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国有商业银行对中小民蕾企 

业的信贷状况 

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近几年来，政府和央行关注和推动商 

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改善对 

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加强对中小企业 

信贷支持的工作，从来就没有停止 

过、忽视过。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 

企业促进法、关于鼓励和促进中小企 

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浙江省的中 

小企业成长计划、浙江省今年的政府 

工作报告指出的引导金融机构增加 

小企业和技术改造贷款、民生银行一 

系列助推民营经济发展的融资新政 

策、各国有商业银行的承诺贷款、地 

方小金融机构扶持中小企业的各项 

灵活政策等。 

但，从以下情况来看，国有商业 

银行在中小民营企业的信贷市场所 

做的还远远不够。 

浙江省的中小企业大部分是民 

营企业，但据浙江省 2001年统计，浙 

江省中小企业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只 

占其资金来源的20．1％。对金华、绍 

兴 、台州、温州 4个地区的中小企业 

资金需求情况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 

显示 ：83．73％的中小企业贷款服务 

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浙江省经贸委中 

小企业局，2002)。2004年 l2月末， 

在浙江省工行办理融资的中小企业 

达 16843户，占全行法人客户的92％， 

但仅占浙江省所有中小民营企业的 

12％，贷款余额只有 553．5亿元，仅占 

全行法人客户总贷款额的 32％，其中 

还有一部分是对国有中小企业的贷 

款。其他国有商业银行对中小民营企 

业的贷款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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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31．3％的企业不能满足贷 

款需要。去年，对中关村地区的调查 

显示，7000多个企业中，只有 330家 

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大多数企业效益 

虽然好，但是却获取不了银行贷款。 

2002年四川省 3城市中小企业 

资金来源结构状况 

小企业 (其中，绝大部分是民营企 

业)在工业领域所创造的 GDP中的 

比重有可能上升到40％。随着国有小 

型企业改制的完成、城市化进程的发 

展，中小企业 ，特别是小型企业的信 

贷市场基本上就是民营企业的市场。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又进一步指出 

固定资产投资 

内部 银行 l亲友 l商业信用 l其他 l创 投资基金 l股权 l融资租赁 

小企业 83 3 6 0 6 2 1 6 0 4 0 4 

中型企业 77 7 9 7 2 2 3 7 2 5 3 0 

平均 82 2 6 63 5 94 2 06 0 93 0 9 1 0 0 57 

流动资金 

内部 银行 亲友 商业信用 其他 非正规融资 

小企业 804 7 2 5 7 31 1 4 0 2 

中型企业 70 9 17 7 2 1 43 2 2 0 9 

平均 78 1 9 65 5 07 325 1 57 0 85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 

司中国项目开发中心。 

二、固有商业银行加大对中小民 

蕾企业支持力度是重要的发晨战略 

站在自身的角度，考虑长远的利 

益，国有商业银行目前做的还远远不 

够，应该进一步加大对中小民营企业 

的支持力度，将之作为一个重要的发 

展战略来抓。 

l、如果银行不加大对中小民营 

企业的投入，便会失去一个大市场， 

失去一个最有活力、不断发展壮大而 

贷款风险又相对较少的新的效益增 

长点。根据2003年中国(非公经济)成 

长型中小企业发展报告 ，仅 2000 

年一2003年 4年间，中国民营中小企 

业就新增了44989家，资产增长均值 

达 1219．34万元，销售额、利润额、资 

产总额 的成长速度均值达到 了 

l368．1万元 、58．54万元和 1219．34 

万元。预计到2010年我国非国有中 

要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 

展，国务院也于今年 1月份出台了 

《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 

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以及 

MBO对中小型国企的放开，进一步 

预示着中小民营企业发展面临重大 

发展机遇。 

2、国有商业银行如果再不重视 

对中小民营企业的服务，这一市场将 

会被外资银行所抢占，随着外资银行 

的全面进入，国有商业银行将会失去 

先机。事实上，中小企业已经成为外 

资银行的重要客户。IEI前 ，渣打银行 

在沪上宣布将 “全面推进中小企业理 

财”。据悉，自2002年起，德富泰开始 

将业务发展的方向定位于中等规模 

的企业，即年销售额在 5000万元到 5 

亿元人民币的企业。该行中等企业的 

贷款余额已经增至9000万美元，占 

整个银行信贷规模的90％。 

3、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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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3月底中国全部金融机构消 

