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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所載的資料和統計數字是基於受我們委託並由弗若斯特沙利文獨立編製
的行業報告（在本文件內我們稱之為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而作出。若干資料是基於
其他來源，包括來自政府、行業組織和市場統計數據供應商的刊物以及與中國政府
機關和其他獨立第三方溝通所得的資料。我們相信，有關資料和統計數字的來源適
當，且我們已合理審慎地摘錄並轉載有關資料。我們並無理由相信有關資料或統計
數字在任何重大方面屬失實或具誤導成分，或遺漏任何事實致使有關資料或統計數
字屬失實或具誤導成分。董事經作出合理審慎行動後確認，他們並不知悉市場自弗
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日期起已出現任何重大不利變動，從而導致本節所載資料或統計
數字有所保留、出現矛盾或對其質量造成不利影響。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的資料未
經本公司、獨家保薦人、我們或他們的任何董事、高級人員或代表或參與 [編纂]的
任何其他人士獨立核實，也不會對其準確性、完整性或公平性作出任何聲明。您不
應過份依賴本節的資料，有關資料可能與來自其他來源的資料不符。

資料來源
 
本節包含來自我們委託編製的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的資料，我們認為有關資料可

加深對行業的了解。弗若斯特沙利文為一家全球顧問公司和獨立第三方。弗若斯特沙
利文創立於1961年，在全球擁有40個辦事處，擁有2,000多位行業顧問、市場研究分
析師和經濟師。我們已同意就編製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支付合共人民幣290,000元的費
用。本文件所載且引用自弗若斯特沙利文或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的數據和統計數字均
摘錄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並經弗若斯特沙利文同意後刊發。在編製弗若斯特沙利
文報告時，弗若斯特沙利文進行一手研究和二手研究，以從多個來源中取得資料。一
手研究涉及與領先的行業參與者和行業專家討論行業狀況；而二手研究則涉及根據弗
若斯特沙利文自有研究數據庫審閱公司報告、獨立研究報告和數據。在撰寫和編製弗
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時，弗若斯特沙利文假設(1)全球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在預測期間
可能維持穩定；(2)預期新興地區的消費者購買力將會持續急速增加，並預期發展完善
地區的增長穩定；及(3)行業相關主要動力有可能於預測期內推動相關市場發展。有關
本公司的所有數據和資料均由我們提供。

中國科技和新經濟行業
 
新經濟是三種新經濟活動的統稱，即新產業、新業態和新商業模式。傳統經濟著

重標準化和大規模生產並由基本需求驅動，而新經濟則集中於研發和服務並由創新驅
動。

新經濟行業可劃分為五類：

• 大智造：以致力於為（包括但不限於）新能源車輛、新材料和集成電路提供
解決方案的先進科技或信息科技為基礎的先進製造業。大智造是一般技術
提升和智能機器人的基礎；

• 大環境：旨在控制環境污染和保護自然資源的產品開發、項目分包和其他
活動，主要包括可再生能源、節約能源和回收再造；

• 大健康：生物科技、醫藥、生物醫學技術和儀器，以及其他致力於不同階
段的研發、科技轉移和商業化的類近領域；

• 大通訊：信息和通訊科技，強調統一通訊的職能，並整合用於處理電信、
廣播和智能建築管理系統的所有技術。我們亦將大通訊稱為大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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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消費：專注於提升向消費者提供服務和產品的質量和效率，或通過採用
先進技術提供新消費品和服務的行業。這些業務通常呈現下列至少一項特
點：(1)新目標客戶的需求未被滿足；(2)新業務模式結合了創新、科技、文
化、時尚等；或(3)新技術提升革新了獲取消費者、市場推廣、供應鏈管理
等各方面。這些業務通常提供消費品和服務，例如家居電器、飲食、消費
電子產品和向城市中產階層消費者提供的服務。由於中國中產階層興起及
其對質量、效率及消費者體驗的需求日漸增長，大消費近年增長顯著。現
代家居電器、智能廚房設備及消費電子產品的公司已憑藉人工智能及物聯
網等的科技提升客戶體驗，而餐飲業公司亦已透過推出具備不同功能的線
上應用程式改善客戶的餐飲體驗，例如讓客戶根據其個人喜好訂製個人化
餐單以及利用智能廚房設備改善運營效率。

