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草根金融、丰富金融手段、改革金融体制

中小企业融资真的好难 专家直陈金融创新

证券时报记者 杨晨

中小企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融

资难问题。 昨日， 在深圳举行的第九

届中小企业融资论坛上， 来自政府官

员、 专家学者和业界代表共聚一堂，

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献计献策。 专

家指出， 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要成为

倒逼金融体制改革的契机， 不仅要通

过民间金融阳光化、 规范化来构建多

层次间接融资体系， 同时， 也要充分

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 推动中小企业

转型升级。

发展草根金融

为小微企业大开“侧门”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 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表示，

中小企业今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融资

难问题，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

融资难，

90%

的中小企业无法从正规

金融体系当中的银行获得贷款； 二是

融资贵， 现在高利贷融资市场的利息

相当于官方的

400%

左右； 三是融资

险， 有人说不用高利贷企业是等死，

用了高利贷是找死； 四是融资乱， 不

仅是个体资金、 小微金融机构在做民

间借贷， 上市公司， 还有银行也间接

涉及民间借贷市场。

辜胜阻认为， 中小企业融资难

“近” 看是因为货币紧缩， “远” 看

是融资体系和企业构成不匹配———

“头重脚轻”、 高度集中的银行体系

和高度分散的企业不相适应。 “大

银行偏好大企业、 大城市、 大项目。

那么， 做大项目的能不能做小微？

融资需不需要门当户对？” 辜胜阻

说： “我觉得， 做大项目的可以做

小微， 但它可能是一种盆景金融。

我们现在需要草根金融来支持草根

创业。 就像我们社会生产当中最难

的就是婚恋， 大量的剩男剩女就是

信息不对称造成的。”

辜胜阻表示，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

问题， 也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 解决

信息不对称， 要从金融体系上进行创

新。 我国企业的分布是由少量大企

业、 大量小微企业构成的金字塔结

构， 而银行体系却是相反的， 所以，

首先要构建多层次的信贷融资体系，

提升银行信贷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一

方面建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政策

性银行， 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社区银行

及小额信贷公司。

“把温州和台州进行一个比较就

会发现， 温州高利贷现象严重， 就是

因为温州在城市信用社的改制方面把

它改变成了一个由政府控制的银行。

而在临近的台州， 台州的泰隆银行就

没有变成一个政府性质的银行， 而是

民间色彩很重的一个社区银行。 台州

没有爆发像温州这样的问题， 就是因

为在金融体制方面和温州不一样。 所

以， 我们要大力发展社区银行和小额

信贷公司。” 辜胜阻说。

辜胜阻认为， 温州

30

年来的改

革开放和它的民间借贷、 民间金融

是紧密相伴的， 没有民间金融， 就

不可能有浙江民营经济的辉煌。 因

此， 对民间金融不应是打击取缔，

而应是规范招安， 应该让民间资本

成为我国融资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像民营经济成为国家经济的一个

主要部分一样。 此外， 对融资渠道

不能实行 “并轨”， 而要 “多轨”。

他认为， 我们的融资体系不仅要有

“正门”， 而且要有 “侧门”。 对小微

企业来讲， 侧门更重要， 而且应强

调门当户对。 而要解决门当户对的

问题， 就要大力发展草根金融来支

持草根经济。 让民间资本建立民间

的金融机构， 来支持民营企业； 让

中小银行体系来支持中小企业， 就

像台州的泰隆银行一样。

通过金融手段

引导经济和企业转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

长赵昌文表示， 中国经济正处于调整期

和闯关期， 一些问题确实对企业正常的

生产经营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包

括市场的问题、 原材料价格的问题、 劳

动力成本的问题、 土地价格的问题、 人

民币 （升值）、 节能环保的压力， 以及

当前实行的稳健的货币政策。 所谓稳健

货币政策， 实际上是偏紧的货币政策。

“简单地说， 金融危机以来企业在

转型， 既是宏观的需要， 也是生存和发

展的需要。 但是， 企业转型并不顺利，

因为战略或是环境的原因， 导致的结果

是中小企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赵昌文说。 那么， 究竟什么样的货币政

策有利于转型， 或者不利于转型？ 赵昌

文认为， 从转型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

看， 所有的货币政策影响转型都是通过

影响资本的成本， 从而影响投资的行

为。 无论是宽松的货币政策， 还是紧缩

的货币政策， 对转型都是双刃剑。

赵昌文指出， 在宽松的货币政策

下， 企业实际上没有转型动力， 因为它

可以很容易获得高利润。 而在另外一种

情况下， 货币政策紧缩对于转型也是一

把双刃剑。 一方面， 一些企业为了更好

的发展， 不得不去转型。 这在某种意义

上对企业转型是一种压力， 促进了企业

的转型； 但另一方面， 在这样的情况

下， 中小企业又遇到了融资难的问题。

“所以说， 温州问题既是金融问题， 也

不是金融问题。 是金融问题， 是因为许

多中小企业确实有着融资需求。 不是金

融问题， 是因为在融资需求的背后， 实

际是生产经营和发展的结构性矛盾。”

