑盈利能力，不以盈
利为目的不等于接受长期亏钱。设计之初，
克拉咖啡管理层就预计到，很难实现单日营
收10万元，利润3万元，咖啡业务每天亏损
最少两到三万元，因此他们将其定位于服务
互联网金融高端群体，打造线上线下投资人
对接、项目对接、商务洽谈等平台，并以此
盈利。不过，社交平台并未能带来丰厚的收
益，由于空间有限，克拉咖啡每次只能容纳
30人左右，无法举行大型活动，下午场的活
动费仅需2000元，还包括饮料和茶点，日常
运营中，仍然无法避免亏损。

股权众筹，股东很重要。克拉咖啡持续
亏损，必然要求股东继续注资才能维持经
营。论起来克拉咖啡也算是明星企业，发起
人是众多互联网金融企业，包括红岭资本、
团贷网、e速贷、融金所、e微贷、京北金融
等。不过，自去年年底起，随着风险较大和
监管趋严，互联网金融正在经历大洗牌。今
年5月，克拉咖啡的股东之一，e速贷董事长
简慧星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依法逮
捕。在咖啡馆最需要股东支持的时候，互联

网金融行业进入调整期，“补血”也就成了
难题。

众筹股东不等于经营团队。克拉咖啡的
股东大多来自互联网金融圈，虽然投资经验
丰富，但并没有咖啡馆的从业经验，他们能
够为咖啡馆带来客户资源，却无法全身心地
投入到咖啡馆的经营中 ,有资金有激情并不
等于有经验会管理。克拉咖啡CEO魏征就是
互联网金融第三方平台克拉博的CEO。事实
上，股东缺乏经验已经成为多家众筹咖啡经
营停摆的主要原因：短短半年，泰州500人
咖啡馆前后换了4届管理层；由于股东没有
主人翁意识，成立仅半年，武汉CC美咖即
关停。

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参与者大多
抱着玩票的态度，脱离了市场规律。从目前
成功的案例来看，首先要建立现代公司管理
机制，明确管理机构，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
分离。例如，济南就有一家众筹餐厅，众筹
股东近200人，但核心管理团队只有4个人，
其他人只参与分红不直接经营。通过完善机
制，使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形成一种

平衡关系，既有利于保护股东的利益，也要
给管理团队足够的经营空间，进而提升企业
竞争力。

同时，建立透明的财务公开体系。很多
众筹餐饮店股东不和的直接原因就是缺乏财
务监管、资金使用情况不够透明。在现实
中，也有一些股权众筹项目提出股东必须是
熟人，减少因股东磨合而造成的隔阂。但无
论是什么形式，首先考虑的应是通过制度来
规避风险，而非人情。

股权众筹归根到底是融资途径的创新，
而非商业模式的创新。相对于传统的融资方
式，众筹是通过互联网方式发布筹款项目并
募集资金，更为开放，门槛更低，只要被投
资者认可，谁都有可能通过众筹的方式获得
项目启动资金，这为更多的创业者提供了成
功融资的可能性。但是，股权众筹只是企业
初创的第一步，未来的路还要依靠创业者自
身去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遵照企业发展
的商业规律。“乱花渐欲迷人眼”，认清股
权众筹的本质，跳出资本喧嚣的风口，回归
企业经营本质才是正途。

股权众筹要遵照市场规律办事

□ 本报记者 王新蕾

“济南区域性产业金融中心建设取得新
进展，青岛成为全国唯一的以财富管理为特
色的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作为山东金改
的有机组成部分，济南和青岛双中心建设的
稳步推进，使得全省区域金融资源布局更趋
优化，引领着全省金融业的蓬勃发展。”在
8月18日召开的山东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
会上，省金融办主任李永健介绍山东金改三
周年的情况时说。

金改三年来，济南金融中心建设一直在
实践中探索其功能定位问题。金改之初，济
南金融中心的定位曾是“建设成为立足山
东、辐射周边省份、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黄
河中下游地区金融中心”。

“从区域位置上来看，济南市打造区域
性金融中心难度较大，而打造区域性产业金
融中心，不仅能避开同质化竞争，功能定位
也更加明显。”李永健说。

2015年以来，“落脚产业”的济南区域
性金融中心建设进入新时期。“目标是聚焦
产业需求、突出济南特色、实现错位发展，
打通金融与产业融合发展的通道，实现金融

脱虚入实，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业金
融中心’。”发布会上，济南市委常委、副
市长苏树伟介绍说。

