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探讨

中小企业信用保证
几个基本问题的认识

詹伦波

我国由政府设立的专门化的信用保

证机构是从 1993 年成立中国经济技术

投资担保公司开始的。自 1 999 年以

来，全国专门化的信用保证机构像雨

后春笋般地涌现。从事的保证业务主

要为贷款信用保证， 商业信用保险、

工程合同保证、 住房置业保证、注册

资本金保证等。多数保证机构以中小

企业贷款信用保证为主营业务。但由

于我国专门化的信用保证业务的理论建

设、 制度建设滞后，信用保证机构及

其业务的发展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忽

视了它们的风险性。尤其是从事贷款

信用保证业务的机构，作为连接企业

和银行的信用中介，如果遇到代偿、

赔偿困难，就可能引发一连串的债务

危机。因而对贷款信用保证业务的一

些基本问题应有一个较为清晰、 客

观、 准确的认识，通过借鉴国外信用

保证业的经验，

使我们少走弯路。

一、 建立中

小企业信用保证

机构准入制度

随着国有银行

商业化改革，中

小企业贷款信用保

证的问题日显重

要。中小企业从

银行贷款时，既

无信用记录又无物

的担保： 在企业间的一些互相担保

中，当事各方漠视信用和法律责任，

事后债务人和保证人偿债能力不足而引

发了一些新的债务矛盾，保证人被推

上被告席的案件屡见不鲜。市场呼唤

着信用体系建设和专业信用保证机构的

出现。仅从 1999 年以来成立的信用保

证机构估计有 300 多家。但令人担忧

的是，政府财力支撑不足，行业管理

法规和管理机构空缺，一些工商企业

满怀热情地投资于贷款信用保证业。

贷款信用保证是一种高风险、 低收益

的业务，以工商企业为投资主体的贷

款信用保证公司根本不具备化解风险的

补偿机制，也没有放大贷款保证倍数

的能力，最终只会血本无归。同时我

国《担保法》司法解释和《公司法》

均有规定，公司不得为本公司的股东

提供担保。企业既不是政府，也不是

慈善机构，资本的本质是要营利，政

策应引导他们投资于商业性信用保证保

险业务。我国中小企业贷款信用保证

业发展中的另一种现象是政出多门，

自立门户，形成了多个管理系统的保

证机构，在同一个地方由政府出资设

立的保证机构同时存在几个。除少数

财政系统设立的信用保证机构有些补偿

手段外，其它都没有补偿机制和再保

险制度。

一个完善的中小企业信用保证体系

需要具备几个基本条件： ①足够的资

本金（或保证基金），②健全的保证

业务约束机制和损失补偿机制，③专

业化的管理能力， ④ 充分的相关信

息，⑤完善的机构管理和业务管理制

度，健康的社会信用环境和法制环

境。前三个条件也是判断一个信用保

证机构自身信用水平和能力的标准。

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使我国中小

企业信用保证业朝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国家应尽快制定统一的中小企业信用保

证机构的准入制度及业务管理专门条

例，在国家预算中增列中小企业扶持

支出，加大政府投入。银行放款采用

信用保证担保方式时，应对保证人自

身的状况进行评判，防范没有信用能

力的担保。对于其它商业性信用保证

保险机构及业务，如我国已有的工程

合同保证业务、 住房置业保证业务，

商业信用保险业务等，也应制定相关

管理制度，引导有实力、有信誉、有

经验的民间投资主体投资，减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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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入。