赵昌文说。

赵昌文表示， 放开货币政策解决不

了中小企业融资问题。 中小企业有融资

需求， 是因为成本上升， 而成本上升的

原因是通货膨胀这样一个大背景造成

的。 因此， 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能加

剧通货膨胀， 而加剧通货膨胀会使中小

企业成本增加更快， 利润空间减少， 所

以这是一个二律悖反的问题。 因此， 要

解决融资难， 必须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

政策， 降低通货膨胀的水平。 宏观政策

的着眼点不仅应在于解决融资难的问

题， 更在于通过金融手段引导实体经

济、 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和企业转型，

而其中的关键在于创新。 “应该更多地

发展直接融资， 发展资本市场来鼓励创

新。” 赵昌文说。

温州现象并未蔓延扩散

融资难呼唤金融体制改革

浙江省金融办主任丁敏哲表示 ，

今年下半年以来， 浙江省的部分地区，

特别是温州等地区集中爆发了部分企业

关闭， 部分企业主逃逸的现象。 经过两

个多月的努力， 当前浙江省的整个局势

已基本稳定， 有这么三个表现： 一是

绝大多数企业运行正常。 近一个多月以

来， 浙江省没有出现有影响的实体经济

企业倒闭， 有问题的企业的问题多数

得到了妥善解决， 陷入资金困境的大

多数企业现在也恢复了正常。 二是金

融运行质量健康良好， 银行业不良

（贷款） 率只有

0.77%

。 三是浙商的活

力依然强劲。 我们调查了

2600

多家企

业，

60%

以上的企业仍然在新兴产业上

加大了投资。

丁敏哲指出， 中小企业， 特别是

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是一个非常

难的问题， 世界性难题。 他认为， 我

国现行的与传统工业化体制相匹配的

金融供给体系已经难以适应现代工业

化和城镇化加快推进的金融需求。

“小微企业融不到资、 融不好资、 融不

起资的现象普遍存在， 还将会持续下

去。 更直观地说， 在现行的金融体制

框架内， 尤其是现在金融监管一刀切

导致的宽松的宏观环境下， 处于神经

末梢的小微企业受益不多。 宏观一旦

收紧， 受到影响的首当其冲就是小微

企业。 因此， 我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

中小企业的金融供给问题， 我觉得要

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现有体制改革不

相适应。” 丁敏哲直言。

他认为， 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

业的金融供给问题， 就要推进金融体

制改革。 要积极鼓励大银行设立小企

业专营机构； 大力扶持地方金融机构

加快发展， 把金融服务延伸到乡村、

基层， 真正做中小企业、 小微企业的

伙伴银行； 积极发展新型的金融组织，

包括小额贷款公司、 村镇银行、 农村资

金互助社等， 把金融供给的毛细血管流

向基层， 供给小微企业， 为小微企业和

“三农” 提供更多优质的金融服务。 此

外， 还要对中小企业进行差异化政策，

包括信贷规模、 风险容忍度、 考核评价

等方面的差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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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对民间金融不应取缔

，

而应该招安

，

让民间资本成

为我们融资体系的一个组成

部分

，

就像民营经济成为国

家经济的一个主要部分一样

；

对融资渠道不应该是并轨而

应该多轨

。

所以我们的融资

体系不仅要有正门

，

也要有

侧门

。

对小微企业来讲

，

侧

门更重要

，

而且我们要强调

门当户对

。

要彻底地解决融资难

，

融资体系必须要和企业的体

系相匹配

。

为此

，

第一

，

要

构建多层次的信贷融资体系

，

提升银行信贷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

。

第二

，

构建多层次的

金字塔的资本市场

。

第三

，

构建天使投资

、

风险投资和

股权投资为主体的多层次股

权投资体系

，

第四

，

构建多

层次信贷体系

。

特别是要让

民间信贷阳光化

、

规范化

、

合法化

、

机构化

。

第五

，

构

建多层次的担保体系

，

构建

多样化的政策引导体系

。

———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民中央

副主席 辜胜阻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

“

次高速增长

”

