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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陕西能源金融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孙英敏 孔苗苗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陕西 咸阳 712046）

【摘要】本文从陕西能源金融产的实际出发，研究陕西能源金融产业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得出了相应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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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陕西省能源金融产业发展现状
能源金融指通过能源资源与金融资源的整合，实现能源产业资

本与金融资本不断优化聚合，从而促进能源产业与金融产业良性互
动、协调发展。

（一）能源储量丰富，优势明显

陕西省内能源资源以原煤、原油和天然气三种为主，储量丰富，
分布集中。在能源资源方面有着特殊的优势。截至 2014 年底，已探
明的原煤储量达到 1642. 70 亿吨，保有储量位居全国第四位、西部
省份第三位，原煤质量为整个西部乃至全国最优；已探明的原油剩
余可采储量为 36300. 80 万吨，保有储量位居全国第三位、西部第
二；已探明的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约 8047. 88 亿立方米，居全国和
西部第四。陕西省能源产品种类丰富，主要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
和电力四大类，煤炭产量居于首位。省内能源资源主要集中在陕北
的榆林和延安地区。

（二）能源资源促进了陕西经济发展

陕西省是能源大省，能源资源是推动陕西省经济发展的动力之
一，能源化工业更是全省八大经济支柱产业之一。2014 年陕西省工
业生产总值为 21944. 58 亿元，能源化工工业总产值为 8720. 87 亿
元，占全省工业生产总值 39. 74％。陕西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
额 1846. 98 亿元，仅能源化工工业利润总额就已达到 1165. 73 亿
元，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 63. 12％。全省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单位数 5017 个，其中能源化工工业单位 1188 个，23. 68％。

陕西能源 2005～2014 年相关资料

数据来源：2010 年～2015 年《陕西统计年鉴》。
（三）既是能源生产大省，也是能源消费大省

从 2005 年到 2014 年，能源生产总量从 14576. 36 万吨标准煤
增 46981. 85 万吨标准煤，增长了 2. 22 倍；能源消费总量从 5571. 34
万吨标准煤增加到 11222 万吨标准煤，平均每天能源消费总量从
15. 26 万吨标准煤增加到 30. 75 万吨标准煤，增长了 1. 01 倍；

从行业能源消费量来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消费的能源仍以煤
炭为主。2014 年陕西省工业企业消费煤炭 23660. 03 万吨，其中煤炭
开采和洗选业的煤炭消费量为 8146. 65 万吨，遥遥领先于其他行
业。紧随其后的是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消费量高达 6463. 31 万吨，
随后依次是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煤炭消费量为 72. 49
万吨。

（四）能源工业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大

投资的增加促进了能源产业的建设和发展。能源开采生产设备
的前期投资建设对资金需求量非常大，资金回收速度慢，时间长，应
加大对能源工业的投资力度。陕西省固定资产投资从 2009 年的
6553. 39 亿元，增加到 2014 年的 18709. 49 亿元，增加了 1. 85 倍；能
源工业投资从 2009 年的 1083. 456 万元增加到 2014 年的 2130. 56
万元，增加了 0. 97 倍。能源工业投资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维
持在一定的水平。

二、陕西省能源金融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能源产业与金融产业糅合起来的能源金融发展程度低

从陕西省的整体经济发展情况和能源产业与金融产业发展现
状来看，金融产业能源产业并没有真正能够糅合，未能充分利用各
自的比较优势，陕西省能源金融的发展，还停留在比较浅的层次上，
无法实现能源和金融的良性循环发展。

能源产业的良性发展必须有大量的资金来支撑，能源资源的勘
探、开采、生产加工、销售的各个阶段和相关领域，都需要得到资金
的支持。陕西金融业对能源产业的支持，商业银行信贷投资方向只
关注于能源产业生产设备进行建设和升级。陕西省凭借其丰富的能
源资源优势而发展起来的能源产业确实为全省经济做出了重大贡
献，一系列能源化工业基地不断建成投产，使陕西省的能源产业得
到了规模化发展。

（二）能源实际价值与能源价格出现背离现象

能源价格应该要真实反映能源的真实价值，但实际状况是煤
炭、石油的价格从 2013 年起就波动不断，并保持着下跌的总体趋
势。国际能源价格的普遍走低，国际能源涌入国内，能源的供给大于
需求，所以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的价格出现了不断地下降的趋势。
煤炭石油等能源开采业劳动生产效率不高，而且很多属于粗放型的
生产模式，对生态环境也有一定的破坏，开采造成的直接成本和社
会成本一直居高不下，能源价格的下降，使能源实际价值与能源价
格背离现象更加严重。

（三）能源产业风险和金融风险并存

由于行业的特殊性，能源行业筹集资金的渠道主要是向金融机
构如商业银行借款和依靠地方政府的财政投资，其他渠道的资金来
源却很少，能够利用金融衍生工具的也不多。商业银行的贷款和地
方政府的财政投资能够解决能源行业的资金需求，但无法实现对资
源的合理优化配置。同时，商业银行对能源行业的贷款结构也有一
定投资风险。如果因为整体经济运行不畅的系统风险或非系统风险
干扰，能源行业的发展受到阻碍，也会使己投入的资金不能实现利
润最大化，从而影响到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

