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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路在中小银行(张小玲；11月19日)

文章作者：张小玲

    中小企业作为国内一个重要的经济个体，长期以来遭受着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一方面我国中小企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已达

63%，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已达74%。另一方面在全部信贷资产中，中小企业的比率不到30%，70%以上的银行信贷由国有部门利用，而国有

部门目前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不到30%，目前这种不公平现象正得到社会的关注，各种提议和措施也正在落实或实施，如建立中小企业担保

公司、成立中小企业局、政府牵头组织银行对中小企业进行贷款等等。但笔者认为要彻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于中小银行，为什么

说中小银行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关键？主要是因为两者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中小银行通过市场方式选择贷款对象，既有利于中小企业

的发展，也有利于中小银行的发展。 

    从目前我国投融资体系来看，中小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民间资本。尽管随着全球银行业兼并重组浪潮的兴起，固然是一个个“超大银

行”应运而生，但由于种种原因，其服务对象仍主要是各大企业、跨国公司等，中小企业很难从其中得到资金。另一方面，中小商业银行也

并没有就此消亡，反之，中小商业银行也有蓬勃兴起之势。这主要是因为中小企业在新经济中的地位的提高。 

    我国中小企业现阶段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首先，随着我国国有经济结构性调整，国有资本将逐步从一些竞争领域退出，为中小企

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其次，我国加入WTO后，我国按国际惯例在给予外资企业以国民待遇的同时，也将给予中小企业在市场准入、筹资融

资、税收政策、进出口贸易等方面的“国民待遇”，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再次，随着我国进入全面经济建设，经济持续

快速增长，人均年收入的提高为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提供了十分广阔的国内市场。 

    对中小商业银行而言，尽管剧烈竞争导致利润空间有限，但全国中小银行的数量和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与地位仍呈蓬勃之势。目前我

国银行机构密度、信贷服务机构的人口覆盖率和企业覆盖率都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我国平均每两万人1家银行，大大低于美国每两万人5

家、德国10家、意大利8家的水平。我国平均每千户企业拥有9家银行，美国的这一指标是3家，德国是13家，意大利是44家。这些差距也显

示了至少我国银行在数量上有巨大的空间。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均金融资产拥有量较少，金融需求多样多样，对资本成本的承

受能力低，中小型的商业银行具有内部组织结构少、机构精、管理成本低、经营灵活、交易成本低等特点，与大型商业银行相比，更能适应

我国发展的要求。 

    中小企业和中小银行都有存在的必要性和空间，但两者又都面临巨大的冲击，只有建立战略合作的投融资关系，才能达到两者的共同

发展。作为中小企业，或由于缺乏流动资金而难以扩大生产规模，或由于设备陈旧而导致产品质量差，或由于生产原材料集中收购急需集中

大量的资金等原因，却无资金来源而失去机会，最后致使企业发展失去动力。同时中小银行由于自身的规模过小，竞争实力有限，无法与大

银行抗衡，也必需另辟蹊径，寻找服务对象。因而客观上中小企业和中小银行存在建立战略合作的投融资关系的必要性。 

    首先，从经济实体的市场层次来看，中小商业银行与中小企业是处于同一市场层次的经济实体。它们在组织、技术、效率、服务等方

面有很多相似点，是水平相当、作用互补的配套、合作关系。规模巨大的国有商业银行，难以适应中小企业的那些短、平、快资金需求，特

别是规模很小的个体企业。而中小银行为之提供资金服务，无论是从降低成本的角度，还是从服务便利的角度看，都是最合适的。 

    其次，从体制上看，中小商业银行与中小企业具有体制上的对称性。两者中的大多数同为传统体制外的新生力量。改革开放以来，国

有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发展也起到一定作用，但体制上的不对称，使得这种支持难以把两类企业的发展融合起来，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

国有商业银行内外约束机制的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更谨慎。而中小商业银行则克服了这一体制性原因，并在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中，自

身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第三，地方性的中小商业银行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以及当地的中小企业和居民，也主要用于当地的经济建设，其经营决策主要

以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方针为取向，在市场定位时应选择积极主动地配合地方政府确定的地区性发展战略及其支柱项目。这样易取得地方政

府的支持，有利于银行发挥其在当地所具备的地情缘、人缘、信息、网点优势，树立在当地的品牌和威信，而这正是大银行所不具备的。因

而，中小银行应加强同中小企业的战略合作关系，达到银企的“双赢”、“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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