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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佳 
(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摘要】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一直是制约其发展的瓶颈。自金融危机以来，银行信贷更加严格、中小企业融资供需缺口增大、民间融资成
本提高，这些使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更加恶劣。本文分析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内部及外部原因，并结合当前国家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新形
势，提出了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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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危机下中小企业融资的新问题 
（一）银行信贷审核更加严格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主要针对大型国有企业，对中小企业很少开展针对性的金融服务。出于资金盈利性和安全性的考虑，银行对中
小企业贷款审批程序复杂，很少提供长期信贷。银行贷款期限短、数额小、限制严，无法满足中小企业融资的时效性。2008年一季度商业
银行贷款总额超过2.2万亿元，其中只有约3000亿元分配给中小企业，占全部贷款的15%。尤其在金融危机后，金融机构信贷总量压缩、资
金成本上升，大多数中小企业盈利下滑，资金链紧张，使得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申请更加严格，抵押贷款担保更加苛刻，这些加重了中小
企业通过银行融资的难度。 
（二）中小企业融资供需缺口增大 
金融危机后，许多国家的实体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国际市场疲软、出口需求锐减，使外向型中小企业市场份额下降。2008年上半年以来人
民币不断升值，削弱了出口商品的价格优势。不少外向型企业出口转内销，将库存商品在国内低价出售，挤占国内市场份额，使内向型企
业的资金压力更加突出。出口导向型企业转型，生产制造型企业产业升级，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新项目，这些均增加了中小企业融资需求，
但商业银行及小额贷款公司等民间金融机构信贷能力萎缩。需求量增大而供给不足增加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缺口。 
（三）民间融资成本不断增加 
民间融资手续简便、时效性强，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但民间金融隐蔽性强、监管难度大、形式不合法，贷款利率往
往是银行贷款的数倍。金融危机后，随着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及银行信用额度的收紧，中小企业很难通过传统正规渠道融资，更多地借助
民间融资渠道。民间融资需求上升导致利率上扬，民间融资的高利率使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不断增加，进一步挤占了中小企业的营业收入和
利润空间，严重影响力企业的生存发展。 
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 
（一）中小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大多数中小企业规模小、资产少、抗风险能力较弱，当发生经济危机或财务困难时，能够用于抵押贷款的资产很少，银行基于自
身风险的考虑往往拒绝为其贷款。中小企业大多是家族化管理模式，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因此中小企业很难提供真实可靠的财务信息，
银行或信用机构无法根据财务状况对其做出资信评级。而且，中小企业经营的产品门槛低、竞争激烈，经营上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容易受
环境和市场变化的影响。多数企业在项目投资前未对市场进行深入调研，未对风险进行全面考虑，导致其盈利能力较弱。这些导致了各类
金融机构不愿承担较大风险为其融资。 
（二）政府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国政府向来对大型国企的扶持不遗余力，而对中小企业的扶持起步较晚且力度较弱。政府政策虽然不能替代市场自身的资源配置，但有
效的扶持和引导，加上政府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能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企业负担，优化企业结构，促使企业较快发展。目前，我国缺乏对
中小企业发展给予支持的法律法规，虽然2003年实施的《中小企业促进法》为解决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该法并未
出台具体的中小企业实施措施和办法。2004年推出的中小企业板及创业板，都在政策上限制了企业股权融资，这说明政府给予中小企业政
策方面的支持是有限的。 
三、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对策 
（一）进一步拓展融资渠道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过窄，主要是采取银行贷款的直接融资方式。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市场在扩大企业市场规模中起到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除传统银行渠道外，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小额贷款公司、投资担保机构等多种形式的融资渠道正在逐渐丰富。截至2010年
6月末，全国已设立小额贷款公司1934家，比去年末增加606家。资本市场拓宽了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市场资源向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倾
斜，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A股市场IPO数量为322只，实际募集资金超过4500亿元。而322只新股中，有超过九成的股票在中小企业板块或
创业板上市。 
（二）完善信用担保体系 
目前我国缺乏有效的征信体系和信用担保体系，担保机构资金规模小、专业化程度低、抵御风险能力弱。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
问题，必须进一步完善信用担保体系，支持担保、再担保机构与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担保机构的出现，以灵活的方式弥补了企业和
银行之间的信用空缺，为中小企业找到一条融资捷径。2009年9月国务院提出改善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完善中小企业授信业务制度、完
善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等措施，这些政策有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三）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 
虽然民间融资存在许多问题：如利率高于银行贷款，金融制度不规范，信贷纠纷日益增加，借贷双方法律意识淡薄等，但与其他融资渠道
相比，民间融资非常适合中小企业临时性资金短缺。因此，应大力发展民间金融并使其合法化正规化。2010年9月，国务院提出切实缓解
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具体措施，并提到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2010年5月，“新民资36条”明确提出鼓励和
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这对于中小企业的创新与产业融合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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