中國科技和新經濟行業在過往數年經歷快速增長。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
國科技和新經濟行業的市場規模（按經濟價值總額計量）由2014年的人民幣9.2萬億元
增加至2018年的人民幣15.7萬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14.4%，接近中國同期國內生產
總值增長速度的兩倍。受新科技的發展和扶持政策驅動，中國科技和新經濟行業的經
濟增值總額預期於2023年增長至人民幣34.3萬億元，2018年至2023年的複合年增長率
為16.9%，是中國同期國內生產總值的預期增長速度的兩倍以上。下圖載列2014年至
2023年中國科技和新經濟行業按子分類劃分的過往和預測經濟價值和它們的增長率明
細：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23年
（估計）

4,078 3,908 4,095 4,449 5,731 6,695 7,886 9,437 11,055 12,576
736 806 923 977 1,077 1,191 1,318 1,458 1,613 1,785
587 696 832 945 1,139 1,343 1,558 1,843 2,163 2,829
810 996 1,223 1,500 1,800 2,250 2,925 3,364 4,255

1,048 1,400 1,771 2,196 2,684 3,233 3,862 4,560 5,353 6,251
1,941 2,374 2,515 2,890 3,301 3,777 4,331 4,975 5,724 6,597

3,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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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按五大行業劃分的科技和新經濟行業的經濟增值（2014年至2023年（估計））

單位：人民幣十億元

其他

大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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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0.6%

18.0% 20.0%

22.1% 18.8%

26.5% 18.4%

14.2% 14.9%

8.9% 17.0%

2014年至2018年 2018年至2023年（估計）

其他*大健康大環境大智造大消費大通訊

附註：其他包括物聯網、教育、娛樂、金融科技、房屋租賃等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弗若斯特沙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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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五大科技和新經濟行業及中國整體國內生產總值於2014年至2018年的
歷史複合年增長率以及於2018年至2023年的預期複合年增長率。

2.4倍

2.3倍

2.2倍

1.8倍

1.3倍

2.1倍

3.0倍

2.5倍

2.0倍

1.6倍

1.1倍

1.8倍

X.X倍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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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消費

大智造 大智造

大環境

大環境

大通訊大通訊

大健康 大健康

科技和新經濟行業總計 科技和新經濟行業總計

中國國內生產總值 中國國內生產總值

＝同期相應行業市場規模的複合年增長率╱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複合年增長率

5大行業及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複合年
增長率比較，2014年至2018年

5大行業及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複合年
增長率比較，2018年至2023年（估計）

中國國家統計局、弗若斯特沙利文資料來源：

京津冀一體化區域、粵港澳大灣區及長三角地區為三個在中國內科技和新經濟公
司最為集中的地區。在科技公司方面，於2018年，接近65%獲科學技術局認可的高科
技公司位於該三個地區，合共超過100,000間高科技公司。有關密集程度顯示該等地區
中的高科技公司競爭激烈。該三個地區除科技公司高度集中外，新經濟公司亦表現強
勁。

下圖載列於2018年中國高科技公司的地域分佈。
京津冀

一體化區域

粵港澳
大灣區

長三角地區

其他

24%

35%

19%

22%

中國的科技和新經濟公司所面臨的挑戰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的科技和新經濟公司一般具有高增長潛力。然
而，這些公司普遍在其產品和服務成功商業化之前的盈利能力有限，這意味著他們在
早期發展階段一般會依賴外部資金作為他們的經營資金。由於以下原因，科技和新經
濟公司不時面臨難以從傳統主流金融機構（例如商業銀行）取得融資的問題，而這個情
況頗為常見。

• 業務模式及策略的不確定性。科技和新經濟公司的平均運營歷史有限。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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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缺乏過去的成功案例，傳統金融機構很難準確預測這些公司的業務模式
的可持續性和前景，或評審這些公司的擴張策略是否可行或合理。

• 輕資產結構。與從事傳統行業的公司相比，許多科技和新經濟公司趨向擁
有相對輕資產結構，資產主要為無形資產，如專利、版權和其他知識產
權。由於傳統的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工具主要是針對和支持重資產業務，
他們缺乏能力和專業知識評估這些公司是否有能力將有關資產轉化為核心
競爭優勢和財務業績，故此傳統的金融機構通常很難評估輕資產。

