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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融资租赁作为集融资与融物、贸易

与技术服务于一体的现代交易方式，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模

式、调整产业结构所带来机遇与挑战中逆势上扬，继续保持

较高增速，融资租赁业已经成为我国现代服务业的新兴领域

和重要组成部分。 

一、总体情况 

（一）企业数量快速增长 

全国融资租赁企业管理信息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截至

2016年底，我国登记在册的融资租赁企业数量共计 6158家，

比上年底
1
增加 2543 家，增幅为 70.3%。其中，内资试点企

业 204 家，增加 15 家，增幅为 7.9%；外资租赁企业 5954

家，增加 2528 家，增幅为 73.8%。2016 年 3 月，商务部、

税务总局下发《关于天津等 4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资租赁企

业从事融资租赁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商流通函〔2016〕

90 号），将注册在自贸试验区内的内资租赁企业融资租赁业

务试点确认工作委托给各自贸试验区所在的省、直辖市、计

划单列市级商务主管部门和国家税务局。至 2016 年底共确

认 4 批 15家内资融资租赁试点企业，其中天津 12家，广东

                                                             
1《2015 年融资租赁行业运行情况分析》，商务部流通发展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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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上海 1家。 

图表 1：2013-2016 年我国融资租赁企业数量 

 
数据来源：商务部 

 

图表 2：2013-2016 年我国内资试点（左）、外资（右）融资租赁企业数量 

 
数据来源：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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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册资本持续增加 

截至 2016 年底，全国融资租赁企业注册资本金总量为

19223.7 亿元，同比增幅为 31.3%，是 2013 年 2884.3 亿元

的近 7 倍。其中，内资试点企业最高注册资本为 221 亿元，

外资租赁企业最高注册资本为 143 亿元；注册资本超百亿元

的融资租赁企业有 3 家，超 50亿元的企业有 21家。 

图表 3：2013-2016 年我国融资租赁企业注册资本金总量 

 
数据来源：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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赁资产总额 13090.4 亿元，增长 33.8%；融资租赁资产总额

12810 亿元，增长 32.9%。总负债 14088.4 亿元，资产负债

率 65.4%
2
。从单个企业来看，总资产超过百亿元的企业达

33 家。 

图表 4：2013-2016 年我国融资租赁企业资产总额 

 
数据来源：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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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2016 年融资租赁资产行业分布情况图 

 
数据来源：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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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资产总额等方面仍占据绝大部分，均达到全国总数九成

以上。按企业数量增速排序，除陕西外，增速排名靠前的省

市均属东部地区；从资产总额来看，中部地区占比有所上升。

随着融资租赁聚集新区不断出现、“1+3+7”的自贸试验区试

点新格局形成，我国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融资租赁行业

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图表 6：2016 年我国融资租赁企业区域分布图 

 
数据来源：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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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2016 年我国融资租赁企业注册资本及资产区域分布图 

  
数据来源：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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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特征 

（一）政策环境持续优化 

为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振兴实体经济，有关

部门和地区政府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针对多个融资租赁领

域细分问题发布政策意见。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全面推开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降低融资租赁行业税收负担；商务

部将融资租赁等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

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事项，由审批改为备案管理，完善

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天津支持企业通过融资租赁加快

装备改造升级；广东自贸区允许融资租赁企业收取外币租金；

陕西在公共服务领域，鼓励公交车、出租车、公务用车等实

施新能源汽车融资租赁运营模式。天津、广东、广州、东莞、

厦门、晋江、漳州、内蒙古、贵州、西安、济南、武汉等多

地通过出口退税、利息补贴、设立融资风险补偿金或融资租

赁产业发展基金等方式，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融资租赁项目给

予补助奖励。 

（二）聚集效应更加凸显 

随着政策环境优化，改革创新不断深化，尤其是自贸试

验区制度设计灵活高效，投资和贸易便利化水平高，融资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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赁行业积极探索、先行先试，地区聚集效应更加凸显。 

