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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探究

■张 蓉 王 鹏 西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摘 要：中小企业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市场力量，促使其健康、稳步、有序的发展将有力的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而
融资问题又是中小企业发展的死穴。本文先简要论述了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现状和背景，继而详细分析了致使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
问题的成因，进而对症下药，提出从中小企业自身建设、商业银行职能转变、政府信用担保构建这三个方面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
题，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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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的数量

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虽然其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与大型企业相比

明显存在短板，但它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
可以毫无疑问的说，我国经济能既保持高速发展，同时又有效地解决

劳动力就业等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中小企业的崛起，当前中小

企业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主体，

也是经济活力的体现。
虽然中小企业发展迅猛，但仍面临融资不畅的瓶颈，尤其在全球金

融危机给实体经济发展危害不断加深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的发展态势不

容乐观，融资难问题更是在冲击之下暴露无遗，可见探讨中小企业融资

存在的问题及应对对策，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成因分析图

一、制约中小企业融资的成因分析

1.中小企业自身存在局限性。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现状，与其自身的

局限性有关，中小企业由于受到资产规模的限制，并且管理和技术水平

也较为有限，在财务管理上不够清晰，使得金融机构对其的财务、信用状

况的测评难以实施，并且伴随着日益激烈的竞争，其财务所面临的风险

越来越大，银行普遍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持消极态度，对其缩紧钱袋。
此外，融资是需要抵押担保作为条件的，但这看似不难的条件却

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拦路虎，由于中小企业的规模不够庞大，存在融

资所需的抵押超过了其拥有的固定资产的问题，从而难以得到融资，

阻碍了企业的发展。
2.间接融资制度不完善。我国金融体系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经过

金融危机的洗礼，其缺陷也显露出来，比如职能缺失和服务单一等问

题，都加大了中小企业融资的难度，以四大商业银行为主体的大金融

垄断体系，给中小金融机构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与中小企业融资相匹

配的中小金融机构没有形成足够的规模，使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资金不

足、融资能力有限等问题。
在经济运行中，金融机构控制着资本，企业则是通过资本的使用

来运行，双方本应是互相扶持，而我国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关系的

维护一直没有受到很好的重视，缺乏长期合作的良好态势，这也导致

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任度不够，难以融通资金。
3.政府职能缺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也与政府政策的导向有

关。我国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它的确立

指明了银行的服务方向，大型银行的主要职责定位于向大型企业提供

发展资金，从而在政策的制定上就使中小企业的发展处于不利的境

地，推迟了中小企业规模化、集约化和国际化的发展进程。
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相应对策

1.加强企业自身建设。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解决首先要从自身入

手。首先，中小企业应加强财务管理效率，其财务管理的缺失使得金融

机构不能准确地对它的财务状况进行评估，出现信息不对称的现象，

成为融资的主要障碍之一，所以中小企业应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

促进融资渠道的疏通和扩展；其次，中小企业资产管理水平也有待提

升，对企业所掌握的资源进行有效地管理利用，才能提高企业固定资

产抵押交付的能力，降低融资难度。
更重要的是，中小企业应努力提高核心竞争力，才能在市场经济

中掌握主动权，中小企业集群在全球范围内都分布广泛，说明了此方

法的可行性，中小企业集群将原本势单力薄的每一份子集结为强大的

集体，可以有效提高中小企业的竞争力，从而提高自身抗风险能力，对

解决融资难的问题也是十分有利的。
2.加大银行融资支持。国有商业银行是市场资金的主要持有者，是

国内企业融资的主要提供者，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商业

银行的支持。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应尽快转变为大企业服务的理念，重

视中小企业融资的需求，改善金融产品单一、市场混乱、服务老化等问

题，排除为中小企业融资造成的制度性障碍。
与此同时，加强银行与中小企业间的合作关系也刻不容缓，银行

可以通过加强对中小企业的了解、简化融资手续、为中小企业提供便

捷服务等方式，促进银企合作的进度。双方建立新型战略合作伙伴的

关系，才能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3.完善信用担保体系。担保体系的不完善是制约中小企业融资的

重要原因，发展银行信用担保是改善现状的有效途径。银行信用担保

是银行提供的服务之一，这依赖于权威可靠的信用系统的支撑，其中

信用担保机构的作用不可忽视。虽然，我国信用担保机构数量不在少

数，但总体来看，运作不规范、资源不足等问题仍然存在，加强信用担

保机构的建设，可以使其以中介身份促进中小企业融资。
信用评价体系建设也是疏通中小企业融资所必不可少的部分，我

国银监会在对银行进行监管的同时，应该建立统一权威的信用评价机

制，制定详细的项目规则，使得信用评价有章可循，从而中小企业可以

得到公平准确的信用评价结果，这对于帮助银行判定中小企业信用等

级至关重要，对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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