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民营企业融资难的原因 

(一)企业本身的原因 

1．管理水平低：一是主要成员间存在各种宗亲关系，管理企 

业不是靠完善的制度，而是靠裙带关系，决策出现矛盾后不是理 

性地分析解决，而是靠亲疏帮派去协调。二是文化素质差、难以 

适应现代企业管理的需要。三是管理粗放、制度欠缺。 

2．财务不规范：由于部分企业管理人员文化素质较低，缺乏 

现代企业管理者的理论和实践，在管理上存在着财务不规范、报 

表不真实的现象，有的甚至为逃税或争取优惠而有意在账务上 

造假。 

3．规模小、信用差：民营企业大多规模小，抵御市场风险能 

力差。民营企业资金的需求额度较小，而且频率多、随机性大，增 

加了融资的成本和复杂程度，也增加了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债 

务跟踪监管的难度。另外，民营企业大多创业时间不长，缺乏历 

史信用记录，缺乏各种反映企业资金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的 

具体信息，银行对其信用度评估相应不高，从而使商业银行对民 

营企业的贷款要求持慎重的态度。 

(--)银行方面的原因 

1．银行条件苛刻、定位不准：大中型国有商业银行的融资限 

制苛刻，国有商业银行在对县域民营企业贷款过程中还要附加 

许多额外条件，严格的授信授权政策对县级银行贷款发放形成 

了刚性制约，也无法满足民营企业“急、频、快”的资金需求特点。 

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表现为争相“锦上添花”，而“雪中送 

炭”不足，对于具备了一定规模、发展前景较好、资产负债率等财 

务指标均符合要求的企业，较容易获得贷款，而大多数刚刚处于 

上升势头、信贷资金需求特别旺盛、发展前景不确定和高收益与 

高风险并存的企业，较难获得贷款。加之对信贷人员零风险的信 

贷考核机制，使信贷人员对其贷款慎之又慎，难以获得贷款支 

持。 

2．中小型银行市场缺位 ：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均成立了 

专门针对民营企业贷款融资的政策性专业银行，而我国由于市 

场经济体制尚未成熟、市场要素发育不完善，国有商业银行信贷 

资金向大企业、大城市集中有增无减的势头，决定了我国民营企 

业面临更多的困难。 

(三)现行政策、融资体系和金融秩序 

1．政策和融资体系：我国现行政策和融资体系是以国有企 

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为主要对象设计实施的，没有针对中小企 

业的融资服务体系，融资难使许多民营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无 

法进行，以至于部分企业因资金短缺停产，这与民营企业对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极不相称。由于正规融资渠道不畅，使民 

营企业的融资构成也不断地变换着方式，除了民间借贷，还有非 

正式股权、内部集资等许多方式，给监管带来了隐患。 

2．金融秩序和金融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小民营企业在经 

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我们的金融体制与上个世纪 80年代相 

比，变化并不大，基本上是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即使有两家股 

票交易所，有 1000多家上市公司，但仍然是各级政府部门主导 

的融资活动，上市融资者也主要是大中型国有企业，中小型民营 

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改革开放 20多年来 ，我国金 

融状况是只求稳定，探索不够，过窄的融资渠道与我国民营企业 

需求资金的状况极不适应。 

二、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思考 

(一)民营企业应在自身素质等方面狠下功夫 
一 是要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科学论证产品和项目，规避 

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分析 

口南振梅 

短期行为，提高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二是完善各项制度， 

合理用人，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在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适当转 

型，不断充实管理知识。三是提高自身的财务管理水平，向银行 

和相关部门提供真实、准确的财务数据，树立诚实守信的意识， 

尽力建立与金融机构的长期信用关系。 

(二)银行应加大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 

1．完善信贷管理体制。大中型商业银行应根据民营企业的 

资金需求情况，适当下放贷款审批权限，扩大授权授信，拓宽金 

融资金营运空间，努力扩大资金规模，增加融资渠道，真正解决 

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2．改善金融服务。要以经济效益为目标，积极培育和扶植优 

良民营企业客户群，适应民营企业对资金需求的特点，积极改善 

贷款方式。对一些效益较好、贷款回笼快、信用记录好的企业，可 

发放部分信用贷款，提高对民曹企业融资的效率和质量；对一些 

规模较大、信誉较好的民企实行授信制度，减少对客户的管理层 

次，简化审批制度。针对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特点，大力开发多 

种适合其特点的信贷业务品种，如企业组合贷款 、公私联合贷 

款、联户担保贷款等，有效解决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3．大力推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银行要积极发展多元化、竞 

争性的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尽快建立和完善地方金融体系，中小 

金融机构在经营上立足于为中小企业服务，国有商业银行基层 

分支机构改革可与地方商业银行组建有效地结合起来，其分支 

机构撤退可采取债权、债务撤退，在其基础上组建或充实地方商 

业银行，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和民营银行的积极作用。 

(三)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改革单一的融资渠道，搞好金融创 

新 

1．尽快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消除民营企业的失信现象。政府 

应组织有关部门成立民营企业信用评估及担保机构，以企业业 

绩及未来发展为衡量的切入点，制定企业信用评价标准，实施信 

用工程，建立全国民营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对担保机构和企业开 

展信用评价工作 ，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消除失信现象，使金融机 

构信贷过程有据可查，从而减少银行为防范风险对民营企业采 

取谨慎、回避的态度，将银行对民营企业信贷政策的重点放在支 

持具有良好发展业绩的企业上，进而为民营企业提供完善的资 

金支持和金融配套服务。 

2．拓宽融资渠道、搞好金融创新。加强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和 

合作，建立多元化的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政府应积极研究制定相 

关的法规，通过资本市场，为民营企业提供有效的融资渠道 ，在 

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企业改革的同时 ，应适时推出创业版 、风 

险投资基金等新的融资渠道，尽快建立更广阔、规范的证券或股 

票交易市场体系，设立二版市场，针对业绩良好而尚未具有上市 

资格的企业开辟柜台交易市场体系。政府应放松对企业发放债 

券的条件限制，审批条件不要太苛刻，审批程序要简单，凡是符 

合条件的企业应迅速审批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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