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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对策
黄双蓉

企业甚至有“内账”、“外账”之分，其财

务报表的可靠性难以获得资本市场监管

者和投资者的认同。中小企业的财务信

息质量普遍不高，导致其在债券发行审

批和银行贷款审批中屡屡受阻。二是银

行信贷支持力度不够。由于中小企业的

经营状况不稳定、贷款违约率高，商业

银行在评估中小企业贷款业务时，往往

将其置于住房贷款、大型企业贷款等业

务选择之后，为了保证银行自身的利益

而只给中小企业发放短期贷款或者干脆

不发放贷款。银行作为间接融资的主要

来源，其信贷支持力度不足对中小企业

融资负面影响很大，中小企业只能更多

地依赖于成本更高的其他融资方式来弥

补资金缺口。三是信用评级机制不健全。

目前我国信用评级机制主要针对大型企

业，较少涉及中小企业，导致融资方和

投资方信息不对称，融资活动无法顺利

开展。四是隐性融资成本高。中小企业

融资过程中除了要支付合同规定的利息

之外，还要支付各种财务顾问费、承诺

费等，以及接受“以贷转存”、“购买理财”

等附加条件，隐性融资成本很高。

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

需要从国家宏观政策层面和企业微观管

理层面进行分析。

（一）国家宏观政策层面。一是应制

定鼓励中小企业成长的规划，不断完善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制度，从政策

层面引导金融机构投入更多资源帮助中

小企业解决融资难题。二是应推动信用

评级机制的建设，降低企业评级门槛，减

少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

从而缓解融资约束。三是推动证券市场

发展，适当放松企业债券融资的管制，拓

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渠道。四是加强

对金融中介机构的监管，规范商业银行

和民间借贷组织的贷款业务，打击民间

高利贷，可以通过发放牌照等方式将潜

力巨大的民间借贷引导到政府统一管理

的金融监管体系中。五是提高担保机构

服务质量，也就是要简化担保手续，降低

担保费用，更多地发挥担保机构的职能，

以帮助中小企业缓解融资困境。

（二）企业微观管理层面。一是建立

标准化、规范化的企业制度，尤其是财

务制度，完善财务核算机制，提高财务

信息质量。二是树立自身信用意识，按

时归还借款本息，在金融中介机构中树

立口碑。三是培养或招聘熟悉各种融资

方式的高级财会人员，利用他们的专业

知识来增加自身的融资渠道选择。四是

抵制各种违法的隐性融资成本和民间

高利贷，为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贡献力

量。五是积极尝试新的融资方式，例如

小额贷款等，不局限于传统的商业银行

贷款与民间借贷。

总之，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状

受制于资本市场环境和企业自身管理的

多重因素。因此，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现

状是一项任重道远、关乎国民经济健康

发展的重要工作。只有在资本市场形成

融资业务运作的良性循环、拓宽融资渠

道的大环境下，中小企业才能放下沉重

的融资成本包袱，才有充足的资金去运

营和发展，才能为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

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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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小企业由于受到种种因素

的制约，目前面临着融资困境，不少中

小企业甚至因为融不到所需资金而面临

着资金链断裂、甚至可能破产倒闭的窘

境，亟需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现状，促进

中小企业融资方式的健康发展。

就目前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现状而言，

可以概括为 ：直接融资渠道不畅、间接融

资成本偏高。一是直接融资渠道不畅。虽

然说我国的证券市场已逐步完善并走向

成熟，但中小企业仍然难以通过发行股

票、债券等有价证券来直接获取资金。中

小企业发行股票面临的门槛较高，每年能

顺利上市的中小企业数量对于我国1000

多万工商注册的中小企业来说无异于“杯

水车薪”。我国政府在企业债券发行方面

的管理较为审慎，需要结合当地的宏观

经济运行现状来确定企业债券的发行规

模、期限、品种等，也就是说，对企业发

行债券的各种限制比较多。二是间接融资

成本偏高。主要体现在银行贷款作为传

统的间接融资方式，不仅贷款审批手续

繁琐、抵押物折扣率高，而且审批手续复

杂、审批时间过长，导致迫切希望通过各

类银行贷款进行融资的中小企业不得不

接受抵押物折扣率高、贷款利率上浮比

例高的贷款条件 ；财务状况不佳、无法

获得银行贷款的中小企业依赖于民间借

贷，但民间借贷由于监管不到位等原因

而出现不少暗地提高借款利率的“打擦边

球”行为，甚至出现了高利贷等违法活动。

制约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因素，一

是企业财务信息质量不高。相当一部分

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内控制度不健

全，财务管理人员水平有限，少数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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