• 專業性較強的抵押品或租賃物。科技和新經濟公司的融資交易涉及的抵押
品或租賃物往往高度專業化。傳統的金融機構常常由於抵押品或租賃物的
專業化性質和出售渠道狹窄，導致其難以在客戶違約時出售這些抵押品或
租賃物。

融資租賃作為解決企業融資難題的手段，在中國的科技和新經濟行業廣受歡迎。
融資租賃公司通過將租賃物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為缺乏資金但對相關材料和設備
有迫切需求的科技與新經濟公司提供了替代性的融資渠道。除傳統的租賃業務外，許
多融資租賃公司可提供定製化租賃解決方案，以更好的滿足客戶業務運營的需求。

許多領先的融資租賃公司也提供管理和政策諮詢服務以解決客戶的管理難題，是
其融資租賃解決方案的補充。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這些增值服務為融資租賃解
決方案提供補充，且為科技和新經濟公司創造更大的協同效應，以促進這些公司的未
來增長。
中國融資租賃業

就市場規模和運營收益而言，中國融資租賃業近年增長迅速。根據弗若斯特沙
利文報告，中國融資租賃市場的市場規模（按融資租賃合同的餘額計量）由2014年的人
民幣3.2萬億元增加至2018年的人民幣6.7萬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20.1%。同期，中
國融資租賃業的運營收益隨合同餘額的增長而上升，由人民幣1,633億元增加至人民幣
3,894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24.3%。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在產業持續升級和固
定資產投資增加的帶動下，中國融資租賃合同餘額預期於2023年進一步增長至人民幣
11.3萬億元，2018年至2023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11.3%。受融資租賃業專業化、策略
性擴張和議價能力上升所推動，融資租賃公司的運營收益預期於2023年增長至人民幣
7,213億元，2018年至2023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13.1%。下圖載列2014年至2023年融資
租賃合同的過往和預測餘額、中國融資租賃業的運營收益和它們的增長率。

中國融資租賃合同餘額（2014年至2023年（估計））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1.3%20.1%融資租賃合同餘額

人民幣十億元

融資租賃合同餘額

融資租賃合同餘額增長率

3,200.0

4,440.0

5,330.0
6,060.0

6,650.0
7,319.7

8,217.5

9,176.2

10,219.6

11,349.7

38.8%

20.0%
13.7% 9.7% 10.1% 12.3% 11.7% 11.4% 11.1%

140%

160%

180%

複合年增長率

增長率

2018年至2023年（估計）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估計）

2020年
（估計）

2021年
（估計）

2022年
（估計）

2023年
（估計）

2014年至2018年

資料來源：中國租賃聯盟、弗若斯特沙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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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融資租賃業的運營收益（2014年至2023年（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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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弗若斯特沙利文

中國融資租賃業的發展主要由以下因素推動：
低滲透率帶來強勁增長潛力。中國融資租賃業仍處於早期發展階段，其滲透率

相對低於其他國家，因而創造出巨大的增長潛力。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融
資租賃市場於2017年的滲透率為6.8%，遠低於美國的21.6%、英國的32.4%和德國的
17.2%。相對較低的滲透率加上有利的政府政策和外資租賃公司湧現均造就可觀的增長
空間。

傳統融資工具存在缺陷。中國的傳統融資工具不能滿足國內日漸增長的融資需
求，而且傳統主流金融機構服務不足，這有助融資租賃業把握這市場機遇。由於商業
銀行的信貸標準嚴格且審批程序需時頗長，傳統銀行信貸不能滿足所有融資需求（尤其
是較小型公司的融資需求）。作為替代的融資解決方案，融資租賃擁有以下四個優點。
首先，融資租賃交易一般需時較短，這意味著與其他融資交易相比，承租人可更快獲
得資金支持。第二，融資租賃一般對承租人的擔保或抵押品要求較低。第三，平均而
言，租期比短期銀行貸款等融資交易的信用期長。最後，融資租賃解決方案可予以定
製化，讓承租人來自經營或其他來源的現金流入符合其租金周期性責任。

