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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企业迅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企业内外因素

的影响，融资难成为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本文首先叙述了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现状，然后分析了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所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提出了改善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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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的总数已经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一方面，其创造的产值对GDP的贡献

占一半以上；另一方面，它提供着全国近80%的就业岗位。此外，中国65%的发明专利、75%以上的企业

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也都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可以看出，中小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

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状况分析 

1.过度依赖内部积累 

据人民银行统计，获得银行信贷支持的中国民营企业仅为10%左右。同时，在内源融资方面，我国
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着自有资金不足的现象，绝大部分中小企业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若不转向外源融
资，不仅影响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甚至关系到企业自身生产经营状况。 

2.外部融资中间接融资比例较高 

发达国家的直接融资占整个金融市场的比例一般在50%左右，而中国的这一比例目前仅为28%，中
小企业直接融资的比例更低。这主要是因为证券市场、公司债券发行准入的门槛较高，对于规模较小，
信誉等级相对差的中小企业很难公开筹集到资金。 

三﹑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主要成因 

（一）中小企业自身的原因 

1. 中小企业具有较大的经营风险 

中小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统一，这种模式下的企业领导权力过于集中，其决策往往由于缺

乏科学而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冒险性，使得中小企业具有较大的经营风险，而这种风险会导致银行对企

业产生“惜贷”情绪。 

2.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产生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中小企业的信息具有内部化，而且这种内部信息的透明度较低，获取渠道也比较困难。不足的信
息使得银行无法准确的判断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风险，这样直接抑制了银行对其放贷积极性，增大中
小企业了从银行取得贷款的难度。  

 3.中小企业信用等级较低，信用状况不佳 

大多数中小企业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其信用等级水平较低，只能向银行申请担保抵押贷款。而

且由于其拥有的土地、设备、厂房规模一般也都不大，因而很难取得银行大量贷款资金的支持。同时，

由于中小企业缺乏对融资信用的足够重视，频频出现拖欠贷款，到期不归还融资款的现象也加剧了中小

企业的融资困难。 

（二）外部原因 

1.政府方面 

政府对中小企业融资缺乏必要的扶持政策。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非常重视中小企
业的发展，许多国家都建立了中小企业特殊融资机制，这些机构均由政府设立并且不同程度的依靠政府
资金来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虽然我国也建立了政策性银行体系，但其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问题上作
用不大。 

2.银行方面 

首先，企业之间的信息严重不对称。由于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财务信息公开性差、信息披露机制不健

 



全等情况，导致了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这使金融机构产生“惜贷”心理。其次，从规模效益出发，商
业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成本收益极不对称。据调查，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信息成本和管理
成本是大企业的5~8 倍，这使得银行的综合成本仍然很高。再次，中小企业信贷风险成本高。中小企业
在申请贷款时，往往无法提供足够的担保，这又增加了贷款的难度。 

四．改善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现状的对策 

（一）中小企业自身环境 

  1．完善中小企业制度，规范企业财务制度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重要途径。中小企业应该强化内部管理，改善自身经
营管理和财务管理水平，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同时，强化财务制度管理，提供全面准确的企业财务报
告，增加企业财务透明度。 

2. 强化中小企业自身融资信用度 

应尽快健全中小企业信用体系, 加强信用文化建设，培育企业家的信用意识, 在“有借有还” 的
良好信用环境下改善银企之间的关系。在新的银企关系中，树立良好的商业信誉和信用，为中小企业融
资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二）政府方面 

 首先，政府应制定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扶持政策。出台有关加大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引
导中小企业参与公平竞争，从政策上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其次, 建立完善的信贷
担保机制。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拨款、中小企业出资以入股形式建立信贷担保基金, 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
优越的信贷环境。再次，实行政府采购，这是美国对中小企业的一项重要支持手段。 

    （三）银行方面 

商业银行主要要解决的是信息不对称。银行可以通过开展中小企业贷款业务实行客户经理制的办
法去了解企业的情况，对企业的深层次情况，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信息资源去掌握企业的信用情况。如
利用征信系统，收集公共信息，同业互通信息等。 

同时，地区银行可以利用“关系型贷款” 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通过银行与企业长期密切

的联系来沟通信息，进行双向交流，从而在银企之间会形成一种特殊的“关系”。银行在此基础上获得

企业的“软”信息，以此来帮助银行更好地解决信息不透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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