上海、天津、深圳作为融资租赁行业集聚地的优势不断

增强。全国融资租赁企业管理信息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截至

2016年底，深圳融资租赁企业达到 1637家，比上年增加 2.2

倍，其次为上海 1606 家、天津 1129 家，三地企业数量均已

超过千家，合计占全国总数达到 71%，比重较上年再提高 7

个百分点。从注册资本金和资产规模来看，截至 2016 年底，

上海融资租赁企业注册资本金 5652 亿元，总资产 8091.7

亿元，占全国比重分别为 31.6%和 37.6%，均位于全国首位；

天津融资租赁企业注册资本金 3604.7亿元，总资产 4151.3

亿元，占全国比重分别为 20.1%和 19.3%；深圳融资租赁企

业注册资本金 4031.2亿元，总资产 1365.7亿元，占全国比

重分别为 22.5%和 6.3%。 

另外，随着《关于加快融资租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国

办发〔2015〕68号，以下简称 68号文）及各地具体实施意

见的出台，新设辽宁等 7 个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的发布，出

现了更多重视融资租赁业发展的聚集新区。如北京、广州、

重庆、厦门、大连、西安、成都、济南等多地打造融资租赁

区域产业聚集中心，发挥融资租赁服务实体经济作用。 

 



中国融资租赁业发展报告（2016-2017） 

10 
 

图表 8：2016 年我国融资租赁企业数量排名前十的省市 

 
数据来源：商务部 

 

图表 9：2016 年我国融资租赁企业注册资本金排名前十五的省市
4
 

 
数据来源：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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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2016 年我国融资租赁企业总资产排名前十的省市 

 
数据来源：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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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模式，为企业搭建新的融资渠道。 

（四）融资渠道更加多元 

2016 年融资租赁企业融资结构有所优化，融资渠道更

加多元，资产支持证券、母公司融资、债券及海外融资等成

为银行贷款以外融资租赁公司筹集资金的重要来源，有助于

企业降低资金成本，更好地支撑业务发展及盈利增长。 

根据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证券化研究组发布的《2016

年资产证券化发展报告》，2016年全国共发行资产证券化产

品 8420.5 亿元，同比增长 37.3%，特别是企业资产支持专

项计划（以下简称“企业 ABS”）发行规模较 2015 年翻番，

成为发行量最大的品种。wind 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共有

65 家融资租赁公司发行共 118 支租赁资产证券化产品，累

计发行租赁企业 ABS规模达 1074.8亿元，同比增长 110.8%，

占 2016 年各类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规模比重已达 12.8%。

租赁企业 ABS已成为我国企业 ABS市场中最为主流的品种之

一。 

多家融资租赁企业获得母公司增资，以满足融资租赁公

司扩大经营规模、优化资本结构以及融资租赁业务快速增长

的资金需求。债券市场上，融资租赁公司通过公司债券、中

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等方式融资规模也明显扩大。在海外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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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市场，天津推动外债管理制度改革，支持区自贸试验区内

企业境外融资，共受理 21家企业申请中长期国际商贷项目，

批复外债额度 45.38 亿美元，其中约 95%用于支持自贸试验

区内融资租赁企业。 

（五）资本投资更加活跃 

随着融资租赁行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支持融资租赁发展

的政策不断出台，大型企业和上市公司等各方资本加大对融

资租赁业的关注和参与，融资租赁企业在资本市场中更加活

跃。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6 年底，共有 291 家上市公司

设立或参股 347 家融资租赁公司，数量较上年有大幅提升。

从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所属行业看，制造业企业数量最多，有

132 家，融资租赁在助力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和企

业设备更新换代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

18 家，有利于企业经营模式由单一的批发零售转向包含融

资租赁服务的综合化运营。各上市公司对自身融资租赁业务

均有明确定位，侧重特点鲜明，致力于融资租赁与现有业务

产业融合，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夯实全产业链驱动商业模式，

形成新的盈利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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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形成一批竞争力强的龙头企业 

融资租赁行业发展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企业市场竞

争力持续加强，形成了一批专业优势突出、管理理念先进及

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龙头企业。2016 年 7 月，远东宏信与

渤海金控两家公司首度入选《财富》（中文版）2016 年“中

国 500强企业”榜单，并成为首次入选的融资租赁公司。 

远东宏信旗下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约 18.2

亿美元，在医疗、印刷、航运、建设、工业装备、教育、信

息网络等多个基础领域优势突出，截至 2016 年末，远东宏

信总资产规模超过 1660亿元人民币，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约 139亿元，同比增长约 18%。 

