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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皖江城市带与环鄱阳湖城市群的小微企业发展现状与融资环境进行比较分析,从企业内部、外部环境和

政府政策等方面阐述了影响小微企业融资的因素.针对这些因素,从企业管理制度与转型升级、区域产业

集群、融资渠道及金融机构体系等方面,提出了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具体对策,对不同经济区域内的

小微企业发展有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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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皖江城市带与环鄱阳湖城市群小微企业发展

及融资现状比较

(一)两城市带小微企业发展现状比较

小微企业在安徽和江西两省发展非常迅速,但是

两省的小微企业发展有各自特点:从小微企业数量来

看,都呈逐年增加趋势,但自２０１２年以后,安徽省企

业数量增长速度明显落后于江西省.从行业分布来

看,皖江城市带小微企业由传统餐饮业、制造业向科

技服务业转型,比如科技服务与地质勘查业小微企业

所占比重分别为３．４％、２．１％;同样是传统行业的住

宿餐饮业与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变化趋势也不同,餐饮

业比重逐年下降,而租赁商业比重却不断攀升(见表

１).环鄱阳湖城市群小微企业涉及行业广泛,但企业

对原材料依赖性强,产品差异性较小,表现为技术含

量低、利润薄,主要集中在农林渔牧业、制造加工业、
建筑建材、批发零售及住宿餐饮等传统行业,占全部

行业比重分别为１３．１％、１３．６％、１３．９％、２５．１％和

１４．７％,总比重达到８０．４％.而运输物流和教育传媒

分别占５．１％和３．２％,租赁中介、家政服务及其他行

业占比约１１．３％,总体而言技术服务行业发展相对落

后,高科技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小微企业是安徽省民营企业主力军,约占民营企

业数 ９０％ 以 上,２０１５ 年 安 徽 省 中 小 微 企 业 产 值

８５９０．５亿元,增长了８．４％,占全省 GDP的４１．２％,
规模以上小微企业占全省工业比重由上年的５８．４％
提高到６０．２％;小微企业税收总额达９３１．６８亿元,比
上年增加４４２．２０亿元,增长９０．３４％[１].２０１５年江西

省小微企业总产值６２８３．２亿元,增长９．５％;小微企

业纳税总额８０４．１５亿元;２０１６年上半年,工业园区内

小微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１１０２．３亿元,同比增长了

１３．２％[２].
表１　皖江城市带小微企业部分行业分布趋势 ％

年度 住宿餐饮业 租赁和商业服务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１．７
１．６
１．５
１．４３

６．３
７．３
８．５
９．８

　　数据来源:安徽统计年鉴.

(二)两城市带小微企业融资现状比较

２０１３年安徽省小微企业从金融机构总借款余额

为４２８３．９亿元,占全部企业贷款余额的３６．６％[３];

２０１４年皖江城市带小微企业借款余额由２０１３年的

１１．６１亿元增长到１５．１２亿元,同比增长３０．２％,其中

银行借款增长２６．９％,民间借款增长４８．６％,微型企

业借款余额增长４３．４％;从借款数量上看,银行依然

是主要渠道,占７７．９％,民间借款比例有所上升[４].

２０１５年对安徽省内１２００户小微企业贷款渠道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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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４１％的企业依靠银行贷款,３７％的企业依靠民

间借贷,１３％的企业依靠担保贷款,且７６．３％的企业

资金缺口严重.至２０１６年上半年,皖江城市带小微

企业通过政银担获得２８１亿元,户均５０８万元,使小

微企业贷款获得率增加５个百分点[５].
江西省小微企业的借款余额成逐年增加趋势,民

间投融资活跃.２０１１年底,小微企业从银行业金融

机构 借 款 余 额 １６９５．８１ 亿 元,占 总 借 款 余 额 的

１８．８７％.小微企业大部分资金都是创业者自有资

金,内部融资比例达到８３．３％,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融

资占１６．７％[６].至２０１３年底,民营企业获得资金的

各种渠道比重分别为:自筹资本占９１％,金融机构借

贷融资占４％,非金融机构融资占２．１％,其他渠道融

资占２．９％.
二、皖江城市带与环鄱阳湖城市群的小微企业融

资环境比较

(一)金融业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服务情况比较

１．金融服务小微企业贷款情况

与２０１０年相比,２０１３年安徽省拥有各类金融单

位１２６２３家,增加５６家,其中小额贷款公司达４６４
家,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商户和农户发放贷款６９２．６
亿,占总贷款额的８７．２％.全省获许可的融资性担保

机构３７８家,注册资本４９５．８亿元,解决中小微企业

融资担保责任余额１３４２．３亿元,占总在保额９６．６％,
完成４１３亿元融资性担保代偿额,同比增长１００．３％,
担保代偿率由１．２％增加到１．６％.２０１４年安徽省金

融业各项贷款余额２２７５４．７亿元,增长１５．６％.金融

机构各项存款余额３００８８．８亿元,增长１１．７％[３]６２.
江西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总额比例不到２０％[６]５６,２０１４年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总贷款余额比为１９．６５％.通过

对３１７个小微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得到小微企业融资

对象选择表(见表２),结果发现:通过正规金融机构

融资的小微企业数量较少,银行渠道融资的小微企业

占３５．５１％,民间金融是小微企业融资主要渠道,比例

高达６４．４９％.

