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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县域民营经济融资难的对策
 李跃｜王锋

县域民营经济融资难的具体表现

及原因分析

当前，县域民营经济整体上存在融

资难的现实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一是县域民营经济融资总量偏

少，增幅趋缓，有的地方甚至呈现递减

现象。相对于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而言，

这种情况较为明显，与蓬勃发展的县域

民营经济很不协调。二是县域民营经济

从金融部门得到的融资明显萎缩。虽然

从农村信用社得到的融资有所增长，但

是从国有商业银行得到的融资大幅萎

缩。三是在融资结构中，工商业、固定

资产和技术改造融资减少，绝对额呈现

下降的趋势，与县域民营经济加快经济

结构、产业结构调整和实现技术进步很

不相称。四是县域民营经济融资出现经

济发达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两极分化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县域

民营经济经过不断发展，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已形成越来越强的经济实力。

但是在实践中，县域民营经济发展面

临着诸多困境，融资问题尤其突出。在

新时代背景下，如何继续保持其旺盛

的生命力，在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的

竞争格局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应引起

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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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向，就是说越是经济次发达地区的民

营经济获得融资的能力越是羸弱，“马

太效应”日益显现。五是融资渠道单一。

个体私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主要依赖

私人借贷资金、职工保险金、社会集资

等有限形式筹集发展资金。只有少数的

民营企业能够从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

社、县级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贷款

融资。县域民营经济很难通过风险投资

基金、资本市场方式筹集资金。

资金匮乏是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一

个瓶颈问题，担保难、抵押难是县域民

营企业贷款难的主要表现。虽然国家已

将私营经济作为我国所有制形式的重要

组成部分加以确认，并在十几个省市陆

续出台了许多鼓励、引导、扶持与保护

其发展的政策文件和法规条例，但在认

识、观念和一些政策上对县域民营企业

仍存在歧视问题。国内市场准入及融资

方面也存在一些体制性障碍，致使企业

遭受不平等的待遇。从县域民营企业内

部自身与发展过程来看，县域民营企业

自身的缺陷是其融资难的根本原因。一

是相当一部分县域民营企业自身发展潜

力有限。县域民营企业中大部分企业产

品结构不合理，生产规模小，技术含量

低，市场前景不看好，有的企业产品不

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二是县域民营

企业管理上的非规范性和非科学性。县

域民营企业大多没有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相当一部分企业停留在家族式管理

的低级阶段。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财

务管理制度不科学、不规范，导致金融

机构对县域民营企业的资信度太低。三

是县域民营企业偿债能力低，银企关系

紧张。现阶段多数民营企业预期收益不

明显，自有资金少，这些不利因素决定

了县域民营企业偿债能力低。

解决县域民营经济融资难问题的

对策

一是在政策与制度层面消除对县

域民营企业的歧视。在加入国际市场竞

争方面，应扩大民营企业的进出口权并

享受同外资企业同等国民待遇，减轻税

负，鼓励民营企业不断提高竞争力，开

拓国际市场；在市场准入方面，应拓宽

其经营范围，解除包括在基础设施领域

及公共服务领域内的严格限制，以便能

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扩展市场，实现

扩大就业的目标，尤其是从事高科技、

环保产业、生物工程等领域的民营企业

更需进一步地给予优惠政策，以利于其

早日孵化成长；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

应允许和鼓励县域民营企业积极参与

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与国有、集体

企业参股，组建混合所有制企业，并可

取得企业的控股权，允许符合条件的民

营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并且使其

成为上市公司；国家要大力改善民营

企业的融资环境，在融资政策上一视同

仁，在立法上切实保障对民营企业实施

统一的信用评估标准和贷款发放条件，

成立相应的担保机构，提供全方位的融

资服务，消除国有商业银行与非国有企

业存在着的制度上、观念上的不对称，

改变银行对县域民营企业的传统歧视

意识。

二是建立县域民营企业的信用担

保机制。县域民营企业贷款难的一个

重要表现就是担保难，建立县域民营

企业的信用担保机制是解决贷款难的

突破口。建立信用担保机构必须以政

府的积极介入为前提，以市场的有效

运作来推动。首先，应制定相应的政策

和法规；其次，建立县域民营企业多

元担保机制。担保资金来源应该多元

化，主要以财政资金、国有资产不动

产、社会性资金等为来源；再次，应该

制定担保监督机制和风险预警机制。

三是建立促进县域民营企业等中小

企业发展的专门基金。县域民营企业在

高速发展期，如果产品科技含量高、适

销对路、市场前景广阔，为了扩大生产

经营急需融资，但又不能通过贷款等途

径融资，则可以通过成立以促进县域民

营企业发展的专门基金，再以专业基金

贷款方式对县域民营企业进行融资支

持。基金的筹措以县域民营企业的互助

金、信用担保金、财政基金为主要来源，

以专业的基金贷款方式融资不失为一种

有效的方式。

四是利用税收杠杆等优惠政策，

积极扶持县域民营企业。拓展国内资

本融资市场，利用上市融资、创业板块

融资、发行企业债券融资等都将使县

域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通

过外资金融机构融资、涉外上市融资、

利用外资直接融资、融资租赁等形式，

开拓涉外融资。今后县域民营企业应

进一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尤其是经

济相对落后地区的民营企业要加大利

用外资的力度，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

涉外融资还可有其他形式，如出口融

资、租赁融资等；对高新技术中小企

业，可以考虑利用风险投资公司风险

投资基金融资等。

五是建立县域民营企业风险防范

化解机制。银行贷款进入县域民营企

业的突出障碍便是县域民营企业的高

风险。建立县域民营企业的风险防范

化解机制，是银行信贷进入县域民营

企业的关键。首先，应该以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为目标，加快县域民营企业

的改制步伐，明晰产权，构建科学的

法人治理结构。其次，银行应建立科

学的贷款机制，银行贷款在向民营企

业倾斜的同时，强化与服务对象的互

动机制，主动了解县域民营企业的生

产经营，其中尤其以财务信息、资金

流动为重点，同时督促县域民营企业

进行科学的财务管理，切实防范财务

风险。   

    （作者单位：山东省枣庄市建筑设计

研究院  枣庄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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