渤海金控作为唯一一家 A 股上市和拥有境内外平台的

租赁公司，已在全球六大洲、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分支

机构或销售渠道，形成国内外并行的全球化租赁产业布局。

近年来通过跨境兼并，已成为全球第三大飞机租赁公司和全

球第二大集装箱租赁公司。截止 2016 年底，渤海金控资产

总额 2166.3 亿元，同比增长 64.2%，实现营业收入 242.6

亿元，同比增长 146.9%；营业利润 30亿元，同比增加 57.9%。 

 



中国融资租赁业发展报告（2016-2017） 

15 
 

三、趋势展望 

（一）行业规模平稳增长 

“十三五”时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

展的战略重点，融资租赁融资与融物相结合的特性，决定了

行业在推进“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

大战略，以及加快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新动能等

方面将面临巨大发展机遇、发挥重要作用。随着行业发展环

境日益完善，我国融资租赁行业规模仍将继续保持平稳较快

增长，在产业结构升级、与实体经济细分领域深入结合的需

求下，行业企业数量、业务实力、投放规模、业务范围有望

取得更大突破。 

（二）业务领域纵深拓展 

我国融资租赁企业在全球飞机租赁、集装箱租赁及航运

租赁等领域的市场地位与占据份额逐年增长，医疗卫生、清

洁能源、轨道交通等板块迅速延伸，社会公共事业领域融资

租赁业务逐步开展。未来，融资租赁行业将进一步在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服务中小微企业以及开拓国际市场等方面拓展

业务领域，将有更多融资租赁企业进入国际租赁市场。同时，

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活跃参与，使融资租赁企业能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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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发展过程中的资金和资本不足问题，布局全产业链和一

体化资产管理解决方案，更好地发挥融资租赁对实体经济的

服务支持作用。 

（三）聚集效应进一步扩大 

根据《国务院关于推广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可

复制改革试点经验的通知》（国发〔2014〕65 号）的精神，

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跨境人民币融资租赁

业务、融资租赁业务收取外币资金、海关监管创新制度等一

批改革成果和创新举措推广落地，以及新一批自贸区挂牌后

自贸区融资租赁创新制度的实施，将极大促进中西部、东北

部地区融资租赁业发展，将涌现出一批新的融资租赁行业聚

集区，更好地发挥规模效应，实现集群式发展。 

（四）专业化水平持续提升 

依托“一带一路”建设及“走出去”战略，我国融资租

赁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步伐明显加快，在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

中不断学习和借鉴，优化全球产业布局，并购整合国际优质

资产，实现外延式并购的规模效应，已形成一批具备开阔视

野和综合实力的跨国租赁集团。未来，企业将优化资产管理

与资源配置，降低资产持有风险，不断加强租赁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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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盈利能力；结合国家重大战略及企业自身在所处行业多

年积累的经验和优势，延伸业务链，紧抓基础设施建设、制

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等领域的巨大投资需求商机，形成专业化

竞争优势。 

（五）风险防控不断强化 

面对国内突出的结构性问题与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市场

风险不断暴露，融资租赁企业将借助大数据等手段，不断完

善项目立项、尽职调查、项目审查评审、合同管理、租后管

理等管理流程，增强风险控制能力。同时，政府主管部门将

不断强化融资租赁行业管理。商务部正加快推进法律法规建

设，推动融资租赁行业统一立法，利用全国融资租赁企业管

理信息服务平台等信息技术开展事中事后监管，定期组织开

展风险排查。北京、上海、深圳、福建等地强化监管力度，

要求融资租赁公司通过全国融资租赁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及

时、准确报送信息，探索建立企业报送信息异常名录和黑名

单制度，信息共享与监管协作沟通机制不断完善。 

（六）发展基础持续夯实 

随着配套产业与管理服务不断完善，财税等相关配套政

策落到实处，业务模式持续创新，融资租赁行业发展基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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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夯实。统一、规范、全面的融资租赁业统计制度和评价

指标体系将逐步建立，融资租赁统计方法更为完善，方便加

强统计信息交流。与融资租赁交易有关的第三方服务产业创

新发展，融资租赁企业配套专业咨询服务水平不断提高。行

业组织自律作用有望进一步得到发挥。协会、相关院校及企

业将更多地通过增设融资租赁专业、开展融资租赁培训会、

建立融资租赁产业培训基地等多种形式加强行业人才培养，

为行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