２．金融服务小微企业融资产品模式

安徽省采取新型政银担合作,制定“４３２１”分险模

式,实现了资源共享、风险共管、优势互补、多赢互利.

２０１５年,安徽担保集体放款１４５．４８亿元,服务小微企

业２８３７户,户均５１２．８万元[５]４６Ｇ４７.江西省实施“财

园信贷通”和“财政惠农信贷通”两大财政金融工具,
全省两通产品已累计为１．３万户小微企业发放贷款

５２６．１亿元,户均贷款额４０４．６９万元,并将“财园信贷

通”的收益企业扩大到园区外规模以下小微企业[７].
表２　环鄱阳湖城市群小微企业融资对象选择

借贷渠道 频数 百分比(％)

亲友无息借贷 １９５ ５５．４

农信社 ６８ １９．３２

商业银行 ４７ １３．３５

民间放款机构 １８ ５．１１

政策性银行 １０ ２．８４

地下钱庄或高利贷 ９ ２．５６

其他 ５ １．４２

合计 ３５２ １００

　　数据来源:参考文献[６]中的问卷调查.

３．小微企业融资风险补偿机制

安徽与江西都建立了资本风险补偿机制,但具体

措施有所不同:安徽省每年注资３１亿元用于做大政

策性担保机构的资本金,建立省市县三级的担保风险

专项补偿基金[８].江西省２０１５年注资２４亿元风险

补偿金,撬动了银行３７２亿元贷款,帮助全省９０１９
户企业获得贷款,２０１６年江西省风险补偿资金为２９
亿元.

(二)地方政府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政策比较

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切实贯彻执行中央

文件精神,采取了各项措施扶持小微企业.两省分别

制定了«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融资

性担保体系建设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意见»和«江西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若

干措施».

１．降低企业税费比较

安徽省人民政府制定«关于降成本减轻实体企业

负担的实施意见»,而江西省国税局印发«关于降低企

业成本优化发展环境的实施意见».

２．金融服务平台比较

安徽省以安徽省担保集团为基础,搭建了服务小

微企业的新型“政银担”融资担保体系,采取“４３２１”风
险分担模式.江西省采取“财园信贷通”,开创了财

政、银行、企业多方参与的融资型模式,通过省财政补

偿金来撬动银行贷款.至２０１６年５月 ,通过财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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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通贷款累计达 ７４８ 亿元,汇集了中小微企业 ２
万户[７].

３．金融政策支持企业融资比较

安徽省政府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实体经济发

展的意见»,江西省政府出台«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的若干意见».安徽省设立“续贷过桥基金”和开展

“税融通”业务;同时提高贷款审批效率,推进“两权”
抵押贷款试点,鼓励农村商业银行发行金融债券和支

持企业挂牌(上市).江西省提出２５条融资措施,推
出融资产品“赣融通”系列产品;同时还成立江西联合

股权交易中心,鼓励小微企业挂牌.
三、皖江城市带与环鄱阳湖城市群小微企业融资

困境原因分析

(一)小微企业内部因素

１．企业财务管理不规范,管理能力低

皖江城市带与环鄱阳湖城市群小微企业都存在

企业财务管理制度落后这一问题,很多企业忽视财务

管理工作,没有专业人员进行管理.大多企业无健全

的财务制度、无完整的财务报表及无真实数据等.另

外,小微企业认为财务是企业的经济命脉,自己或亲

信把握即可;同时高层次财务人员不愿意到小微企业

工作.

２．企业缺乏核心技术竞争力

企业生命力在于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在市场中有

竞争力.小微企业与大中型企业相比,具有市场反应

快、灵活性强、迅速抓住商机等优点,但是小微企业由

于自身人才缺乏,资金短缺,导致创新动力不足,加上

很多研发需要长时间投资,很多小微企业放弃提高核

心技术竞争力,具有小富即安的思想.