實體經濟的發展。中國實體經濟的發展是中國融資租賃業興起的關鍵因素。為向
實體經濟提供更佳的服務，中國政府已肯定融資租賃作為滿足中小微型企業不同融資
需求的重要角色，而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號召下，中小微型企業的發展為融資
租賃業創造大量商機。

隨著中國一直努力實現將發展模式由規模導向型轉為質量導向型的目標，中國的
科技和新經濟行業於近期增長強勁。然而，由於監管環境、市場需求、競爭格局、補
貼政策、融資環境等因素不斷變化，是次轉型導致中國整體宏觀經濟狀況出現波動，
並在微觀經濟層面上為科技和新經濟行業公司帶來重大不確定因素和挑戰。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信息科技革新。根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關淘汰多餘產能並
提倡創新和效率的要求，公司積極增加投資更換和升級更為先進的設備，為供給側融
資租賃帶來強勁的需求。此外，信息科技革新促進設備升級，同時帶來融資和設備採
購的雙重需求，而融資租賃解決方案正正能迎合這些需求。

良好監管環境。中國政府就中國融資租賃業發展實施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包括
有利的准入條件、重點發展領域、融資渠道和稅收政策。舉例而言，於2015年，中國
國務院發佈了《關於加快融資租賃業發展的指導意見》，鼓勵融資租賃公司在實體經濟
發展領域發揮重要作用。中國對融資租賃業的監管也日漸嚴格，以營造健康的市場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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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此外，融資租賃滲透率高的中國地區已採納各項措施，以促進融資租賃業的地區
性發展。

中國人民銀行基準利率。中國融資租賃公司一般按中國人民銀行基準利率加息差
為金融產品定價，因此會受中國人民銀行基準利率調整影響。自2015年10月24日至最
後實際可行日期，概無對中國人民銀行基準利率作出調整。

中國科技和新經濟融資租賃業

科技和新經濟融資租賃指為科技和新經濟公司而設的融資，這些融資安排通過融
資租賃解決方案和其他相關增值服務促進這些公司的增長。中國專注於科技和新經濟
公司的融資租賃公司於2012年首次出現，現時仍處於早期發展階段。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在科技和新經濟融資租賃業中，中國的融資租賃合
同餘額預期將於2023年增加至人民幣1.9萬億元，2018年至2023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
20.4%，而科技和新經濟融資租賃公司的運營收益預期將於2023年增加至人民幣1,189
億元，2018年至2023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22.4%。下圖載列2014年至2023年科技和新
經濟融資租賃業的融資租賃合同的過往和預測餘額、運營收益及其增長率。

中國科技和新經濟融資租賃業合同餘額（2014年至2023年（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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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自2014年至2018年按行業劃分的中國科技和新經濟融資租賃公司的實
際合同餘額及自2019年至2023年的預期餘額。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估計）

2020年
（估計）

2021年
（估計）

2022年
（估計）

2023年
（估計）

（人民幣十億元）
大環境 20.8 32.8 43.3 48.5 51.6 58.8 67.3 75.9 86.2 99.3
大消費 16.5 28.0 38.7 46.4 54.0 65.6 78.9 95.0 114.5 155.8
大通訊 22.5 39.7 56.3 73.0 84.5 108.9 146.6 171.7 202.7 232.1
大健康 29.7 56.9 83.2 109.0 128.5 159.6 197.4 237.4 286.2 347.7
大智造 56.6 99.4 121.6 147.6 162.7 191.9 227.9 266.6 315.0 377.7
其他(1) 109.5 149.2 180.0 205.8 257.3 309.8 378.1 462.0 556.0 657.6

總計 255.6 406.0 523.1 630.3 738.6 894.6 1,096.2 1,308.6 1,560.6 1,870.2

(1) 包括上表載列的五個行業以外的合同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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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技和新經濟融資租賃業運營收益（2014年至2023年（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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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自2014年至2018年按行業劃分的中國科技和新經濟融資租賃公司的實
際運營收益及自2019年至2023年的預期運營收益。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估計）

