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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不仅经济下行压力大，

而且营商环境的不稳定性增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商业银行

贷款更加谨慎。对商业银行来说，中小企业本身经营不规范、

生命周期较短、盈利水平不稳定，并不是贷款业务的理想客

户。但是西欧的发达国家——德国众多的中小企业却并不存

在融资难的问题，其融资经验值得深入学习。

2 德国中小企业发展与融资经验
2.1 德国中小企业发展情况

德国是世界著名的工业强国，诞生了诸如西门子、戴姆

勒、宝马等世界知名的工业巨头。但是鲜为人知的是，德国

经济更多是依赖国内占比超过 99% 的中小企业，这些中小

企业不仅贡献了德国大比例的就业量和产值，而且其中很多

企业长期在一些领域占据垄断地位，是德国管理学大师赫尔

曼 • 西蒙教授口中所说的“隐形冠军”[1]。

2.2 德国中小企业融资经验

2.2.1 政策性银行提供低息贷款和担保

德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通过政策性银

行帮助中小企业融资。就以德国复兴银行来说，复兴银行本

身是非营利性的，这使得政策性银行能为中小企业提供长期

的低息贷款，而且考虑到实体工业长期的回报周期，这些贷

款在一定周期内可以只付利息不需要偿还本金，避免企业产

生资金负担。

德国中小企业数量众多，这些中小企业每年的贷款需求

总额在 1500 亿欧元左右，平均每笔贷款额度高达 30 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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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盈利为目的的德国商业银行也不愿意承担过大的风险，

为此德国政府设定的贷款担保机制解决了这些顾虑，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德国经济下降了 5%。但是为了

确保中小企业稳定发展，德国政府宣布了针对中小企业的

“无限制”援助计划，并且将中小企业贷款担保的比例从原

本的 80%~90%，提升高到了 100%。这使得尽管经济不景气，

但中小企业并未受到大的影响 [2]。

2.2.2 中小企业内源融资占比高

在欧美发达国家中，德国是一个异类。以实体工业为主

的德国资本市场并不发达，甚至很少企业会通过上市的方式

进行融资。德国中小企业更多是依靠银行贷款和内源融资这

两方面进行融资。银行贷款是由政府担保的一种融资方式，

融资方便且利率较低，而内源融资则主要源于德国中小企业

本身的收益留存和计提折旧这两项构成。德国中小企业并不

流行使用财务杠杆来扩大经营规模，更多是以稳扎稳打、工

匠精神来获得稳定、持续的回报。在过去的 2020 年，由于

中小企业对外贸易额受到重挫，其内源融资占总融资的比例

有所下滑，从原来的 45%~53% 降低到了 41%~47% 的水平 [3]。

2.2.3 德国商业银行严谨的贷款工作机制

在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方面，德国政府、政策性银行、

商业银行和担保银行之间形成了十分严谨的工作机制以确保

各方利益。德国有一套针对中小企业的混合信用评价体系，

国家和商业银行、担保银行之间信息互通和交流可以通过交

叉验证进行信用评价。中小企业在向商业银行提出贷款申请

时，商业银行会对企业进行一次初审，初审通过后，商业银

行将企业信息上传给德国复兴银行，通过类似于中国的“征

信”报告来做进一步的审查。获得复兴银行批准后，商业银

行提出担保和再审查，同意承保后商业银行则快速放款。

在这样层层审查下，资金安全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障，

中小企业如愿拿到贷款，商业银行将风险降到最小，担保银

行和政府只承担企业违约风险，但经过严格审查和后期跟踪

使得这种贷款违约成为一个小概率事件。

3 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

3.1 融资缺口较大，难度较高
根据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2020 年中国中小企业

融资状况分析报告》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

年初中国城镇失业率创下新高达 6.2%，中小企业正面临巨

大冲击。通过对中国全国范围内超过 15 万中小企业样本的

调研数据分析显示，71.6% 的中小企业存在融资需求，而且

融资规模较小，大多是小股资金扶一把就能活的情况。但是

2020 年春节复工后，受疫情影响，30.8% 的中小企业无法

开工，而在已经开工的 69.2% 的企业中，有将近一半的中

小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大量中小企业嗷嗷待哺，中华人民共

和国工信部数据显示 2020 年中国中小企业现有融资供给为

21.78 万亿元，而当前融资缺口仍还有 12 万亿元 [4]。

尽管从融资结构来看，中小企业融资途径较多，但大多

数中小企业无法进行股票、债券融资，也不会获得一些私募、

风投的青睐。其最常见的融资方式仍然是银行贷款，但银行

处于规避风险的考量，不会给一些经营不稳定、抗风险能力

较差的中小企业贷款，中小企业融资难度较大。

3.2 融资成本较高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银行为了对冲风险，会

提高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20 年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仍有 16.2% 的中小企业贷