三、结论

能源金融行业是陕西省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克服上述问
题，实现能源金融的良心循环发展，必须整合陕西省各类能源资源，
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充分发挥金融资源的财务杠杆作用，使能源产
业和金融产业充分融合，应该在陕西省建设区域性能源金融中心，
不仅可以促进陕西省的经济增长，也可以促进陕西省产业结构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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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信贷人才和专门针对乡村旅游而设计的金融产品，目前推
出的信贷产品中，贷款数额超过 10 万元的一般都需要提供一定的
担保，而且小额贷款的目的一般是为了向小微企业提供周转资金，
多为短期贷款，并且要求申请人信用良好，而思南县对农村信用体
系的建设还很基础，尚未健全与完善。

（二）缺乏抵押担保，保险不足

其一，由于确权登记工作没有深化落实，农民很难用土地权，林
权等作抵押担保。虽然中央从 2008 年就已经出台了文件：“要根据
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
规模经营。”但是思南县直到今年才着手进行对全县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相关的土地流转机制不完善，缺乏土地
权利的公共交易平台。

其二，思南县的融资担保机构和农业保险机构缺乏。思南县的
融资担保机构只有 2 家，明显过少，根本不能满足乡村旅游的发展
需要，更何况思南县想要发展，需要融资担保的项目并不止乡村旅
游。农业保险机构也仅限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缺乏商业行、合作性保
险机构，更没有与乡村旅游有关的保险产品。担保机构和保险机构
的缺乏，使得乡村旅游融资的风险无法分散，也是导致乡村旅游融
资不易的原因之一。

（三）融资渠道狭窄，融资模式有待改进

思南县的农民普遍贫困，没什么多余的钱用来参加乡村旅游建
设，受教育程度也不高，对国家政策，乡村旅游更是一知半解，缺乏
金融知识。目前思南县乡村旅游的建设资金大部分来自于财政拨
款，其次是思南县的招商引资，最后是信贷资金和农民自有资金。社
会资本参与较少，招商引资中没有外资的支持。由于缺乏担保，信贷
资金多为小微信用贷款，缺乏互联金融的支持。

（四）思南县乡村旅游建设本身对外吸资能力弱

思南县乡村旅游资源虽然丰富，但开发起步晚，且很多地方的
基础设施实在太差，规划欠缺新意和科学性，即使是现在已经建成
并对外开放的地方也比较粗糙，管理粗放，与其他地方的乡村旅游
相比没什么优势，与实际宣传的内容不符，便难有回头客，致使吸资
能力弱。

四、建议

（一）各银行应提高对乡村旅游的金融服务力度

乡村旅游如此受国家重视，并且对“三农”脱贫有着重要的作
用，发展前景大好。为了更好地支持乡村旅游的发展，各银行机构需
要培养一批专门服务乡村旅游的人才，积极主动地创新与乡村旅游
相适应的金融产品。进一步增加对乡村旅游的贷款投资规模，在规
定范围内下调利率。向乡村旅游龙头企业提供债券融资，上市顾问，
企业年金托管，资产证券化，金融租赁等高端金融服务。

（二）建设并完善土地确权和流转机制，积极引进或创建金融中

介机构

政府应尽快落实并完善土地确权登记工作，建立公平公正公开

的土地流转机制，建成土地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加快建设并升
级完善本县农村信用体系，营造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积极引
进或鼓励创建融资性担保企业，商业性保险机构，合作性保险机构。
鼓励村民对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或专业协会进行改革创新，完善联
保机制，实现政策性，商业性，合作性保险机构合作共赢的局面。积
极引导和鼓励中介组织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资金融通，信用担保，
融资租赁，项目融资，信托投资等服务。

（三）拓宽融资渠道，实现融资模式多元化

除了继续增加乡村旅游建设的财政资金投入外，县招商局还应
该提升工作人员的各方面素质，积极尝试引进外资、风险投资，基金
等资金支持，进一步细化并落实乡村旅游信贷优惠政策。加快本县
农村网络覆盖建设，努力实现全县处处能上网的目标，除了巩固开
办金融夜校的作用外，鼓励村民利用空闲时间上网学习相关的金融
知识和管理知识，创建农村大型电商平台，借助互联网进行网上贷
款，众筹，P2P 融资，PPP，银团合作等方式。鼓励乡村旅游企业做大
做强，以便采用上市融资，发行债券等多元化创新性融资模式。

（四）加快乡村旅游建设改革创新，增强吸资能力

乡村旅游应该是融合一二三产业的综合建设项目，要积极与农
业现代化，互联网信息业，新型工业化融合，继续改善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鼓励建立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乡村旅游电商平台，乡村旅游
股份制公司等多种组织形式。

未来乡村旅游将会朝着乡村旅居的方向发展，因此除了要建设
观光景区和“农家乐”等短时间留住游客的项目外，更要深入挖掘农
村特有的乡土气息，民俗文化，避免夹杂过多的城市因素，但又要保
证环境的洁净与清幽，提高从事乡村旅游的农民的各方面服务素
质，让游客有一种回归自然，回到小时候的老家的亲切感，轻松感，
幸福感，以此来增加游客的停留时间和回访率，如此乡村旅游才能
可持续发展，吸资能力也会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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