2020年
（估計）

2021年
（估計）

2022年
（估計）

2023年
（估計）

（人民幣十億元）
大環境 1.1 1.4 2.2 2.7 3.1 3.7 4.3 4.9 5.6 6.4
大消費 0.8 1.2 1.9 2.5 3.1 4.0 4.9 5.9 7.2 9.8
大通訊 1.1 1.7 2.7 3.9 4.9 6.6 9.0 10.7 12.7 14.6
大健康 1.5 2.5 4.1 6.0 7.7 10.0 12.5 15.2 18.4 22.5
大智造 3.0 4.3 6.1 8.2 9.8 12.1 14.6 17.2 20.5 24.7
其他(1) 5.5 6.1 8.5 10.8 14.7 18.4 23.0 28.2 34.1 40.9

總計 13.0 17.2 25.5 34.1 43.3 54.8 68.3 82.1 98.5 118.9

(1) 包括上表載列的五個行業以外公司的運營收益。

中國的科技和新經濟融資租賃業的發展主要由以下因素帶動：

融資租賃公司迅速增加及滲透率上升。在融資租賃業整體擴展的背景下，科技和
新經濟融資租賃業不斷發展。中國融資租賃公司數目於2018年從2,045家增加至11,777
家，複合年增長率為54.9%，令市場環境充滿活力。此外，與租賃合同有關的固定資產
滲透率和國內生產總值滲透率分別由2014年的6.38%和4.97%上升至2018年的9.59%和
7.33%，反映出中國已廣泛採用融資租賃解決方案。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輕資產模式帶來殷切需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為通過
重新分配經濟資源加快創新驅動發展和優化生產效率。利用行業過剩產能為供應側結
構改革的主要一環，亦為自改革開始以來最受重視的其中一個改革範疇。近年來，多
個傳統行業的價格、行業產能利用率以及行業利潤均有所下降，例如傳統製造業及能
源業。科技和新經濟融資租賃業受益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帶來的商機，供給側結構性
改革鼓勵公司更換和升級舊設備、增加投資，令這些公司需尋求融資解決方案並帶來
強勁的融資需求。特別是，科技和新經濟融資租賃公司可以利用互聯網公司採用的輕
資產模式的需求，因為他們的融資解決方案可以同時滿足公司融資和採購設備的雙重
需求，將這些公司的資本壓力降至最低。此外，信息科技革命加快設備升級週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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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於設備租賃行業，原因是可以同時滿足融資和設備採購的雙重需求，盡量減少設備
更換造成的資金壓力，同時優化運作中設備的周轉和效率。

扶持性政府政策。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國務院頒佈以下面向科技和新經濟
行業的主要扶持性政府政策。

• 《中國製造2025》。這政策於2015年5月頒佈，旨在提升產業的製造實力。
這政策尤其注重機器人、航天航空和節能汽車等較高端增值板塊；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該規劃於
2016年6月頒佈，其重心為以半導體、機器人、智能系統和次世代航空設備
等板塊的科技創新和創業精神推動發展。

其他重要政府政策包括《關於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和《「十三五」國
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的通知》。

科技和新經濟公司發展。科技和新經濟融資租賃業為科技和新經濟公司服務，這
些公司的發展對行業的發展極為重要。科技和新經濟公司在初創階段和擴張及商業化
階段都需要資金。然而，它們可能在取得足夠的銀行貸款方面遇到困難。因此，它們
可能向科技和新經濟融資租賃公司尋求要求較低且條款更具吸引力的解決方案，例如
對擔保和抵押品的要求較低、租期較長和整體資金成本較低。

中國科技和新經濟融資租賃業的競爭格局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融資租賃業有三類市場參與者。

• 獲銀保監會和銀監會批准的融資租賃公司。這類融資租賃公司經銀監會或
銀保監會批准而成立，並通常由國內和國外商業銀行成立。截至2018年12
月31日，共有69家獲銀監會或銀保監會批准的融資租賃公司，它們的融資
租賃合同總餘額約為人民幣2.5萬億元。

• 外資融資租賃公司。這類公司通常為從事融資租賃業務的外資公司。截至
2018年12月31日，共有11,311家外資融資租賃公司，它們的融資租賃合同
總餘額約為人民幣2.1萬億元。

• 內資試點融資租賃公司。這類公司為獲商務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共同批准的
試點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共有397家內資融資租賃公司，它們的
融資租賃合同總餘額約為人民幣2.1萬億元。

下表載列從事科技和新經濟融資租賃行業的上述三類融資租賃公司中的主要參與
者（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按2018年自科技和新經濟公司產生的收益計）。

