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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国政府性融资担保体

系得到快速发展，政策性功能作用发

挥显著，全国政府性融资担保业务进

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更加注重质

量和效率。为研究更好发挥政府性融

资担保的公共财政功能，支持实体经

济发展，动态评估分析政府性融资担

保履行准公共性功能作用产生的经济

社会效益情况，最近笔者选取了江苏、

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六省

148 家小微企业进行抽样调查。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一）样本分布情况

此次抽样调查的样本小微企业

148 家，均为政府性融资担保客户。从

区域看，东部地区 72 家，中部地区 76

家 ；从行业看，农林牧渔业 1 家，制

造业 101 家、建筑业 2 家，批发与零售

业 12 家、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

2 家、住宿和餐饮业 3 家、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服务、计算机业）9 家、科技

技术与商务服务业 18 家 ；从员工数

量看，平均人数 83 人，最多的 296 人，

最少的 5 人 ；从存续时间看，设立最

长的近 31 年，也有刚设不到 2 年的 ；

从目标市场看，出口型企业 19 家，专

注国内市场的 129 家。

（二）经营和财务基本情况

财务方面。2019—2022 年，样本

企业的总资产余额、流动资产余额、

负债余额、有息负债余额逐年减少，

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担保贷款余

额略有上升，应收账款逐年增加，存

货余额波动明显，担保贷款占有息负

债的比重逐年增加（详见表 1）。

经营方面。2019—2022 年，样本

企业营业收入、利润逐年下降，缴纳

的税收、雇佣的员工人数均呈下降趋

势（详见表 2）。

（三）政府性融资担保贷款方面

2019—2022 年，样本企业的户均

政府性融资担保贷款规模分别为 693.5

万元、672.3 万元、821.8 万元、710.3 万

元，以一年期的流动资金贷款为主。

政府性融资担保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基于中东部地区部分小微企业抽样调查
尚大浩

表 1  抽样企业财务基本情况                                                            单位：元

年份 企业总资产余额 企业流动资产余额 企业负债余额 企业有息负债余额 担保贷款余额 年平均存货 年均应收账款

2019 26364511100.82 23039946251.01 12077763953.93 9585526947.56 1026380000.00 6438457824.71 285493157.12

2020 22577489906.59 18886070306.86 10681186225.45 6593324830.52 995065822.78 5237811092.24 323184820.01

2021 20897683644.04 15421180023.52 9928720231.42 5981156765.92 1216269803.92 6226162930.38 623035962.72

2022 19099462033.84 11415957175.80 9283531745.34 4736495788.44 1051239375.00 5229668146.59 738483991.05

表 2  抽样企业经营基本情况                                                            单位：元

年份 营业收入 经营成本 其中：人力资源成本 利润 缴纳工商税收 缴纳企业所得税 年均职工人数

2019 25439984298.18 23875616160.84 1626607996.51 1564368137.34 773656836.03 59001669.78 25371.95

2020 19922351918.39 18747385098.50 1164559359.10 1174966819.89 632450179.33 60053169.55 18827.07

2021 19623179928.07 18342214852.17 1208468885.81 1280965075.90 527577952.86 42848682.36 16584.58

2022 17330784665.99 16425410336.54 986757260.34 905374329.45 451403874.87 37558366.96 1405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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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2年,户均政府性融资担保贷

