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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中小企业

借款难问题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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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银行应加强贷款条件和形式的

创新。虽然传统的不动产抵押贷款方式在

保 障银行资金安 全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随着客户规模和性质的多样化，依然

固守“一刀切”的标准只会同时限制银行

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只 有积极进行贷款

条件和形式的创新，才能实现银企双赢。

第一，应扩大抵押物范围。中小企业缺少

不动产，但普遍拥有数量众多的动产（如

应收账款和无形资产），银行可以通过分

析贷款企业的坏账损失率以 及欠款 当事

人的资信和还款能力等，确定应收账款

的价值并进行抵押贷款。由于超过 50%

的专利由中小企业发明，银行也可考虑用

专利权等无形资产作为抵押物。第二，发

展融资租赁贷款。融资租赁贷款是以 融

资租赁的形式为中小企业提供所需固定

资产并将其作为抵押物，在美国银行业有

广泛的应用。在这种方式下，银行直接掌

握了抵押资产的价值，省掉了资产评估的

费用，而且还能保证贷出资金按规 定使

用；而企业不仅不需要再为抵押物发愁，

还能迅速形成生产力，一举两得。

2.完善中小银行建设。中小银行在

与大银行争夺大客户的竞争中往往处于

劣势，在与大企业打交道时也处于不利

地位，这种情况迫使 其采用差异化 经

营转而主攻中小企业信贷市场。中小银

行自身组织结构扁平，操作流程比较简

单，可有效防止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扭

曲，是和中小企业发展关系融资的绝佳

伙伴，所以 政府应增加中小银行的数量，

从 法律和税收上优化其经营环境，促进

并完善其发展。

3.建立健全贷款信用担保体系。信

用担保体系的建立，有利于增强中小企业

的信用评级、分散银行的风险、降低银行

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给中小企业贷款发生

坏账的可能性。第一，应增强信用担保机

构实力。我国信用担保 机构的资金规模

仍然比较小，而且业务单一，根本无力维

持担保 机构的生存和持续发展。此时需

要国家财政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但外在

的支持只能是暂时的扶助，所以，信用担

保机构也要合理扩展业务范围，例如 开

展一些个人信贷担保、中小企业财务咨询

等业务，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增加盈

利来源，提高自身“造血”能力。第二，应

扩展资金来源渠道，分散风险。除政府资

金外，还可从企业、银行、个人和机构筹

资，这样不仅能增强信用担保机构的资金

基础，提高担保能力，还能提高贷款企业

的逃债成本；而且由于出资各方的利益在

一定程度上和担保机构绑定在一起，在

担保审批和企业监督上，出资各方会倾注

更多精力严格把关，对贷款企业更具制约

性，也保证了担保机构决策的准确性。第

三，应建立全面的企业信用记录制度。担

保机构内部要对贷款企业建立信用档案，

并根据我国中小企业多由私人业主经营的

特点，将企业主个人信息纳入其中。

4.完善法律，提高企业逃债成本。

逃债行为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在于逃债

成本太低，以 至丧失了其应有的制约监

督作用。企业最擅长的就是权衡成本和

收益，当扣除所有显性和隐性成本、经

济与非经济成本后，只要逃债的净利润

存在，企业就有逃债的动机。所以，完

善法律建设，从 外部施 以严格的管束，

增加企业特别是企业主的逃债成本，对

保障贷款安全、提高银行信心 、改善中

小企业信用水平有重大意义。

5.建立信息联盟，降低信息收集

成本。中小企业贷款与个人贷款的交易量

都较小，无 法形成规模效应，但个人消

费信贷却已成为各家大小银行激烈竞争

的一个利润增长点。其原因除了抵押物

区别外，很重要的一点是相对于中小企

业，个人信 用更易于掌握。所以，如 果

能通过各方合作，建立起一个信息共享

系统，就能加 强对中小企业的监督，同

时还可降低银行信息收集成本，对改 变

融资难的现状很 有帮助。中小企业的信

息虽然不像上市公 司那样公 开，但各银

行、信用担保 机构、政府部门、媒体等

都对企业不同方面的信息有比较专业的

掌握，当这些信息被整合后，一个强大

的数据系统就建立起来了。对银行来说，

它不但能分享企业在其他银行贷款的基

本信息，能参考信用担保 机构调查到的

企业更深入的信息，还能从 政府部门提

供的资料中大致了解企业的盈利状况，

信息的充足 增加了决策的准确性，提 高

了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

6.中小企业要加强自身信用建设。

以 上各种方法大都只是从 外部对中小企

业信用进行暂时性的辅助支持，或更经济

地将优秀的中小企业筛选出来，但要根

本解决融资难的问题，仍需中小企业加强

自身建设，如提高公 司治理水平、完善财

务制度、加强信用建设等。因为只有优秀

的企业才能长久地取得银行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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