排名 公司 類型 2018年收益
（人民幣百萬元）

1 競爭對手A(1) 商務部批准 4,004.1
2 競爭對手B(2) 商務部批准 2,737.8
3 競爭對手C(3) 商務部批准 860.3
4 競爭對手E(4) 銀保監會批准 690.2
5 競爭對手D(5) 商務部批准 618.7
6 競爭對手F(6) 銀保監會批准 583.1
7 競爭對手G(7) 銀保監會批准 488.0
8 本公司 商務部批准 3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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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競爭對手A是一家總部位於香港的領先財務公司，專注於中國的基礎設備行業。該公司在醫
療保健服務、包裝、交通、基礎設備建設、工業機械、教育、紡織、電子信息和其他領域
（例如船舶中介和租船服務）提供綜合融資、投資、貿易、諮詢和租賃服務。競爭對手Ａ於
聯交所主板上市。

(2) 競爭對手B是一家總部位於上海的領先保險公司的附屬公司。競爭對手Ｂ主要從事融資租賃
業務，其控股公司於中國上海證券交易所A股市場和聯交所主板上市。

(3) 競爭對手C是中國一家領先證券公司的唯一租賃平台及其中一個主要戰略版塊，其業務包括
融資租賃、經營租賃、保理、委託貸款和其他貸款以及諮詢服務。競爭對手C於聯交所主板
上市。

(4) 競爭對手E總部位於南京，是一家主要從事融資租賃業務的國有非銀行金融機構。其於中國
上海證券交易所A股市場上市。

(5) 競爭對手D總部位於北京，是中國首批專門的融資租賃解決方案供應商之一。其從事提供金
融產品及服務，包括融資租賃、經營租賃及商業保理。競爭對手D於1989年成立，是一家私
人公司。

(6) 競爭對手F是一家於中國上海證券交易所A股市場上市的放款銀行的附屬公司，其總部位於
天津，主要從事融資租賃業務。

(7) 競爭對手G總部位於上海，是一家放款銀行的附屬公司。其控股公司於中國上海證券交易所
A股市場和聯交所主板上市。競爭對手G主要從事提供融資租賃、經營租賃和諮詢服務。

於2018年按自科技和新經濟公司產生的收益計，我們在京津冀一體化地區內專注
於科技和新經濟行業的公司中排名第三。這市場於2018年相對較為集中。下表載列專
注於服務京津冀一體化地區內的科技和新經濟行業的領先融資租賃公司（按2018年地
區收益計）。

排名 公司 2018年地區收益 地區市場份額
（人民幣百萬元）

1 競爭對手A(1) 652.7 15.2%
2 競爭對手B(1) 461.2 10.7%
3 本公司 247.0 5.8%
4 競爭對手D(1) 156.7 3.6%
5 競爭對手C(1) 125.3 2.9%

(1) 有關上述競爭對手背景的詳情，請參閱上文排名表的附註。

於同年，我們在長三角地區中仍然處於發展初期階段。我們自長三角地區的科技
和新經濟公司產生的收益為人民幣40.1百萬元。這市場於2018年相對較為集中。下表
載列專注於服務長三角地區科技和新經濟行業的領先融資租賃公司（按2018年自科技
和新經濟公司產生的地區收益計）。

排名 公司 2018年地區收益 地區市場份額
（人民幣百萬元）

1 競爭對手A(1) 903.4 10.5%
2 競爭對手B(1) 692.8 8.1%
3 競爭對手C(1) 243.6 2.8%
4 競爭對手E(1) 213.4 2.5%
5 競爭對手H(2) 138.5 1.6%

(1) 有關上述競爭對手背景的詳情，請參閱上文排名表的附註。

(2) 競爭對手H於2015年由一家銀行（作為主要保薦人）與其他工業股東成立。其總部位於上
海，是一家私人公司。競爭對手H主要從事提供融資租賃和諮詢服務。

於2018年，我們自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和新經濟公司產生的收益為人民幣9.7百萬
元。這市場於2018年相對較為集中。下表載列專注於服務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和新經濟
行業的領先融資租賃公司（按2018年自科技和新經濟公司產生的地區收益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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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公司 2018年地區收益 地區市場份額
（人民幣百萬元）