“三年来，济南市充分发挥省会优势和区
位优势，把精准招商作为区域性金融中心建
设的重要任务来抓。”据苏树伟介绍，中国银
行山东省分行迁址入济，并先后引进渣打、东
亚、恒生、安顾寿险等外资机构，完成农商行
及村镇银行的改制运营，重汽、山钢、鲁商、山
东能源、山东黄金等先后设立了集团财务公
司等，有力提升了济南的金融集聚辐射能力。
金融集聚区建设，一直作为济南市打造区域
性金融中心的重要抓手。据介绍，济南中央
CBD规划建筑面积1000万平方米，已建成商
务楼宇200多万平方米，已进驻企业450余家。

在瞄准产业之外，优化金融发展环境也
是重头戏。今年7月，济南市政府出台《济南市
加快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促进金融业发展
若干扶持政策》，新政策具有系统性更强、覆
盖面更广、吸引力更大的特点。例如，法人金
融机构最高补助1亿元，企业上市成功奖励
500万元等，有效完善了政策信用环境。

与此同时，青岛作为国家级财富管理中
心的建设也颇为引人瞩目。“‘金改22条’明

确提出，把青岛市建设成为国内领先、面向
国际的新兴财富管理中心。三年来，青岛市
聚焦这一目标，推出了许多改革创新举措，
形成了财富管理改革创新的‘青岛模式’。”
发布会上，青岛市副市长董晓莉介绍说。

近年来，随着国内第一家外商独资互联
网保险公司、第一家外商独资财富管理公
司、第一家产融结合消费金融公司、第三支
人民币国际投贷基金以及国内财富管理机构
纷纷落户，青岛市财富管理专业机构聚集效
应显现，交易功能趋于丰富。

期间，青岛市积累了大量可复制、可推
广的创新经验。“积极发挥试验区重要事项
‘一事一报’通道优势，加大财富管理创新
试点政策推广力度，共有两批50多项创新试
点政策获得国家批准，多项全国第一单落地
实施，试验田功能初步显现。”董晓莉说。

跨境投资率先突破，并与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是试验区建设的一大亮点。近年来，
青岛市出台了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合格境
外有限合伙人试点办法，7支跨境基金进入
注册程序。在CEPA等框架下，青岛市取得
设立全牌照合资证券公司、外资控股证券投
资咨询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政策许可，金融

业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
数据显示，通过跨国集团人民币集中运

营管理、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等
各类财富管理创新政策的实施，直接为青岛
带来融资近380亿元，增加未来融资能力480
亿元，为企业节约费用超过25亿元。2015年
末，青岛市财富管理资产规模6816 . 2亿元，
较试验区获批前增长96%。

董晓莉在发布会上介绍，为强化风险意
识和底线思维，夯实风险防范的制度基础，
青岛市政府针对每一项改革试点配套设计相
应的风险控制措施，实行审慎管理。试验区
获批以来，先后制定了跨境投资、跨境贷款
等10余个改革配套文件和管理方案，确保改
革试点有章可循。为优化财富管理发展环
境，青岛市还设立了金融法庭和金融仲裁
院，保持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高压态势。

为深化对财富管理的科学认识，把握财
富管理创新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方向，青岛市
开展财富管理基础研究。截至目前，青岛市
已形成首个财富管理统计指标框架，建立财
富管理行业数据监测机制；启动中国财富管
理发展指数编制，全面客观跟踪、反映中国
财富管理行业发展程度和发展趋势。

精准招商提升济南金融集聚辐射能力 财富管理改革创新打造“青岛模式”

济青“双中心”优化区域金融资源

□记者 刘 兵 报道
本报淄博讯 8月19日，由淄博市政

府与中科招商集团双创新生态核心企业
北京创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打造的

“淄博微天使联盟双创综合体”在淄博挂
牌落地，这是我省首个“山东半岛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基地，将推动我省区域产
业升级变革、引领创新经济发展。

据了解，该综合体将构建涵盖政府、
金融和企业为主体的良性创新生态体系，
推动科技创新，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
升级，并在山东半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的体系下，共同建立以新材料为主的产业
的转型升级基金及结构调整基金，带动淄
博乃至山东区域经济创新发展。