款的同比增速分别为 -3.05%、22.23%

和 -13.57%（详见表 3）。

一是小微企业对融资担保的黏

性增强。担保贷款的余额波动略有上

升，在企业融资规模中的占比提升较

快。2019—2022 年，担保贷款占有息

负债的比重整体呈上升趋势，分别为

10.71%、15.09%、20.34%、22.19%。

二是小微企业对政府性融资担

保 的 需 求 增 加。2020—2022 年，样

本企业中政府性融资担保贷款保持

不变的比例分别为 64.81%、53.70%、

57.41%，2021 年 下 降 较 多 ；样 本 企

业中政府性融资担保贷款增加的比

例 分 别 为 16.67%、33.33%、35.19%，

逐年增加 ；样本企业中政府性融资

担保贷款减少的比例分别为 18.52%、

12.96%、7.41%，逐 年 减 少。2019—

2022 年，政府性融资担保贷款在企

业融资总额中的占比分别为 8.50%、

9.32%、12.25%、11.32%，整体呈上行

趋势，反映出近年来政府性融资担保

在满足小微企业融资需求方面的重要

性不断增加，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不断加大。

小微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一）小微企业景气度整体下行。

2020—2022 年，小微企业营收增速、

利润增速呈下降趋势，负债率有所上

升。一是经营情况方面。样本企业的

营收同比增速分别为 -21.69%、-1.5%

和 -11.68%，整体呈下降趋势。样本企

业的利润同比增速分别为 -24.89%、

9.02% 和 -29.32%，下降幅度较大。二

是经营效率方面。小微企业的人均创

收能力有所增加，样本企业人均营

收 分 别 为 100.27 万 元、105.82 万 元、

118.32 万元和 123.29 万元。三是资产

运营效率有所减弱，但较规模以上私

营企业的差距缩小。样本企业每百元

资产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96.49 元、

88.24 元、93.9 元 和 90.74 元，整 体 呈

下降趋势。四是负债率略有上升。样

本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45.81%、

47.31%、47.51%、48.61%，整 体 呈 上

升趋势，企业杠杆率略有放大。五是

小微企业的利润再投资和信心减弱。

如果借债扩大再生产，会同时增加资

产与负债，并不增加净资产。以利润

用于再投资，才会增加净资产。采用

利润净资产化率（全年新增净资产 /

全年利润总额）作为衡量小微企业信

心的指标，2020—2022 年，样本企业

的利润净资产化率分别为 -203.45%、 

-72.39%、-127.35%，显示小微企业的

利润再投资和经营信心减弱。

（二）与规模以上私营企业对比来

看。一是经营情况方面。2020—2022

年，整体上较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差

距有所收窄。与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

营收增速差距逐渐缩小，差值分别

为 22.39 个 百 分 点、20.4 个 百 分 点 和

14.98 个百分点 ；与规模以上私营企

业的利润增速差距整体呈缩小趋势，

差值分别为 27.99 个百分点、18.58 个

百分点和 22.12 个百分点。

二是运营效率方面。样本企业与

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人均营业收入

差 距 有 所 扩 大，分 别 为 17.53 万 元、

14.98 万元、23.88 万元和 22.81 万元 ；

样本企业与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资产

运营效率差距逐年缩小，差值分别为

42.31 元、44.76 元、40 元 和 33.66 元。

三是盈利能力方面。小微企业的盈利

能力所有减弱，样本企业的营业收入

利润率分别为 6.15%、5.9%、6.53% 和

5.22%，均高于规模以上私营企业营

业收入利润率，但差距逐渐缩小，分

别高 0.9 个百分点、0.57 个百分点、0.8

个百分点和 0.22 个百分点，盈利能力

有所减弱。四是杠杆率方面。2019—

2022 年，样本企业资产负债率较同期

规模以上私营企业分别低 11.59 个百

分 点、10.09 个 百 分 点、10.09 个 百 分

点和 9.79 个百分点，与规模以上私营

企业的杠杆差距有所缩窄，小微企业

扩杠杆步伐加快。

政府性融资担保支持经济社会发展

的效能评估

过去四年，随着政府性融资担保

贷款在企业融资规模中占比提高，政

府性融资担保在支持小微企业生产经

表 3  抽样企业担保贷款情况                      单位：元

年份 户均政府性融资担保贷款 担保贷款占有息负债比例 户均担保贷款增速

2019   6935000.00 10.71% 　

2020   6723417.72 15.09% -3.05%

2021   8218039.22 20.34% 22.23%

2022   7102968.75 22.19% -13.57%

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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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增加税收、稳定就业和消费等方