３．小微企业信用能力不足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部分小微企业开始转型

升级,但多数小微企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粗放型和

资源型的传统行业,从事原料生产和产品初加工,产
品附加值低,规模小资本少,技术含量低,抗风险能力

差和信用等级低等特点使其信用能力不足.
(二)小微企业融资外部金融环境

１．金融机构很难详细了解小微企业情况,放贷积

极性不高

由于给小微企业贷款利润低、份额小,而贷款手

续比贷款给大中型企业多,金融机构不愿意费力调

研.另外,两城市带小微企业数量较多、分布地域广,

企业特色显著,共性不突出,金融机构难以深入了解,
而小微企业出于防范泄密等因素,又不愿意向金融机

构提供更多企业信息.

２．企业对金融产品了解较少

面向小微企业金融创新产品较多,企业对产品缺

乏深入认识.据不完全统计,安徽省小微企业金融创

新产品达２００多种.同时金融机构对产品宣传力度

较小,小微企业因地理位置、行业特殊性等原因,对金

融产品信息获取途径较少.

３．金融业发展区域差异大,金融市场结构不合理

一方面,金融业发展水平与地方经济水平相匹

配,安徽与江西各地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地区金融业

发展不平衡.金融资源集中分布在合肥、芜湖、南昌、
九江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小微企业大多数

分布在县及乡镇,各地专业中小金融机构没有形成体

系,信用担保体系也不完善,金融资源难以有效、快速

服务小微企业.另一方面,银行是金融体系的主力

军,银行业资产超过 GDP２５０％,导致银行部门内部

竞争不足.
另外,两城市带小微企业融资外部环境不同因素

在于:(１)资金流向偏好与小微企业融资对象选择不

同.安徽地区小微企业偏重于向银行、小额贷款公司

等金融机构贷款,而本地投资者不愿意把资金投放到

风险较大的小微企业.江西地区小微企业则更热衷

于民间借贷和个人投资者的投资,而该地区投资者热

衷于高风险高回报投资.(２)融资渠道发展不同.安

徽地区非正规融资行业市场混乱,问题多、管理难,民
间资本数量少且分散,民间金融规范度不高.江西地

区非正规融资基础好,内部调节和自律约束机制完

善,拥有好的民间基础.
(三)政策制定与落实方面

两省地方政府政策制定自由度低,可选择空间

小,小微企业融资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备.地方政府受

行政命令和财政税收限制,在制定扶持小微企业政策

上常常滞后于企业发展,不能及时灵活地采取有效措

施,特别是对小微企业门槛限定,没有根据地区经济

发展不同采取不同的融资条件.虽然安徽省和江西

省帮扶小微企业融资分别采取新型政银担模式和财

园信贷通,但是融资平台搭建较少.法律法规还有待

完善,特别是民间融资方面,法律地位不明确,还处于

灰色地带及没有专业机构核实评定监管.

４３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四、改善小微企业融资环境的对策措施与建议

(一)从企业自身发展角度寻求解决对策

１．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培养专业财务人才

地方政府要组织专业团队进行现代企业管理制

度宣传,对于不同类型小微企业经营者进行培训指

导,解放企业管理思想,树立现代化企业管理理念.
对部分企业财务人才欠缺情况,要加大校企人才对接

培养.短期内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有困难、财务

管理优化也难的企业,实行企业部分机构职能外包.
通过企业制度改革,增加业务经营的透明度,实行融

资前的信息披露和融资后资金的规模、投向和周转情

况及时公布,确保资金使用透明化,经营业务明确,改
善金融机构与企业间信息不对称局面.

２．加快企业转型升级,营造良好企业信誉

小微企业要从供给侧进行结构性调整,加大企业

创新和加快产业转型,可以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增
强企业生命力,改善企业的社会信用度.通过建立经

济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园区等各种产业基地,为企业提

供一站式服务平台,包括人才、场地、技术、金融等,吸
引小微企业入驻,并帮扶企业进行产业转型和产品升

级,加快传统企业向科技型企业转变.对园区外小微

企业要跟踪帮扶,给予适当行业指导、政策宣传和税

收减免,将弱小的企业扶植起来.同时,加大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建立专门管理机构,为企业人

才引进和培养提供便利条件,进行统一管理与企业宣

传,树立良好企业形象.

３．形成区域产业集群,加快推进信用体系建设

首先,要加快小微企业上下游产业链建设和相关

服务行业建设,形成区域产业集群,使相关产业链企

业绑成团,既节约生产运输成本,又可以相互担保,解
决融资问题,还可以帮助企业组团出去引进项目.其

次,通过形成小微企业产业集群,便于对小微企业进

行统计,收集企业相关信息,建立全面的企业信息系

统,形成区域性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实
时更新企业最新信用信息,对企业进行信用评级.最

后,将各地小微企业信用信息汇集到全国统一信用信

息共享交换平台,建立起互通互联的全国一体化信用

体系(见图１).上报信息及时有效的企业给予提供

公共服务、市场交易和投融资便利,而对失信企业依

法严格约束和限制.

