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小民营企业融资存在的困难和对策 

文/聂 聃 陈淑贞 

一、中小民营企业融资中存在的问题 
1、银行的门槛高 
国有商业银行在选择贷款对象时，很大程度上受企业所有制性质和规模的制约，货款不是主要

考虑项目前景和企业效益，而是看企业性质与规模，民营企业即使效益好、信誉高也很难获得国有
银行的资金。加上对民营企业的融资还额外的附加了许多条件，如授信利率和授信规模等等，无形
中增高了民营企业的融资门槛。 

2、抵押担保难 
企业贷款首先要有担保，而建有民营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地方并不普遍，仅有的少数担保公司

的实力也较为薄弱。同时，担保中心往往设在大中城市，县以下几乎未设，也使得企业寻求担保困
难。银行限于自身规避风险的要求，即使看到某些民营企业资质好，还贷有保证，因为没有足够的
担保，也无法提供信贷支持。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为获得资金支持往往采用民间自发的相互担保，
但自发互保如果出问题，担保方有可能被拖跨，风险性很大。 

3、融资渠道不畅 
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已形成股票类、贷款类、债券类、项目融资类、财政支持类六大融资方

式，但有些融资方式对民营企业的开放程度很低，除信贷资金外，民营企业很难通过债权和股权融
资的渠道获取资金。在正常融资渠道不畅的情况下，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的中长期投资只能依靠非正
规、小范围的集资或股权融资取得，此类融资规模小、成本高、风险大，使投资缺乏稳定性与可持
续性。 

4、企业信用等级体系急待建立 
我国民营企业普遍成立时间较短，缺乏历史的信用记录。信誉、财务、业务状误解等信息离散

度高、透明度低且变化大、缺乏规范，难以对其进行大规模的集中搜索，更难以像国有企业尤其是
上市公司那样从公开媒体获悉信息。国有商业银行惯用的通过企业财务报表、银行资金账户、国家
信贷政策的信息搜集方式对此更难适应。因此，进行一定规模贷款并获取相应收益的信息搜集与信
息更新成本较高，特别是一些民营企业的负责人素质不高，企业使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金时，缺
乏还本付息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民营企业多为中小企业，产品周期短，拖欠、融帐的社会成本相对
较小，与此相对应的是银行等金融机构追要欠款的成本较大。 

二、解决融资难的对策 
1、国有银行为中小民营企业的贷款设定合适的运作机制 
当前国有银行对民营经济的支持，要从三方面着手：一是要改革银行的贷款审批程序和信息获

取渠道，同时尝试着建立民营经济贷款的专门部门；二是要逐步改革和完善国有银行的授信方式，
要给分支机构一定的贷款权限，充分调动基层机构的积极性，提高贷款审批效率；三是可以尝试在
管好对大型企业贷款利润的同时，适当放开对民营企业经济的贷款利率，形成一种类似“双轨价
格”的利率体系，这可能会对我们的利率自由化起到相当的推动作用。 

2、大力培育和发展民营金融机构 
建立民营经济的融资机制，重点在打破国有银行高度垄断和民营银行数量严重不足、规模小的

格局方面有所突破，适当增加民营金融机构的数量，并在中小城市进行开办民营银行的试点和推
广。对一些中心城市的城市信用社，试行在银行民营化方面先行突破；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要加快
国有商业银行退出农村市场的步伐，让农村地方性金融机构有更阔的发展空间，要让农民和农村经
济组织通过参股成为农村信用社真正的股东老板，促进农村信用社的重组、规范，把信用社改造转
变为商业性的金融机构，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农村民间商业银行；通过产权多元化机制，将国有
银行改制成国有资本控股、私人参股的上市公司，并逐渐将国有银行的市县分支机构转变为具有公
有制性质、私有制性质、混合所有制性质的多种经济成分的金融机构，营造出一种新的适应市场经
济体制建设的金融格局。 

3、建立适应中小民营企业的信贷担保体系 
建立民营经济贷款担保体系是解决民营经济贷款难的重要一环，具体可以从三方面考虑：

（1）对于小额的贷款，可以以企业自身的资产和项目作抵押担保，并逐步尝试使民营经济自身形
成相对完备的贷款制度；（2）为进一步保证民营经济的融资顺利进行，可尝试由政府牵头、企业
为核心、金融机构为后盾联合成立担保机构，并设立担保基金，对民营经济融资进行担保；（3）

 



对一些私营企业的贷款，可以尝试探索数户联保的方式，促成企业联合。 
4、建立健全民营企业信用体系 
一是建立区域性的民营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成立专门的社会机构，采集民营企业的资信数据，

广泛收集工商、税务、银行、法院等部门所掌握的企业和企业主个人的社会信息资源，建立全面、
准确的企业信用数据库，向社会开放，便于社会查询。二是规范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引导民间成立
市场化运作的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实现民营企业信用信息咨询、评估服务的专业化。三是建立信用
激励和惩罚的社会机制。周期性地对民营企业的信用进行评估、评级，并建立信用红榜和黑名单，
对进入红榜的民营企业在注册、登记、结算、信贷、税务等业务方面给予优先扶持；对进入黑名单
的民营企业，在注册、信贷等业务方面进行限制，减少他们与其它企业开展业务的机会（作者单
位：江西省新余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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