二、明确中小企业信用保证的

政策目标

信用保证是多数发达的市场经济国

家用于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经济杠

杆，大多是由成立或授权相应的管理

部门操作。如美国有联邦政府小企业

管理局（在各州设有分支机构），在弗吉

尼亚州、新罕布什尔州、缅因州、加利

福尼亚州等还有州政府的小企业融资管

理局。各国政府设立中小企业信用保

证机构 （或基金）有三个明确一致的

目的。首要的目的是充分就业。国际

劳工组织通过有关信用保证知识的国际

交流与培训的方式，推进一些国家中

小企业信用保证制度建设，提高业务

操作水平，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目的

也在于增加这些国家的就业机会。第

二个目的是促进大、 中、 小企业协调

发展，增加 G N P。从国家财政的角

度来看，虽然增加了一些补偿支出，

却通过促进经济发展而增加了税源。

第三个目的是支持小企业的创立和技术

创新，主要是生产工具的改进。

近两年来，中小企业信用保证成

为我国经济界关注的热点之一。虽然

它还处于起步阶段，却存在一些盲目

夸大其作用，忽视其风险的倾向。主

要表现为：机构设立一哄而起， 非财

政、 非银行资金往里扎，有了机构却

没有建立补偿机制， 仅靠资本金来抵

御风险，这是不可能持久的；忽略风

险控制，追求保证余额的放大倍数。

保证余额可以放大为保证基金的若干倍

数，是各国信用保证业的通行做法，

如日本可以放大到 60 倍。中国人民银

行曾经批准过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

司的保证余额可以放大到资本金的 10

倍。专门化的中小企业信用保证业务

作为我国的新生事物，其发展初期应

持谨慎探索的态度。因为倍数的大小

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第一，恶劣的

信用环境和信息环境，存有诈骗贷款

行为的企业不在少数，企业向银行和

保证公司提供的信息与向工商管理局和

税务局提供的信息大相径庭，是非难

辨。第二，没有建立健全保证损失补

偿机制，这是保证余额能否放大的关

键所在，保费收入连营业成本都弥补

不了。第三，信用保证机构的业务管

理能力、管理制度、管理手段， 如信

息的收集、 甄别， 项目评审，反担保

措施的设定，代偿项目的处置等，各方

面业务经验不足。夸大信用保证在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作用，不少担保公

司将其首要经营宗旨定义为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甚至直接叫 “风险投资担保

公司” 或 “科技担保公司”。风险投

资是一种高风险、 高收益的投资方

式，它可以通过组合投资来实现化解

风险、 谋取高额利润的目的。保证费

收入是事先约定的，费率很低，它不

可能通过 “组合保证” 来 “以丰补

歉”，或者说随着风险投资收益水平

水涨船高。对于那些生产经营没有技

术风险和市场风险的次新产品或设备更

新的企业，保证基金可以给予重点扶

持。

三、构造中小企业信用保证体

系的基本原则

信用保证是政府用于沟通中小企业

和银行间的桥梁，建造这座桥梁应遵

循以下基本原则：

1 、 量力而行，定性准确，规范

发展。中小企业信用保证业务是一项

高风险的政策性业务，只能由政府出

资为主来办，同时鼓励合作银行和相

关机构捐助。限制由企业（会员） 投

资为主的互助保证公司、 商业性保证

公司开展中小企业信用保证业务。欧

洲的互助保证公司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

都不是由小企业自发组织并集资的合作

社。我国信用保证业的发展从一 开始

就要根据国家财力的大小量力而行，

规范发展，控制风险， 不能急于求

成， 饮鸩解渴。

2、 机构、基金和补偿机制建设应

统筹安排，同时到位。我国中小企业信

用保证业才经过几年的发展，实力还不

强，机制还不健全。许多信用保证公司

只有几百万元的保证基金，甚至更少，

一些号称注册资本金上亿的信用保

证公司的实收资本只到账 10 % 。各

级政府预算中基本没有安排稳定的中小

企业信用保证补偿支出。这种孤立发展

信用保证机构的状况应及时扭转。在中

小企业信用保证机构管理条例或公司法

中，应对信用保证机构的设置条件作出

规定。对已有的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公

司，要充实保证基金，健全补偿机制。

3、建立以地市中小企业信用保证

机构为业务主体，中央和省市两级再

保险的中小企业信用保证体系。适应

现行 “分灶吃饭”的财政管理体制的

要求，调动各级财政的积极性，中央

财政和省市财政对地方中小企业信用保

证业务实施间接调控。中央和省市中

小企业信用再保险机构的主要职能在于

对地方中小企业信用保证机构进行再保

险条件审查和提供再保险，制定相关

规则，监督审计地方中小企业信用保

证机构业务。地方中小企业信用保证

机构具体开展业务， 加强对被保证人

的监督和处理。

4 、控制规模，市场化运作。由

于我国目前的信用环境差， 中小企业

信用保证机构的业务主管部门在提供财

力支撑的同时，要对保证余额进行额

度控制，防止保证规模膨胀；再保险

公司根据各地市的人口数量确定对各地

的再保险额度。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和

信用再保险机构采取企业法人模式管

理，根据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公司的净

资产或保证基金承担有限责任，阻止

信用保证风险向财政转移。信用保证

公司根据择优、 扶优的市场化原则开

展信用保证业务，减少政府部门的行

政干预，提高信用保证业务的效率。

（作者单位：中国经济技术投资

担保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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