图１　构建全国小微企业信用信息体系结构图

(二)搞好企业融资外部环境

１．拓宽融资渠道,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引导小微企业融资结构多元化,构建多层次资本

市场,扩大小微企业直接融资比重,充分利用网络融

资和风险投资基金.首先,鼓励小微企业不断扩大短

期债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联合票据及其他产品的

发行规模,实现区域集优票据发行融资.积极鼓励小

微企业在新三板、新四版挂牌交易,要激活社会资本

通过PPP模式、小微信贷通等形式参与,扩大小微企

业直接融资规模[２].其次,充分发挥银行等金融机构

的优势,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发挥担保

机构、小额贷款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在降低融资成

本、募集民间资金等方面优势,实现小微企业高效间

接融资.最后,规范民间金融发展,使民间金融与正

规金融优势互补.

２．完善专营化金融机构体系,创新金融产品与

服务

专营化金融机构是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

出的,由商业银行专门设立的小企业信贷融资机构.
在风险容忍度、贷款发放标准、金融行业管理考核等方

面与其他金融机构不同.针对小微企业开展金融服务

创新,为小微企业提供“专业、精细、特色、差异化”服
务.利用专营化金融机构,为不同类型小微企业创新

独特金融产品,比如创新抵押担保方式、产业链贷款等

金融产品,服务于小微企业融资和代理服务.
(三)加大政府政策扶持,完善法律法规

１．加大政府政策扶持力度,搭建小微企业“互联

网＋投融资”平台

数字经济时代,政府要明确目标、定位职能,做好

政策引导工作,发挥投资者与小微企业联系的中介作

用,执行并完善已有金融政策,适时创新金融政策.
同时要根据市(县)特点和小微企业类型,放宽扶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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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企业融资条件,制定针对性强的可操作的金融政

策,比如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给予一定税收保护

期.通过互联网数字信息,增强投资者与企业之间认

知度,构建银企沟通合作常态化和长效性融资机制,
成立专门针对小微企业贷款的服务部门,调动社会各

界与民间资金支持融资服务体系建设,共同构建银企

合作平台.政府要搭建网贷平台,规范网络贷款流

程.利用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和互联网技术,建立网

络化融资担保模式和融资租赁模式,做好融资风险补

偿机制.

２．建立并完善小微企业融资法律法规体系

在现有法律法规体系下,积极构建小微企业融资

的金融法规,根据地方小微企业特点制定法律规章加

以约束,有目的地针对性制定«小微企业法规»和«企
业网络融资法规»来为小微企业融资提供法律依据和

规范基础,规范融资途径的合法性,防止融资风险发

生.积极废除地方性法规、规章中对小微企业不合理

的规定,为小微企业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参考文献:
[１]　李强．安徽中小微企业融资困境与对策[J]．长沙大学学报,２０１５(４):１１Ｇ１３．
[２]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EB/OR]．(２０１３Ｇ０９Ｇ１１)[２０１７Ｇ１０Ｇ１２]．http://www．jiangxi．

gov．cn/zzc/azt/jr/２０１３１１/t２０１３１１０４_９９０１５５．html
[３]　王扶林．安徽省小微企业融资困境与对策研究[D]．蚌埠:安徽财经大学,２０１５:６２．
[４]　巫濛．地方金融体系构建与小微企业融资环境研究[J]．时代金融,２０１４(５):５２Ｇ５３．
[５]　杨玉华,姜刚．安徽:政银担合作纾困小微企业融资[J]．特别策划,２０１６(５):４６Ｇ４７．
[６]　唐青松．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研究:基于江西省小微企业的调查[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２０１３:５６．
[７]　林雍．财园信贷通累计发放贷款７４８亿元[N]．江西日报,２０１６Ｇ０６Ｇ２８．
[８]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融资性担保体系建设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意见[EB/OL]．(２０１３Ｇ１０Ｇ１６)[２０１７Ｇ１０Ｇ

１２]．http://xxgk．ah．gov．cn/UserData/DocHtml/７００/２０１３/１２/５/９１８７４０６０２３９９．html．

ResearchonSmallandMicroEnterprisesFinancinginWanjiangCityBelt
andPoyangLakeUrbanAgglomeration

HEJing
(InstituteofFinance,TonglingUniversity,TonglingAnhui２４４０００,China)

Abstract:Withacomparativeanalysisofthestatusquoandfinancingenvironmentofsmallandmicro
enterprisesinWanjiangcitybeltandPoyangLakeurbanagglomeration,thepaperdescribesthefactorsthat
affectthefinancingofsmallandmicroenterprisesfromtheinternalandexternalenvironmentofenterprises
andgovernmentpoliciesandotheraspects．Inresponsetothesefactors,specificsolutionstothefin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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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regionalindustrialclusters,financingchannelsandfinancial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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