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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官渡区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和融资供求情况分析 【字体：大 中 小】

作者：[刘毅华] 来源：[本站] 浏览：[] 评论：[] 

为了深入了解中小企业近年来在国内外市场变化和宏观调控背景下的生产经营和融资供求情况，掌握
中小企业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贡献、金融机构信贷规划安排及资金调度供应、中小企业业务经营和
资金来源及运用情况、产业升级和市场竞争对中小企业生存空间的影响，以及目前中小企业业务经营
和融资困难的真实情况，为下一步更好地支持中小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我支行于2008年10月24日至10
月30日，对辖区内进行了一次中小企业融资情况抽样调研，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官渡区是昆明市的一个近郊区， 面积552.21平方公里，人口50万人。历史上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区，改
革开放以来，经济从以乡镇企业及城区土地开发为支柱，演变为围绕官渡区政府三次产业规划，积极
发展新型工业、建设产业基地、物流区、文化旅游区的经济格局。 
2008年9月，地区生产总值260.3亿元，同比增长13.6%，财政总收入35.4亿元，同比增长58.9%。中小
企业170个，其中大型企业2个、中型企业25个、小型企业143个。工业增加值50.6亿元，其中大型企业
13.66亿元、中型企业26.86亿元、小型企业10.08亿元。外贸出口交货值8.46亿元，其中中型企业7.22
亿元、小型企业1.24亿元。固定资产投资127亿元。吸纳就业38720人，其中大型企业7322人、中型企
业17113人、小型企业14285人。亏损企业占比30%，其中中型企业20%、小型企业32.16%。 
2006年金融机构贷款余额101亿元，2007年金融机构贷款余额123亿元，2008年9月金融机构贷款余额13
3亿元，分别较2006年、2007年增加32亿元、10亿元，增长31.68%、8.13%。中小企业获得贷款余额情
况分别是2006年为48亿元，与贷款总额占比47.52%、2007年为60亿元，与贷款总额占比48.78%、2008
年9月为64亿元，与贷款总额占比48.12%。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辖区贷款总额持续增加，可用资金持
续增长；二是中小企业获得贷款逐年增加，表明信贷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三是中小企业获得贷款与贷
款总额占比保持平稳持续增长，表明在辖区贷款总额持续增加的情况下，辖区金融机构注重贷款结构
的调整，加大了对中小企业有效资金需求的支持力度。 
二、样本企业发展和经营状况 
这次抽样调查了华曦牧业集团有限公司、云南长城亚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昆明天城屋业有限公司、
昆明星旗汽车有限公司4户企业。覆盖了农业生产经营加工、汽车销售、房地产行业。在岗职工449
人，实收资本7123万元。资产总额2006年、2007年、2008年9月分别是4亿4543万元、5亿9727万元、7
亿零93万元；资产负债率分别是53.02%、52.27%、63.22%；净利润分别是5111万元、4360万元、1609
万元；融资总额分别是1亿6770万元、2亿1070万元、2亿3870万元。表现出三个特点：一是资产负债率
不高，企业生产经营运转正常，具有一定实力；二是净利润有逐年下降趋势。主要是农业生产经营加
工、房地产、汽车行业受宏观调控政策、原材料上涨、国内外市场波动、石油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
营业销售减少，赢利能力减弱；三是融资总额保持持续小额增长，资金链运转正常，有效资金需求基
本能保证。 
三、企业经营困难的主要原因 
中小企业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经济力量，在社会稳定、解决农村闲散劳动力方面发挥了明显作
用。但由于产业产品结构不尽合理，科技含量不高，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能耗高成本高。加之
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强，生产经营管理层次不高，财务制度不健全，抵押担保难落实，信用等级评定大
部分为B级或以下等因素影响。部分企业难以达到符合信贷准入条件，虽然贷款意愿强烈，贷款难，难
贷款仍是信贷资金的主要矛盾。另外，社会信用环境不好，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多，拖欠货款普遍存
在。民间资金借贷缺乏规范和引导，影响对产业产品结构调整和金融宏观调控的作用。 
四、金融支持中小企业情况 
当前，各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普遍倾向于优中选优，对市场竞争力强、经营效益好、安全性高的优势
行业和企业是主动上门“锦上添花”，而对于管理成本高、综合收益小、不符合信贷准入条件的中小
企业，金融信贷也难以“雪中送炭”。当前，为防范金融风险，商业银行一律上收信贷审批权限，除
了小额存单质押贷款和个人小额贷款有审批权外，其他贷款几乎无权审批，都要逐笔上报审批。贷款
审批链条加长，延长了贷款发放时间，企业如需到商业银行贷款，需经过申请、评级、授信等一系列
程序的层层审查，短到半个月，长到一个月以上才能完成贷款审批手续，很难满足企业使用资金上的
“快、急、短”的特点。 
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办理抵押贷款，需要到房产、土地等部门办理评估、证照等手续，而在办理这些
手续的过程中，企业、金融机构普遍反映中介部门收费过高，贷款成本过高，增加了企业融资和银行
处置抵债资产的成本，使银企双方得不偿失。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企业“难贷款”，银行“贷款难”，
影响了信贷营销，直接阻碍金融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 
支持中小企业是金融机构优化调整信贷结构，防范贷款过度集中的有效途径，也是县域金融机构的重
点发展方向。辖区金融机构近年来对信用度较高，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良好产业发展前景的中小企
业进行积极支持。同时积极推出的“个人抵置押循环额度贷款”、“个人投资经营贷款”、“小额创
业贷款” 、“速贷通”和“成长之路”、“市场商户创业贷款”等金融创新业务，有力支持了中小企
业的发展，其中“市场商户创业贷款”成效明显。仅“市场商户创业贷款”从2007年7月开办以来一年
多时间，贷款金额就达1.18亿元，有力地支持了钢材交易、家具、干菜、五金、轮胎、茶叶、中药
材、汽车配件、厨房用品、鞋业、灯具、工业品、海鲜等市场中小商户生产经营和贷款需求。 
五、应对措施和建议 



（一）寻找经济增长点，加大对经济增长点的支持力度 
  督促和引导中小企业优化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加强内部经营管理，提高市场适应能力，增强企业实
力，努力培育县域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把符合产业政策的中小企业作为信贷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支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劳动
密集型产业、规模企业配套产业、农村服务业和具有市场需求的其他优势产业，提高产业聚集程度，
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增强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功能。 
（三）加速金融创新和金融新产品的推广应用 
  要加大市场营销和金融创新力度，完善授信制度，适当简化贷款手续，缩短审批时间。开发多样
化、系列性金融产品，研究探索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营销方式和金融新产品。 
（四）促请政府发挥主导作用 
  共同研究解决当前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逐步规范民间借贷，引导民间资金发挥
对中小企业支持的补充作用。加快农村金融和社区银行建设。促进形成地方财政、金融机构、企业、
等多种投资主体共同介入中小企业的多元化资金投入格局。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官渡区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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