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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几点建议
王嘉琛■

近年来，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尤

为严峻，笔者认为金融抑制是重要原

因之一，本文从消除金融抑制角度提

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几点   

建议。

1．加强金融支持力度，不断完善

融资体系

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存在明显的

二元结构，即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导

的现代化银行与传统落后的民间金融

机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偏好服务大

型企业，对中小型企业提供服务的较

少。尽管近年来城市商业银行、社区

银行等中小银行快速发展，但是还不

足以满足广大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

这种二元结构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如

信用评级业的公信力还不够强，不能

有效发挥出人们期望的功能与作用，

其旗下金融产品的功能也不够齐备。

再如担保机构数量增加，但担保信用

放大倍数反而越来越小，担保能力不

足，制约了担保机构的发展，也制约

了担保杠杆作用的发挥。另外，我国

中小企业服务机构在较快发展的同

时，也面临着提供的服务内容、服务

方式等与中小企业实际需求不能匹配

的问题。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越来越重

视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国家不断加

强金融支持的力度，不断完善中小企

业融资体系。目前我国民间资本市场

上有大量的闲散资金，笔者认为，可

以降低准入标准，让市场上的闲置资

金通过一个专门的提供放贷的机构集

中起来，然后通过这个机构给中小企

业提供贷款，再由政府出面为担保机

构提供再担保，这样可以调动各担保

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的积极性，

有利于中小企业筹集资金。我国各省

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应根据

其发展水平建立相适应的服务体系。

在经济发达地区设立盈利性质的中介

服务公司，在中等城市可由地方政府

设立中小企业融资咨询服务办事处，

在经济落后的地区由中央政府成立专

门的咨询服务局，因地制宜解决中小

企业融资方面的问题。

2．完善多层次的中小资本市场

我国资本市场一直存在着重间接

融资、轻直接融资，重银行融资、轻证

券市场融投资等现象，导致资金分配

的低效率和结构畸形，严重影响了市

场风险的有效分散和金融资源的合理

配置。中小企业虽然可以通过中小企

业板、创业板、股权交易市场来筹资，

但是高门槛的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的

上市条件把大部分中小企业拒之门

外，中小企业又大多不认可股权交易，

很少会选择挂牌交易融资。

针对上述问题，在现有经济水平

条件下，笔者建议发展多层次的资本

市场融资体系，推进资本市场的融资

活动。当地政府可以穿针引线，建立

地方性的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中小

资本市场体系。在发展地方性中小资

本市场的同时，使中小企业认可股权

融资方式。符合条件的、发展较好的

中小企业，也可允许其通过发放企业

债的方式向当地居民筹集资金，推进

地方债券市场的发展。

3．规范非正规金融

由于金融抑制的存在，中小企业

总要寻找能满足其资金需求的市场，

加之大量闲散社会资金的逐利性，必

然会流向民间借贷市场，使非正规金

融活跃起来。也正是由于非正规金融

具备正规金融不具备的优势，使得中

小企业与非正规金融间具有天然的契

合性。但同时，利用民间资本解决资

金问题不仅意味着企业融资成本大，

还孕育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和社会不安

定因素。

如何让民间金融市场朝更好的方

向发展？笔者建议：首先，相关监管

部门应加强对非正规金融机构的监督

和管理，调查了解其经营状况，提前

防范风险。其次，相关监管部门应对

非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制定提供

技术和数据支持，帮助民间金融机构

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和

专业化。再次，相关监管部门应做好

民间金融机构和政府间的桥梁，及时

向政府汇报民间金融的发展情况，及

时防范风险。

另外，中小企业自身也应树立正

确的融资理念，避免盲目扩张和随意

融资；要根据自身特点，选择与其项

目相适应的融资和投资方案，并结合

市场需求和发展的要求，对投资项目

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进行充分论证，对

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做出合理安

排，保证资金使用效率。

（作者单位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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