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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融资风险特殊性及其防范(刘永明、祝河舰；2004年1月5日)

文章作者：刘永明 祝河舰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日渐突出。强化对民营企业信贷营销，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成为当

前乃至今后各商业银行的热门话题，也为防范和化解民营企业融资风险带来严峻挑战。 

  一、民营融资风险的特殊表现 

  1、管理监督机制缺位，形成的道德风险。在获取大量、高额的银行贷款后，或蚂蚁搬家，或瞒天过海，将资金抽逃、转移到外地，甚

至国外，然后逃之夭夭，使银行追债无门，造成“金融地震”。 

  2、信息传递不对称，形成的数据风险。有些民营企业为了获得银行融资，想方设法与会计师事务所串通一气，美化报表，向银行提供

含有大量虚假信息的审计报告，增加了银行甄别信息真伪的难度。 

  3、经营行为不规范，形成的投机风险。企业的经营风险主要来源于资金的流动性风险。特别是民营企业大多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

企业的老板既是投资者，又是经营者，企业在不同程度上等同于老板个人，员工处于被动的“打工者”地位，参政议政意识薄弱。企业的经营

方式、策略完全取决于老板个人的兴趣偏好和能力水平。 

  4、品行操守的不确定性，形成的法律风险，给企业经营与生存带来致命的打击。 

  二、防范民营企业融资风险的措施 

  银行是高风险行业，没有风险，也就没有银行存在的必要，经营、防范和化解风险是银行发展之道。以上风险因素的存在，直接威胁着

信贷资金的安全。商业银行只有坚持支持不动摇、防范不放松，以敏锐的洞察力、前瞻性的防范措施和高效的化解能力，沙里淘金，去伪存

真，才能在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同时，确保中小民营企业融资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 

  1、积极参与和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营造良好的诚信环境。有人曾说：中国目前一不缺资金、二不缺人才，缺少的只有诚信。此话

虽有失偏颇，但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商业银行一是要积极参与政府部门改善金融环境、创建金融安全区建设，加大操守诚信的宣传力度，

努力重塑讲信用光荣、不讲信用可耻的社会氛围，对少数恶意逃废银行债务的企业要给予严厉的制裁，使逃债赖债者无利可图、无立锥之

地；二是建立信用档案，明确信用标准，强化信用监督。积极推进人民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和信息征集中心建设，完善公共信用登记系

统，实现全国联网和接口，将客户生产经营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及有价值信息及时登录系统，共同维护系统的准确性、有效性和全面性，增强

实用性；三是每年精选一批诚信度高、操守规范的会计师事务所参与融资客户的财务审计，增强数据的真实性；四是以诚信为基础，建立平

等互利、相互信任的银企关系。在经营过程中，双方都要既知法、依法、守法，又互相理解支持。 

  2、强化风险防范队伍建设，增强风险防范能力。信贷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信贷资产质量的优劣和风险程度的大小。因此，一是

要强化领导的风险意识，增强各级领导对提高信贷人员素质重要性的认识；二是通过实施信贷人员持证上岗制度，有意识地淘汰一批文化层

次较低、业务素质不强又没有责任心的信贷人员，将有一定事业心、业务素质全面、文化层次高、可塑性强的员工充实到信贷队伍，构筑风

险防范平台；三是建立风险防范考核机制，实行信贷员（客户经理）等级制度管理，对不同的等级实行不同的报酬，将风险防范和化解能力

作为划分等级的重要依据；四是强化风险防范队伍培训，在系统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加大对企业经营、审计、税务、法律法规等专门知识

的学习力度，培养他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增强他们懂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 

  3、实施民营融资封闭管理，建立有效的风险防护网。完善风险防范机制，实行贷款发放、收回全程跟踪封闭管理，是商业银行风险防

范的核心。一是要建立信息开发机制，引导信贷人员深入民营企业开展经常性调查和市场调研，建立企业综合性信息档案，及时掌握客户生

产经营情况、对外融资担保情况、信用状况、市场变动及未来发展预期，广泛收集报刊等媒体对客户的报道、公告等信息，尽量降低或避免

虚假信息在客户融资需求发生时作用的发挥；二是建立科学的考评体系，不仅要考查客户的经营状况、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更要考查企业

高层管理人员的工作作风、个人品质、诚信意识和合作态度，既要重视对资产负债结构、偿还能力的分析，更要注意对偿还意愿、资金的流

动性，特别是对经营活动及主营业务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重报表，不惟报表。有选择的、针对性的查看客户的原始记账凭证，看账证、证

表是否一致相符。必要时，走访工商、税务、审计等部门，了解他们对客户的真实评价。在贷款方式选择上，尽量以客户稳定、足值、易变

现的不动产作抵押为主。在期限选择上，以短期为主，防止市场变化的影响。对优质民营企业，融资时不仅要控制在本行的授信额度内，而

且要充分考虑在他行的融资情况，避免额度过大，形成“垒大”效应，增加其逃债欲望和逃债收益。 

  三是在贷款审查上要变“行政型”审查为“专家型”审查，不论职务高低，只讲专业水平，把一些政策水平高，能够把握市场变动趋势和市

场发展方向，对市场熟悉的客户经理充实到贷款决策机制中来。强化贷后的跟踪管理，贷款必须按规定用途使用，且在合法的经营范围内，

资金流入、流出方向明确，运作正常，回笼及时。一旦发现大额资金流入股市或违法经营，必须断然收回贷款。 

文章出处：《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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