“淄博市政府将依托示范区的优
势，独家定制各项优惠政策，在综合体
内开展政策导入先行先试，为企业创新
提供助力，并开展当地企业的牵引对接
工作。”淄博市市长周连华表示，为推

动淄博高新区产业升级，将提供高新区
产业引导基金、股权投资基金、上市融
资等优惠政策扶持。

微天使联盟作为中科招商集团发起
的重要平台，在此项目中将发挥自身优
势，为双创综合体内的企业提供金融配
套服务。“创业不缺乏物理空间，缺的
是资金、互联网和产业，而中科投资微
天使联盟正好弥补这一缺陷，并将这三
者整合在一起。我们集中社会各行业具
有优秀专业能力和丰富行业经验、资源
的资深人士，为创业者和投资人之间搭
起连接的桥梁，为创业者和投资人提供
创业和投资协助。”中科招商集团总裁
单祥双表示，微天使联盟将开展金融资
本引入、双创项目引入，以及面对企业
需求开展其他服务性的工作。

据介绍，淄博市与中科招商集团合
作成立的产业转型升级基金和结构调整
基金是本项目平台发展的重要战略步

骤。“以股权基金的方式为相关企业提
供金融支持和服务，帮助企业实现自主
创新和健康发展；同时，依托基金打造
淄博当地标准化特色孵化体系，加快新
材料产业布局。”单祥双向记者介绍基
金设立初衷时谈到。

截至目前，已有40余家战略信息型
企业正式进驻淄博微天使联盟双创综合
体，还有千余家企业在等待进驻审核。
记者走访该综合体发现，进驻单位以转
型发展的高技术含量企业为主，依托互
联网平台、现代技术实现生产经营。

记者了解到，双方的合作将分四步
层层推进，由布局平台，布局基地，布
局产业，到布局城市，同时在多面布局
的过程中，持续完成产业、政策、金
融、模式的创新。下一步，微天使联盟
还将在大连、厦门、杭州、成都等城市
陆续布局，计划把在淄博市经过验证成
功的模式实现快速复制。

“双基金”助力淄博产业结构升级发展
中科招商与淄博市政府共建“微天使联盟双创综合体”

我省新型农村合作

金融试点县增13个
□记者 刘 兵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近日从省金融办了解

到，截至7月末，我省共有172家农民合作社
取得信用互助业务试点资格，试点家数比年
初增加94家；参与社员（包括法人社员）
1 . 4万多人。目前，已开展新型农村合作金
融试点的县(市、区)有86个，比6月末增加13
个。其中。泰安、聊城、滨州三市试点县
（市、区）已实现全覆盖。

据了解，7月份，全省试点农民合作社
共发生信用互助业务104笔，互助金额417 . 8
万元。截至7月末，全省有65家试点合作社
开展了信用互助业务，累计发生互助业务
1085笔，互助金额3726 . 6万元，分别比年初
增长529笔，1978 . 2万元；平均每笔3 . 4万
元；互助金业务665笔，余额2390万元。

日前，全省新型农村合作金融试点经验
交流会上提出，我省各地要根据自身实际，
合理规划试点合作社数量，积极稳妥地扩大
试点覆盖面。对农业产业比重较大、农民合
作社数量较多，但尚未开展试点的县，要深
入了解原因，帮助克服困难，指导制订时间
表，尽早开展试点。

洪武家庭农场在荒

碱地刨出“金疙瘩”
□记者 王爽 通讯员 朱沙 报道
本报东营讯 8月11日，东营利津县洪

武家庭农场主赵洪武正忙着和职工们整理排
水渠，近几年，正是在农行的扶持下，该农
场拥有400亩农田、30亩池塘、8万只蛋鸡，
且全部实现了机械化种植、自动化养殖。

1986年初中毕业后，赵洪武不甘于耕种
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东拼西借，买了一台推
土机，搞起土方工程。国家出台农村土地延
包的新政策后，赵洪武果断承包了村里200
亩荒碱地，进行上农下渔开发。2013年，他
注册了家庭农场。