1 競爭對手A(1) 553.0 13.5%
2 競爭對手B(1) 387.5 9.5%
3 競爭對手C(1) 141.7 3.5%
4 競爭對手D(1) 92.0 2.3%
5 競爭對手E(1) 72.4 1.8%

(1) 有關上述競爭對手背景的詳情，請參閱上文排名表的附註。

我們是一家內資試點融資租賃公司。與外資及獲銀監會或銀保監會批准的融資租
賃公司相比，我們具有以下特點。

• 性質。內資試點融資租賃公司由財務狀況穩健的內資企業成立。獲銀監會
或銀保監會批准的融資租賃公司為持有金融牌照的融資租賃公司，並通常
由國內和國外商業銀行、大型國內製造企業、國外融資租賃公司及銀監會
和銀保監會認可的其他機構成立。外資融資租賃公司指由國外投資者發起
及成立的融資租賃公司。

• 註冊資本。內資試點融資租賃公司及獲銀監會或銀保監會批准的融資租賃
公司的註冊資本規定分別為人民幣170.0百萬元及人民幣100.0百萬元，而
並無有關外資融資租賃公司註冊資本的規定。

• 槓桿上限。獲銀監會或銀保監會批准的融資租賃公司的資本充足比率不得
低於8%，而內資試點融資租賃公司及外資融資租賃公司的風險資產不得超
過其淨資產的十倍。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我們相信中國科技和新經濟公司對融資租賃解決方案
的需求維持高水平，而中國科技和新經濟融資租賃業的競爭格局零散。下表載列我們
的主要目標市場對融資租賃解決方案的實際和預期需求（按融資租賃協議的結餘及主要
參與者於所示年度的運營收益計）。

中國按三大地區劃分的科技和新經濟融資租賃行業合同餘額（2014年至2023年（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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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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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按三大地區劃分的科技和新經濟融資租賃行業運營收益（2014年至2023年（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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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在2018年，獲商務部認可的五大科技和新經濟融資租賃公司的科技和新經濟融
資租賃收益佔所有中國科技和新經濟融資租賃公司的科技和新經濟融資租賃收益的
19.8%。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就於2018年自科技和新經濟公司產生的收益而
言，我們是服務科技和新經濟公司最為專業的融資租賃公司。於2018年，我們自科技
和新經濟公司產生的收益百分比超過95%，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此百分比高於
中國任何其他融資租賃公司。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我們同時為獲商務部認可的
第五大融資租賃公司（按於2018年自科技和新經濟公司產生的收益計），服務超過四個
科技和新經濟行業。

排名 公司

科技和新經濟
融資租賃的

收益

在中國科技和
新經濟融資
租賃行業中

所佔市場份額

科技和新經濟
收益

佔總收益比例
（人民幣百萬元）

1 競爭對手A(1) 4,004.1 9.2% 15.7%
2 競爭對手B(1) 2,737.8 6.3% 16.7%
3 競爭對手C(1) 860.3 2.0% 16.1%
4 競爭對手D(1) 618.7 1.4% 25.4%
5 本公司 395.2 0.9% 95.7%

(1) 有關上述競爭對手背景的詳情，請參閱上文排名表的附註。

下表載列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於往績記錄期間的領先融資租賃市場參與者的
主要運營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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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資產 風險資產權益比率 負債權益比率(2)

截至12月31日
截至

6月30日 截至12月31日
截至

6月30日 截至12月31日
截至

6月30日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競爭對手A(1) 0.99% 0.91% 0.96% 1.04% 6.55 6.61 7.01 6.60 5.70 5.25 5.80 5.45
競爭對手B(1) 1.04% 0.91% 0.89% 1.02% 7.97 7.20 7.33 7.25 5.60 5.31 5.55 5.50
競爭對手C(1) 1.10% 0.93% 0.94% 0.96% 4.20 4.89 6.02 5.42 2.74 3.44 4.52 4.04
本公司 0.69% 1.54% 1.31% 1.39% 6.94 3.88 4.38 4.42 6.31 3.16 3.64 3.71

(1) 有關上述競爭對手背景的詳情，請參閱上文排名表的附註。

(2) 按總負債除以截至各年度或期間結束當日的總權益計算。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及本公司財務記錄。