面的效能明显提升。

（一）支持企业生产经营的效能

方 面。一 是 2019—2022 年，样 本 小

微企业的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分别为

1.10、1.05、1.27、1.52，政府性融资担

保支持的小微企业的经营效率上升

趋势明显。二是 2019—2022 年，每百

元担保贷款对营业收入的贡献度分

别 为 265.40 元、302.16 元、328.08 元、

365.90 元，呈逐年上升趋势 ；2020—

2022 年，贡献度分别同比增长 13.85%、

8.58%、11.53%。三是 2019—2022 年，

每百元担保贷款对利润的贡献度分别

为 16.32 元、17.82 元、21.42 元、19.11

元，整体呈上行趋势，2022 年有所回

落。2020—2022 年，贡献度同比增长

分 别 为 9.19%、20.18%、-10.75%，政

府性融资担保贷款在支持企业利润

方面的效能整体上升，2022 年有所减

弱。究其原因，尤其是受疫情反复影

响较大的场景相关行业正是政府性

融资担保主要分布的行业，如交通运

输业、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等服务

业，以及受房地产调整影响最大的建

筑业等行业的小微企业经营面临较大     

压力。

（二）支持税收的效能方面。一

是 2019—2022 年，政 府 性 融 资 担 保

支持的小微企业的综合税负率分别

为 3.27%、3.48%、2.91%、2.82%。 综

合税负率有所下降，除与过去四年经

济下行压力较大、小微企业盈利承压

有关外，也与国家出台各类支持小微

企业的退税减税缓税政策有关。二是

2019—2022 年，每百元政府性融资担

保贷款贡献的综合税收分别约为 8.69

元、10.50 元、9.54 元、10.32 元，总 体

呈上升趋势。

（三）支持就业和薪酬的效能方

面。一是四年来，每百万元政府性融

资担保贷款支持的就业人数分别为

2.65 人、2.86 人、2.77 人和 2.97 人，支

持就业人数的效能整体呈上升趋势。

二是四年来，每百元政府性融资担保

贷款支持的员工薪酬分别为 16.97 元、

17.66 元、20.20 元、20.83 元，在 支 持

小微企业就业人员薪酬方面的效能整

体呈上升趋势。

政府性融资担保在支持经济社会发

展方面的潜力较大

当前，我国经济回升向好，市场

需求逐步恢复的同时，经济发展出

现了新变化、新特点，需要财政货币

等 政 策 协 同 发 力，加 力 提 效，提 振

微观市场主体的信心，促进消费恢

复和扩大投资。据统计，农林牧渔、

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住宿

餐饮业等五大行业的小微企业数量

占全国小微企业总量的比例超过八

成。同 时，第 七 次 人 口 普 查 数 据 显

示，城市青年人就业主要集中在制

造 业（21.4%）、批 发 零 售（17.6%）、

住 宿 餐 饮（9.2%）、教 育（7.1%）、建

筑（5.8%）、居 民 服 务（5.5%）等 行

业，其中低学历青年集中在偏劳动

密集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建筑、

制造等行业。这些行业都是政府性

融资担保重点支持的领域，现有业

务占比超过八成。通过支持这些行

业的企业融资与发展，有利于提升

就业率和收入水平，有利于提振消

费、稳 定 经 济 增 长。因 此，政 府 性

融资担保在助力经济稳增长、贡献

税收、稳定就业等方面具有较大潜

力，作 用 也 将 更 加 明 显。可 以 定 期

开展政府性融资担保支持经济社会

发展成效方面的评估工作，根据效

能发挥情况、小微企业的新变化和

新 特 点、政 策 导 向 等，及 时 优 化 业

务 政 策、产 品 组 合，更 好 服 务 小 微

企 业 发 展，服 务 财 政 政 策 目 标。

（作者单位 ：国家融资担保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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