赵洪武不仅是种粮大户，还是有名的农
机大户。“关键时候还是农行出手相助，给
解决了50万元的资金困难，让俺及时购进土
地深松机，农行的热情服务真是一场及时雨
啊 !”谈起农行的支持，赵洪武的感激之情
溢于言表。如今，他购买了小麦联合收割
机、土地深松机等各类农用机具 2 0多台
（套），从种到收实现了全程机械化。截至
目前，农场年创产值870万元，纯收入170万
元。 □记者 王 爽 通讯员 刘 震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近日从人行济南分行获悉，今年以
来，全省金融运行总体平稳，存贷款等主要金融指标累计增
量均明显好于上年。7月末，全省本外币贷款余额63416 . 4亿
元，同比增长10 . 6%，比年初增加4353 . 2亿元，同比多增
695 . 5亿元，其中7月份增加344 . 1亿元，同比少增168 . 9亿元。

分币种看，人民币贷款较快增长。1-7月份，人民币贷
款增加4128 . 5亿元，同比多增749 . 3亿元；外币贷款增加20 . 6
亿美元，同比少增25 . 1亿美元。

分部门看，个人贷款同比大幅多增，企事业单位贷款平
稳增长。全省个人贷款增加1319 . 4亿元，同比多增526 . 6亿
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2680 . 7亿元，同比多增32 . 2亿元。

分投向看，服务业贷款增长较快。全省制造业贷款增加
493亿元；服务业贷款增加1424 . 6亿元，同比多增451亿元。
其中，全省基础设施类贷款增加1151 . 7亿元，同比多增502 . 1
亿元。

分企业类型看，小微企业贷款较快增长，大中型企业贷
款平稳增长。小微企业贷款增加1130 . 2亿元，同比多增302 . 7
亿元；7月末余额（13335亿元）同比增长17 . 1%，增速高于
各项贷款增速6 . 5个百分点。全省大中型企业贷款增加1474 . 3
亿元。

分区域看，重点发展区域贷款均保持平稳增长。半岛蓝
色经济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省会城市群经济圈
贷款、西部经济隆起带贷款分别增加1966 . 2亿元、624 . 7亿
元、1796 . 4亿元和832亿元，分别同比多增365 . 9亿元、191 . 1
亿元、258 . 1亿和39 . 1亿元。

分机构看，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
行贷款多增。开发性银行及政策性银行贷款增加1060 . 8亿
元，同比多增485 . 3元；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增加550 . 3亿
元；股份制商业银行贷款增加1283 . 5亿元，同比多增559 . 2亿
元；城市商业银行贷款增加516 . 1亿元，同比多增112 . 3亿
元；农村合作机构贷款增加447亿元。

7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83124 . 1亿元，同
比增长9 . 4%，比年初增加6325 . 6亿元，同比多增202 . 8亿元。
其中，住户存款增加2925 . 8亿元，同比多增291亿元；企业存
款增加2218 . 5亿元，同比多增1288 . 2亿元；机关团体和财政
性存款增加1237 . 9亿元。

今年前7个月全省

金融运行总体平稳□刘兵 报道
▲8月19日，部分进驻“淄博微天使联盟双创综合体”的小微科技企业，正在展台向客户展示家用净水机、航拍无人机、3D打

印技术等最新产品。

1—7月全省金融运行情况

全省本外币贷款余额63416 . 4亿元，同比增长

10 . 6%，比年初增加4353 . 2亿元，同比多增695 . 5

亿元

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83124 . 1亿

元，同比增长9 . 4%，比年初增加6325 . 6亿

元，同比多增202 . 8亿元
二

分币种看，人民币贷款较快增长

人民币贷款 增加4128 . 5亿元，同比多增749 . 3亿元

外币贷款 增加20 . 6亿美元，同比少增25 . 1亿美元

分部门看，个人贷款同比大幅多增

全省个人贷款 增加1319 . 4亿元，同比多增526 . 6亿元

企事业单位贷款 增加2680 . 7亿元，同比多增32 . 2亿元

分投向看，服务业贷款增长较快

全省制造业贷款 增加493亿元

服务业贷款 增加1424 . 6亿元，同比多增451亿元

其中，全省基础设施类贷款增加1151 . 7

亿元，同比多增502 . 1亿元

分区域看，重点发展区域贷款均保持平稳增长

半岛蓝色经济区贷款 增加1966 . 2亿元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贷款 增加624 . 7亿元

住户存款 增加2925 . 8亿元，同比多增291亿元

企业存款 增加2218 . 5亿元，同比多增1288 . 2亿元

机关团体和财政性存款 增加1237 . 9亿元

省会城市群经济圈贷款 增加1796 . 4亿元

西部经济隆起带贷款 增加83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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