服務科技和新經濟公司的准入門檻和成功的關鍵因素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科技和新經濟融資租賃業對潛在的新從業者設立高准
入門檻：

資金門檻。融資租賃公司須擁有充裕的可動用資金，以滿足科技和新經濟公司的
流動資金和資本需求。新融資租賃公司須取得足夠的資金方能達致龐大的業務量。

業務門檻。為控制業務風險及更好地滿足客戶需求，科技和新經濟融資租賃公司
需要具備紥實的業務專業知識以及與科技和新經濟有關的經驗，而新從業者難以於短
時間內達標。

人才門檻。具備戰略性投資遠見和深入投資知識的專業人才對科技和新經濟融資
租賃公司的成功極為重要。然而，招聘和保留這些人才涉及大量資源，而許多新從業
者無法取得這些資源。

除克服上述准入門檻外，為了分享科技和新經濟公司的巨大增長潛力並成功競
爭，新融資租賃公司也須應對科技和新經濟公司面臨的下列挑戰。

• 業務模式和策略。成功的融資租賃公司須獲得有關其他科技和新經濟公司
的業務模式和策略的充足資料，並擁有適當的風險管理架構、政策、程序
和工具以評審和預測潛在客戶業務模式的可持續性和評審潛在客戶業務策
略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 財務表現。為準確預測科技和新經濟公司產生收益的能力和盈利能力前
景，成功的融資租賃公司須建立穩健的風險管理架構，配備富有經驗的員
工和專門職能部門。成功的融資租賃公司須具備能夠有效且高效分析科技
和新經濟公司的定性和定量業務和財務因素的風險評審工具。

• 資產結構。成功的融資租賃公司須能準確評審科技和新經濟公司的無形資
產，包括專利、版權和其他知識產權是否可帶來商業成功，且須僱用於眾
多科技和新經濟領域具備行業及技術經驗的專業員工，並擁有分析相關無
形資產定性和定量因素的適當風險管理工具。

• 具專業性的租賃物。由於科技和新經濟公司的融資租賃所涉及租賃物的技
術和專業化性質，成功的融資租賃公司須有能力接觸到流動性高的二級市
場，當客戶違約時其可迅速出售租賃物，以使其風險承擔最小化。

除解決科技和新經濟公司的融資困難外，成功參與者也須有能力通過提供管理和
政策諮詢來補充融資租賃解決方案，從而解決這些公司的管理難題，促進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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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和投資業務模式

近年來，若干融資租賃公司已開始採用租賃和投資業務模式。我們目前並未採用
該業務模式。然而，展望未來，我們或會根據市場發展情況考慮採用租賃和投資業務
模式。在這種模式下，融資租賃公司會向客戶提供股權融資和債務融資選擇，從而帶
來更高回報和更具競爭優勢。另一方面，承租人能維持其融資成本處於低水平，且不
會攤薄其創辦人股權。

作為一個相對較新的業務模式，租賃和投資業務模式可能與我們有關，原因是該
模式能與我們目前提供的多項融資租賃解決方案（例如直接租賃和售後回租）融合。根
據此模式，承租人的市場基準價值會於租賃協議開始時評估。在協議期限內，當最新
市場基準價值高於初步評估的市場基準價值，出租人有權擁有承租人少量認股權證或
進行債轉股。因此，出租人透過轉讓認股權證或股權獲得投資收入。

租賃和投資業務模式的好處有三個：就承租人而言，他們能夠獲得並持續保留低
成本融資而股權不被嚴重攤薄；就出租人而言，他們能夠獲得新的競爭優勢並得到更
多投資收入；就投資者而言，他們能夠以低投資風險獲得高質量的客戶資源。

租賃和投資業務模式亦存在若干風險。

• 對風險管理要求更高。股權投資具有風險共擔和利益共享的特徵，要求出
租人擁有較高的風險評估及控制能力。

• 缺乏相關法律法規。由於目前並無制定明確的相關法律法規，故在此模式
下可能會產生諸多潛在法律問題。

• 信貸評估體系不成熟。目前輕資產（例如知識產權及數據）的信貸評估體系
發展仍不完善，當有關資產獲提供為按揭或貸款申請的抵押品時，評估其
信用狀況較為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