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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企业自身

的原因，又有银行和国家政策的原因，论文从分析原因并提

出解决途径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2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

2.1 政府扶持力度不够
政府部门对中小企业扶持力度不够，长期以来，中国扶

持政策一直向大企业倾斜，尽管近年来，为了扶持中小企业

的发展，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包括筹划推出

中小创业板、增加中小企业贷款规模、财政支持担保机构建

设、采取了差别利率、两免三减或第一年免征所得税等优惠

政策 [1]。但这些政策和措施在实际当中往往无法实现，不能

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不足的问题。

2.2 金融体系不健全

①缺乏与中小企业相匹配的中小金融机构。在中国目前

的银行组织体系中，还缺乏专门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政策

性银行，民生银行原来的初衷是为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服务

的，可是现在它已经和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没有什么区别

了，由于资金、服务水平、项目有限，迫使它也逐步走向严格，

限制了中小企业的融资。

②国有银行惜贷严重。中小企业大多处于初创期，数量

多、规模小，所面临的经营风险和淘汰率高，投资回报相对

较低。导致中小企业贷款的不良率及违约率均高于一般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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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水平。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评价银行资产质

量的最重要指标就是不良率。致使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更加

谨慎，也使得中小企业贷款成本的增加，贷款更是难上加难。

③缺乏健全的直接融资渠道。虽然中小企业创业板早在

筹划之中，却迟迟没有推出，而可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的证券交易市场和风险投资市场尚未列上议事日程，这类小

型资本市场的缺乏 , 使中小企业失去了直接融资的主要渠道。

④信用担保制度不完善。发展担保业对缓解中小企业融

资难有一定促进作用，但目前政策性担保机构少，多数民营

担保机构没有得到财财政支持。此外，担保机构与中小企业

之间协调难 , 一方面由于征信体系不健全，与银行一样，担

保机构也要面对甄别客户信用风险、贷款定价等问题，结果

增加了融资环节和融资成本。另一方面担保公司对申请担保

企业的审查苛刻。由于担保人资产抵押及企业自身信用担保

的苛刻条件，使较多的中小企业难以享受到政策的优惠，许

多无法获得银行贷款的中小企业同样无法获得担保公司的

担保。实际上中小企业常常因为无法找到合适的担保者而被

迫放弃贷款。

2.3 中小企业自身的原因
①中小企业规模小，抵御风险能力差。大多数中小企业

成立时间不长，底子薄，规模较小，自有资本偏小，基础比

较差，生产技术水平落后，产品结构单一且科技含量低，抵

御风险能力差，经不起原材料或产品价格的波动，经营风险

大，同时也给银行带来了较大的贷款风险，不利于中小企业

的融资。

②财务制度不健全，信息不对称。据调查，中国有 50%

以上的中小企业财务制度，管理制度不健全，许多中小企业

的经营管理者自身素质低，缺乏管理知识，治理混乱，多头

开户，多头贷款，财务报告不真实，通常是上报主管部门一

套，税务部门一套，银行的又是一套，常常令专门搞企业财

务的信货员也难识“庐山真面目”，增加银行对企业贷款的

风险。

3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对策

3.1 充分发挥政府的的作用
①构建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政府应尽快指定有关部门

组织制定有关中小企业贷款法律或规定，通过立法为解决融

资难题提供法律上的支持。

②完善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借鉴发达

国家的成功经验，可以成立专门的中小企业融资的政策性的

金融机构（如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优化中小金融机构法

人治理结构。

③完善中国对中小企业资金的扶持政策。政府部门主要

以税收优惠、财政补贴、贷款援助等方式给予资金上的支持。

3.2 完善信用担保机制

①完善中小企业贷款抵押制度，加强抵押物市场建设。

②完善中小企业担保体系，要简化中小企业贷款抵押手

续和条件，允许以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为抵押；建立政府贷

款担保基金，为经过其评估发展良好的中小企业提供政府担

保 ; 建立中小企业共同担保基金，由政府加以引导，从而可

以调剂各企业间的担保资源 [2]。

③完善中小企业信用评估机制。担保信用制度的建立，

将对中小企业信贷资金规模扩张起到积极作用。但为了防范

信用担保风险，应强化信用评估机制，一方面应强化对信用

评级机构的约束，防止信用评估机构监督不力；另一方面应

对中小企业进行约束，可以建立中小企业资信档案，对中小

企业的经营信用、资本信用、质里信用、完税信用、个人行

为信用进行追踪分析 [3]。

3.3 拓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

①积极推出“中小企业板”。

②完善风险投资体系。

③发展融资租赁。

④改善中小企业债券融资。

3.4 提高企业自身的综合素质

中小企业要想得到银行和社会的支持，在市场竞争中立

于不败之地，在实践当中应做到：

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治理结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

的要求实行公司制改造，构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有效消除

中小企业投资者独断专行的弊端，降低中小企业经营风险。

②规范企业财务制度，建立健全企业的财务、会计制度，

不做假帐，保证财务报告真实性与准确性。

③提高企业的信用等级，建立一整套信用等级评估制度

和指标，构筑信用体系，杜绝不良用记录，提高企业还款的

信誉程度，解决银行的资金安全和利益难以保障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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