款利率在 10%~20%，而有 1.3% 的中小企业贷款利率超过

20%，融资成本极高 [5]。

在正规融资渠道受阻时，很多中小企业更多会进行民间

借贷。“高利率”一直是民间借贷的主要特点，这些非正规

融资渠道的利率整体要高于正规融资渠道，一般在 15% 以

上，而一些典当行的市场利率则普遍在 20% 以上。高利率

与中小企业较低的盈利能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多中小企

业一年到头的忙碌也只是给这些贷款机构打工，更多的企业

则因为不堪重负倒闭了，融资成本高成为制约中国中小企业

发展的绊脚石。

4 德国经验对中国中小企业融资的启示

4.1 政府发挥引导作用，加强中小企业扶持
从德国经验来看，德国政府大力支持中小企业，设立政

策性银行和为中小企业担保都使得中小企业可以较为便捷

地获得贷款。但中国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方面更多还停留在

政策层面，尽管有通过督促银行开设中小企业专项贷款，但

银行作为盈利机构依然需要对中小企业进行风险评估，依然

有很多中小企业无法获得贷款。因此，中国政府可以效仿德

国，通过设立政策性银行或是在国有商业银行中的年度预算

中开设中小企业扶持专项资金科目。中小企业扶持专项资金

作为非盈利性的资金板块，主要用于中小企业扶持。但这一

类资金也应该像德国一样拥有完备的交叉审查机制，避免一

些企业和个人违规获取低息的贷款。

此外，政府在促进中小企业获得低息贷款的同时，也应

该通过各类税收减免来缓解中小企业经营压力。政府一方面

要加强对中小企业规范经营的监督，促使企业在财务会计方

面做到精细透明，以便让银行等金融机构更直观地了解企业

的经营现状，也能促使政府根据企业实际情况进行一些减

税、差异化税率等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负负担。

4.2 促进银行贷款业务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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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之所以无法进行良性的贷款业务主

要是因为中小企业本身经营不稳定，且没有较多可抵押资

产。在传统抵押贷款制度下，很多银行为了规避风险，不可

能大规模地给中小企业放贷。

由此可见，当前银行这种抵押贷款的机制并不适用于一

些积累少、资产少的中小企业。当前，几乎所有的互联网金

融企业在贷款业务方面都通过大数据方式来评价用户的信

用等级，阿里巴巴、京东、腾讯等企业在开展贷款业务时都

是基于信用和大数据分析结果给予客户一定的贷款额度，客

户可以在额度范围内自由借还款，一些平台还可以自由选择

先息后本等方式。

银行业长期掌握用户的各类储蓄、消费数据等，依托大

数据手段和征信报告对中小企业进行审查，也可以面向中小

企业推出信用贷款业务。根据银保监会披露的数据显示，互

联网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普遍低于传统银行，就以 2019 年的

数据来说，六大主要商业银行的平均不良贷款率为 1.38%，

而主要互联网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均在 1% 以内 [6]。这也说明，

依托大数据技术的贷款风险防控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4.3 在全社会发展多元化的直接融资渠道
中国的资本市场并不发达，这也是阻碍中国中小企业顺

利融资的主要原因。第一，中国可以效法德国，以省市为单

位，通过政府进行信用背书建立以省市为单位的地方性证券

交易所，吸纳地方资金帮助本地企业发展。通过对中小企业

进行股份化改制，让这些中小企业可以在地方交易所发行债

券或进行股票融资。第二，政府还可以设立扶持中小企业发

展的公益基金进一步加强社会资金与企业的联系，资金需要

投资项目，而中小企业需要投资，通过设立公益基金可以帮

助资金与项目对接，而一些民间资金通过这个公益基金可以

有效保障资金安全。

5 结语

中小企业是所有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个大

的企业都是从中小企业发展而来。中国当前在支持中小企业

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应该借鉴德国等国的优秀经验，不断

为中小企业保驾护航，只有中小企业不断发展才能为中国经

济增添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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