费信贷余额为 16657亿元，目前消费 

信贷余额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 

例已达到10％。消费信贷已成为各商 

业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也是各商业 

银行看好的市场。但是，消费信贷的 

快速增长首先得益于居民收入的提 

高。而居民收入的提高，尤其是小城 

镇和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离不开中 

小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2004年，我 

国 800多万家中小企业提供了75％以 

上的城镇就业机会，全国城镇就业新 

增的 980万人也主要靠个体私营中 

小企业实现的。预计到 2010年我国 

非国有中小企业 (其中，绝大部分是 

民营企业)的就业水平超过60％。 

4、中小民营企业资金的短缺造 

成民间融资活跃。从而使得信贷资金 

长期在银行 “体外循环”逃避监管， 

不仅扰乱正常的金融市场秩序，更会 

抵消来之不易的宏观调控成果。 

三、解决国有商业银行在支持中 

小民曹企业发晨中所存在问囊的几 

点毫波 

国有商业银行避免对中小企业 

贷款的原因不外乎中小企业公信力 

不足及单笔放贷成本过高。实际上， 

国有商业银行对非国有企业的贷款 

质量高于国有企业，而且，目前正在 

着力建立的信用体系将会慢慢解决 

中小企业公信力不足的问题 ，但信用 

体系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如果等到 

信用体系充分完善后再来开拓中小 

民营企业市场，那就太晚了。因此，目 

前对于这两点，我认为国有商业银行 

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加以控制： 

1、通过强化市场营销，抢占优质 

客户资源来控制风险。即，加强对宏 

观经济政策及行业的研究，掌握国家 

的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了解行 

业的发展状况，真正把具有地方特色 

的龙头企业、高新产业和具有潜力的 

中小民营企业从市场中挖掘出来。浙 

江省工行的不良贷款率从几年前的 

30％以上降到目前的 1．91％，有力地 

说明了风险是完全可以得到控制的。 

2、通过加强各种咨询服务来提 

高客户风险承受能力。中小民营企业 

在内部管理方面的弱势是带来风险 

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因此，国有商 

业银行应充分发挥管理优势，主动上 

门为中小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财 

务管理当参谋，帮助中小民营企业最 

大限度地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充分 

发挥多视角、信息灵的优势和便利条 

件 ，及时捕捉市场 “空白点 ” ，提供 

有利于中小民营企业发展的技术信 

息、产品信息等，增强其市场竞争力， 

这样，不但降低了信贷风险，而且，将 

一 个小的民营企业慢慢培养成一个 

大的民营企业，这样的客户将是你永 

远的客户。同时，还可以通过服务收 

费来增加收入，抵减给中小企业借款 

的相对高成本。 

囝 

美国的实验证明，未接受创业辅 

导的小企业，4—6年内有高达 55％ 

一 65％的失败率，而接受创业辅导的 

企业仅有20％的失败率，而且吸纳就 

业的平均员工人数还有较大增加。 

3、建立一套科学的风险监控体 

系对企业进行实时监控，加强风险管 

理。据悉，德富泰银行通过专业的信 

贷管理，就在该行将经营策略向中等 

企业转移的过程中，其不良贷款率从 

2001年 12月的 30％降到了2004年 5 

月的零。 

一 般地，风险监控体系里都离不 

开评价指标。不过，笔者认为，评价指 

标应主要关注业务运行指标和宏观 

经济政策，如主导产品市场增长率、 

主导产品生命周期、研究开发能力、 

技术领先程度、新利润增长点前景、 

行业政策、行业竞争程度、融资能力、 

独立经营能力、大股东及合作伙伴、 

领导素质、管理层学历、人力资源、利 

润结构、成本控制、国内宏观经济运 

行指标、国际宏观经济运行指标、国 

内利率等政策变化因素等。因为这些 

指标可以更有效地判断企业的质量、 

成长、信用等，从而也就可就判断其 

风险状况。 

4、通过将过度集中的权力予以适 

当下放和分散来降低成本。成本大其 

实是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过度集中造 

成的。对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手续与 

向国有大中企业的手续是一样烦琐、 

流程完全一样，这才使得效率低、成本 

相对高。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应将过度 

集中的权力予以适当下放和分散，烦 

琐的程序适当简化，以降低经营成本。 

下放和分散一定的授权授信权力并不 

等于必然加大信贷经营风险。相反，基 

层行离中小企业客户最近，接触最频 

繁，也最了解其经营情况和不同需求。 

浙江省工行的经验也有力地说明了这 
一 点。(作者系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经 

营管理系教师，管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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