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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中小企业融资

经验简介
邢雪梅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一支重

要且活跃的力量，在世界各国经济发

展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中小

企业规模小、 经营变数多、 信用能力较

低，各国金融机构在对中小企业融资

中普遍采取谨慎性原则， 中小企 业融

资难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因此，世

界各国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都十分

重视解决其融资问题，并积累了不少

好的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做法。

一 、 融资方式、 渠道多

样化

中 小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有自

筹、直接融资、 间接融资和政府扶持

等几种形式。

自筹资金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

主要有业主（或合伙人、 股东）自有资

金；向亲朋好友借用的资金；个人投

资资金；风险投资资金；企业经营性

融资资金（包括客户预付款和向供应商

的分期付款等）；企业间的信用 贷款

（有些国 家对此是禁止的）；中小企业

间的互助机构贷款；一些社会性基金

（如养老基金、 保险基金等）的贷款。

直接融资是指以债券和股票的形

式公开向社会筹集资金。这种方式只

有公司制中小企业才有权使用， 而且

其债券和股票只能以柜台方式发行，

只有极少数符合条件的该类企业才能

获得公开上市的机会，或进入二板市

场进行融资。

间接融资主要包括抵押贷款、 担

保贷款和信用贷款等各种短期和中长

期贷款。

政府的扶持资金是中小企业资金

来源的一个重要部分，一般占到 10%

左右。包括税收优惠、贷款援助、 风险

投资和开辟直接融资渠道等。

但从总体上看，中小企业的资本

构成以自筹资金为主，其中，又以业

主（或合伙人、 股东）自有资金的比重

最大；亲朋好友的借用资金次之。对

于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美、 英和德

国等自由主义意识较重的国家一般是

直接融资的比重高于间接融资的比

重，而法国、意大利、日本和韩国等国

家则是间接融资的比重高于直接融资

的比重。

二、 金融机构依然是中

小企业发展的资金中介

当前，西方国家金融业的发展，

既有业务不断综合化的趋势，也有金

融机构不断细分的专业化和金融产品

不断创新的特点。特别是从事对大型

企业巨额贷款的大型金融机构与从事

向中小企业微型贷款的中小型金融机
构出现分化。这种金融机构的专业

化，直接促成了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

小金融机构的建立，其中以美国最为

典型。据统计，美国有上万家专门从

事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中小企业投资

公司。这些投资公司的特点是完全由

私人拥有、 管理并使用自有资本， 在

美国国家小企业管理局注册并在中小

企业管理局的担保下向中小企业发放

利率优惠的贷款。这些中小企业投资

公司极大地弥补了市场上中小企业的

创办与发展所需要的巨大的资金缺

口，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

资金支持。

三、 政府的扶持政策

一是在法律法规中规定了中小企

业金融支持的内容。世界上许多国家

和地区都注意从法律法规的层面上加

强对中小企业的保护和扶持。美国的

《小企业法案》 就是一部专门保护中

小企业的法律，根据这一法律，美国

专门成立了 为小企业提供融资、 经

营、 技术、 法律等方面服务的小企业

管理局。美国的 《小企业创新发展

法》 规定， 凡是研究与开发经费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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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亿美元的，联邦政府部门都需要将

超过部分按法定比例用于资助小企业

的技术创新研究。德国政府则强化银

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扶持， 规定年营

业额在 1亿马克以下的企业， 可以得

到总投资60%的低息贷款，还款期10

年。韩国则根据 《特别银行法》，设

立了中小企业银行和国民银行， 专门

负责中小企业的金融业务。

二是建立专门的中小企业基金。

主要有三类：（1）小企业信用担保基

金。如日本有52个信贷担保公司，在

此基础上，还有一个全国性的信贷担

保联合会，它同日本小企业信贷保险

公司一道致力于为日本的小企业提供
信贷担保服务。韩国有专门为小企业

融资提供担保的信用保证基金，其资

金来源为中央一级全部由中央政府出

资，地方一级则分别由地方政府和企

业各出资 50% 。（2）特定用途的基金。

如意大利的 “技术创新滚动基金”，

以及 “鼓励中小企业和手工业、 促进

微型企业现代化备用金”。（3）小企业

互助基金。如日本的小企业 “自有钱

柜”，企业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从那里

得到无息贷款， 贷款额为入会费的 10

倍，且不需要抵押和担保。

三是在税收方面给予中小企业许

多优惠。税收优惠是较直接的资金援

助方式， 主要包括降低税率、 税收减

免 、提高税收起征点、 提高固定资产

折旧率等。西方各国都制定了程度不

同的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相

对而言，德国最为典型。德国目前对

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对大部

分中小手工业企业免征营业税；中小

企业营业税起征点从 2.5 万马克提高

到3.25万马克，对统一后的东部地区

更是从 15万马克提高到 100万马克；

将中小企业的折旧率从 10% 提高到

20%；所得税下限降低到 19% 等。

四是建立健全中小企业金融扶持

社会辅助体系。许多国家和地区除了

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

融服务外，社会上一些其他服务机构

也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形式多样的服

务。在美国， 有一种被称为 “商业

孵化器” 的机构， 就专门为中小企业

提供各种服务。在日本，有专门为中

小企业经营管理、 融资等咨询的诊断

所，并成立有全国性的中小企业诊断

会。在意大利和德国，有全国性的工

商联合会和手工业联合会，为中小企

业提供包括金融在内的各种服务。

五是实行政府贷款援助。政府帮

助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主要方式有：

贷款担保、 贴息和政府直接的优惠贷

款等。贷款援助的环节是中小企业的

初创、 技术改造和出口等最需要资金

的地方。美国以贷款担保的方式为

主，具体做法：（1）提供一般贷款担

保。美国中小企业局对75万美元以下

的贷款提供贷款总额75%的担保；对

10 万美元以下的贷款提供 80% 的担

保；贷款偿还期最长可达 25 年。（2）

对少数民族和妇女所办中小企业的贷
款担保，中小企业局可提供25万美元

以下的 90% 额度比重的担保。（3）对中

小企业急需的少数 “快速” 贷款提供
50% 额度比重的担保。（4）对出口及国

际贸易企业的贷款担保。日本以政府

建立的专门的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进

行低息贷款的方式为主。目前，这样

的 金融机构 有 “中 小 企 业金 融 公

库”、“国 民金 融 公 库 ”、“商 工组

合中 央公 库”、“环境 卫生 金融 公

库 ”、“ 冲 绳 振兴开 发 金 融 公 库 ”

等。它们向中小企业提供低于市场利

率 2 — 3% 的优惠贷款。此外， 日本

政府还设立了 “信用保证协会” 和

“中小企业信用公库”， 为中小企业

从民间银行所借信贷提供担保。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委党

校）

广西宾阳县黎塘财政

所积极探索新的税收征管

模式，加 强同村民小组和

工商部门的协作，依托市

场，建立 了规范的村级征

收网络，也织牢 了 与纳税

人的诚信关系，营造了良

好的税收环境。此举受到

许多新闻媒体的关注，中

央电视台已报道过该所的

先进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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