阶段

。

基于这

样一个背景

，

中国必须转型

。

创新

、

调整和加速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是中国经济的根本

选择

。

温州问题既是金融问题

，

也不是金融问题

。

是金融问

题

，

是因为许多中小企业确

实有着融资需求

；

不是金融

问题

，

是因为在融资需求的

背后

，

实际上是一个生产经

营和发展的结构性矛盾

。

放开货币政策解决不了

中小企业融资问题

。

宏观政

策的着眼点不仅应在于解决

融资难的问题

，

而更应在于

通过金融手段引导实体经济

、

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和企业

转型

；

应该更多地发展直接

融资

，

发展资本市场来鼓励

创新

。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企业研究所所长 赵昌文

在现行的金融体制框架

内

，

处于神经末梢的小微企

业受益不多

。

宏观政策一旦

收紧

，

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

就是小微企业

。

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

业的金融供给问题

，

就要推

进金融体制改革

。

要积极鼓

励大银行设立小企业专营机

构

；

大力扶持地方金融机构

加快发展

，

把金融服务延伸

到乡村

、

基层

，

真正做中小

企业

、

小微企业的伙伴银行

；

积极发展新型的金融组织

，

包括小额贷款公司

、

村镇银

行

、

农村资金互助社等

，

把

金融供给的毛细血管流向基

层

，

供给小微企业

。

———

浙江省金融办主任

丁敏哲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法律体系也须与时俱进

创投机构呼吁改善早期项目投资的政策法律环境

证券时报记者 杨丽花

全方位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不仅需

要金融政策的支持， 也需要法律体系的

配套和保障。 在昨日召开的第九届中小

企业融资论坛上， 完善法律法规、 支持

中小企业发展也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与

会专家认为， 针对中小企业当前面临的

困难和挑战， 以 《中小企业促进法》 为

核心的法律体系亟需建立和完善。

《中小企业促进法》

遇到新挑战

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恶劣， 尤其是融

资难是世界性难题， 但是对比发达国

家， 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更为恶

劣， 专家认为， 法律体系建设方面与发

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是重要原因。

《中小企业促进法》 是支持我国

中小企业发展的一部重要法律文件， 其

自颁布实施至今已有

8

年， 对于这部法

律发挥的作用， 业内还存在着一些争

议。 在昨日的论坛上， 中国政法大学教

授李曙光就直言： “《中小企业促进法》

过于原则， 而措施不大具体。”

对此， 全国人才财经委法案室主任

朱少平在演讲中谈到， 《中小企业促进

法》 在颁布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体

实施效果良好， 但是， 在目前的现实发

展应用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例如， 目

前中小企业的资金紧张没有得到缓解，

有些方面反而越来越严重， 这说明 《中

小企业促进法》 在这方面措施不到位，

实施效果不好。

朱少平指出， 中小企业现在面临

着更为复杂的形势， 《中小企业促进

法》 的实施面临新的环境， 出现了一

些新的问题。 朱少平建议， 全国人大

应组织一次 《中小企业促进法》 的实

施检查， 全面评估法律的实施和法律

的实际效果， 同时发现法律本身存在

的问题。

尽快完善

法律体系框架

朱少平认为， 《中小企业促进法》

规定的有十几项措施， 仅金融措施就有

十项之多， 这些措施都需要进一步深

化。 同时， 他主张继续推出税收优惠、

金融政策以及技术扶持等多方面促进中

小企业发展。

李曙光则指出， 针对中小企业特

别是小微企业融资的立法框架应该更

加明晰， “现在我们针对小微企业融

资的立法框架太乱了。” 李曙光主张，

新的立法框架应包括四个方面内容：

一是加强法律建设， 特别是建议修改

《中小企业促进法》， 使之适应现在的

新形势， 更加具有操作性。 二是加

强法规建设。 “现在央行正在修改

《贷款通则》。 《放贷人条例》 现在已

经放到 《贷款通则》 一块合并来考

虑了， 现在问题涉及到央行和银监

会如何来划分职责问题， 现在法制

办正在讨论”。 三是建立适应中小企

业发展的融资环境 ， 主要涉及到

《财税法》、 《担保法》、 《破产法》

等。 四是完善以立竿见影的财税政

策为主的政策体系。

李曙光说， 整个法律环境改善的突

破口除了加快修改 《中小企业促进法》

外， 就是要加快起草 《税收基本法》 和

加快起草修改 《贷款通则》。 “全国人

大财经委正在修改 《证券投资基金法》，

专门有一章对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

风

险投资 （

PE/VC)

的规定， 我们可以通

过 《证券投资基金法》 引导

PE

和

VC

更多地加入到小微企业融资当中来。”

改善早期项目投资

政策法律环境

作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一支重要

力量， 来自创投机构的代表———深圳创

新投资集团董事长靳海涛主张， 应改善

早期项目投资的政策法律环境。

站在创投的立场上， 靳海涛希望，

将支持早期项目的创投机构、 担保公

司、 小额贷款公司、 融资租赁公司， 以

及其他的一些创新金融企业统一纳入金

融机构这样一个范畴给予扶持。 靳海涛

认为， 从立法的角度上讲， 现在的政府

引导基金法律制度亟待完善， 同时应建

立政策性风险补偿等促进投资机构投资

早期项目的配套制度。

他同时还主张， 要大力发展致力于

中小企业融资发展的中小银行、 村镇银

行、 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 特别是

放宽市场准入制度； 同时应该支持创投

机构、 小微银行、 担保公司、 小额贷款

公司、 融资租赁公司登陆资本市场。

观点 Point

新的立法框架应包括

四个方面内容

：

一是加强

法律建设

，

特别是建议修

改

《

中小企业促进法

》，

使之适应现在的新形势

，

更加具有操作性

。

二是加

强法规建设

。

三是建立适

应中小企业发展的融资环

境

，

主要涉及到

《

财税

法

》、 《

担保法

》、 《

破产

法

》

等

。

四是完善以立竿

见影的财税政策为主的政

策体系

。

整个法律环境改

善的突破口除了加快修改

《

中小企业促进法

》

外

，

就是要加快起草

《

税收基

本法

》

和加快起草修改

《

贷款通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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