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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商业银行支持中小民营企业策略(李名元；12月21日)

文章作者：李名元

    中小民营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最活跃的新生力量，以其天然的自身优势跃上了历史舞台，打破了我国长期以来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单一格

局，对社会和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本文拟从中小民营企业发展现状和前景分析入手，浅谈一些国有商业银行支持中小民营

企业发展的策略和建议。 

  一、市场定位与策略选择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对我国金融业改革和发展

提出了新的要求。国有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业的主力军，必须正确认识支持中小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把握发展大局，调整市场定位，疏

通融资渠道，积极为支持中小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1、更新经营理念，不断提高市场竞争意识和服务意识。解放思想，更新观点。充分认识到支持中小民营企业发展既是国民经济健康协

调发展的需要，也是国有商业银行优化经营结构，提高经营效益，开拓新的增长点和增强市场竞争能力的客观要求。要突破旧的机制束缚，

摈弃“惟成分论”、“惟规模论”的观点，按照经济决定金融的客观规律，及时调整经营策略，明确市场定位。 

  2、理顺业务关系，构建适应中小民营企业创业的运行机制。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在支持中小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最大障碍是对这

一群体信贷需求没有有效、合理的“通道”。因此，要抓紧业务创新和开发，以满足广大中小民营企业发展需求。在产品开发上，可针对企业

创业初期无法达到银行法人客户新增授信要求的特点，开办中小民营企业“创业贷款”。从产业政策、资产负债、自有资金、纳税、货款归

行、信用等级、个人品行等方面设计准入条件。亦可采取最高额可循环授信管理方式，通过合法有效的抵（质）押、保证加信用，确立或测

算最高可授信额度。在贷款管理上，适度下放贷款审批权限，减少审批层次，提高运作效率，从而使更多的中小民营企业能及时得到信贷支

持。 

  3、强化市场营销，抢占优质客户资源和市场“制高点”。一要抓好市场分析，把握营销重点。做到多中选好，好中选优，真正把具有地

方特色的龙头企业、高新产业和具有潜力的中小民营企业从市场中挖掘出来，实行有差别的信贷扶持和营销策略，有的放矢地培育具有开发

价值的客户群体。二要主动走进市场，创新营销手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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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发展预期和客户融资需求。同时，根据市场变化不断开发和推出新的信贷品种，以满足各个层次中小民营企业的不同需

要。三要组建专业营销队伍，加强业务培训，提高队伍营销技能。 

  二、改善环境与持续发展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与中小民营企业都是平等的市场主体，银企发展离不开社会经济大环境的支撑。保持中小民营企业健康

稳定和持续发展，既需要国有商业银行和中小民营企业自身不懈努力，也需要社会各个方面大力支持和配合，做到统筹兼顾，多管齐下。 

  1、通力协作，努力打造优良的社会信用环境。一个地区信用程度的高低，决定着金融业在制定市场营销战略的价值取向，决定着各商

业银行在该地区分支机构的信贷投放规模和额度。因此，无论是地方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要认识到信用既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投资

环境，更是一种宝贵的财富。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强化社会信用观念，提高区域金融安全和风险意识，加快推进金融安全区建设，加大操守诚

信的宣传力度，重塑讲信用光荣、不讲信用可耻的社会氛围。尽快完善企业信息网络，及时发布企业相关信息，实现资源共享。引导企业规

范经营行为，协调好银企关系，加大对少数恶意逃废银行债务的企业打击和制裁力度，使逃债赖债者无利可图、无立锥之地。中小民营企业

也要牢固树立诚信观念，做到言出行随，真实向银行提供经营情况和相关资料，积极配合银行机制的调查和审查。加强金融法律法规知识学

习，充分尊重银行的债权，不逃废、悬空银行债务，树立守信用、重履约的良好形象。 

  2、筹集资金，建立分担风险的补偿机制。可以由地方财政筹集资金设立贷款风险准备金和金融风险救助基金，上级财政返还落后地区

一定比例的资金也可以作为其资金来源之一。地方财政部门适当提高本地区所属的金融机构的呆坏账的核销力度，并按一定比例承担国有银

行对支持本地中小民营企业发展形成的呆坏账损失，负担起发展地方经济的政策性损失，硬化地方金融风险拯救资金安排的约束，提高金融

机构对支持当地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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