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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期以来，中小企业在就业与经济增长方面做出巨大贡献，但中小企业所获

得的金融资源却十分匮乏，融资难、特别是通过银行融资难的问题已经成为严重

制约我国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的 大瓶颈。另一方面随着中国金融形势的不断变

化，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环境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问题：金融“脱媒”分流银行

融资收入、“利率市场化”不断压缩银行利润空间以及贷款集中度趋高不断加大

银行信贷风险，这些问题的出现都将对商业银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造成极大的影

响。因此，加强中小企业信贷研究，加快贷款结构的调整，加大中小企业信贷业

务的占比，无论是对银行业务的健康发展，还是为帮助中小企业渡过当前危机，

实现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都是非常紧迫的一个课题。本

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中小企业信贷业务研究的。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了本文研究的背景及思路。第

二部分为我国中小企业银行融资现状及原因分析，说明了中小企业融资现状及加

快发展的意义，结合银企关系理论分析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内、外部原因。第三部

分结合中小企业信贷业务的特点，指出了目前银行发展中小企业融资所存在的问

题：包括缺乏适宜的组织机构和中小企业信贷考核激励措施、信贷审批模式有待

优化、缺乏合理科学的中小企业客户选择和信贷定价体制、现有财税政策对业务

发展存在阻碍、中小企业信贷业务担保手段单一以及中小企业信贷的产品创新不

足等。第四部分针对兴业银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机构设置、信贷产品、信用

评级、审批流程、贷后管理、不良处置、绩效考核、责任追究等八个方面提出了

改进思路及具体操作措施。第五部分为结论及展望。 

本文的主要结论：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需要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

通过完善自身机构、制度建设，建立起一整套适应小企业融资的管理机制。首先

要开展中小企业专营机构建设，建立合理的中小企业组织架构和职能设置、建立

专门的中小企业信贷营销队伍和考核激励机制；其次要健全完善中小企业信贷制

度建设，提高中小企业授信的审批效率、优化审批流程；第三要科学制定适应中

小企业的信用、风险评价体系，以合理筛选客户并实施风险定价；第四要强化贷

后管理，明确尽职免责，加速不良资产的快速核销，以免除经营人员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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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要加强创新，兼顾标准化与多样化的需求，完善产品线建设。只有银行、中

小企业、社会各方共同努力，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才能逐步得以解决。 

 

 
关键词：中小企业 银行融资  信贷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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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quite a long time, although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the finance 

resources which they are acquiring are very deficient. The financing difficulty, 

especially the financing from banks, has become the biggest bottle-neck which 

severely impedes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 enterprises. 

In the other hand, with the continuing change of China’s finance situation, the 

management environment of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is also facing unprecedented 

problems, such as the abandoning of bank as financial media is splitting-flow of the 

banks’ income of financing, the “market interest” is shrinking the profit margin of the 

banks and the increasing trend of concentration degree of loaning is constantly 

increasing the credit loan risk of the banks.  The appearance of these problems has 

greatly influenced the fu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banks.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credit loan research on small and medium-size enterprise, quickening 

the adjustment of loan structure,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credit loan busines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 enterprise, are very urgent topics, regardless of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bank business, assisting small and medium-size enterprise to survive 

the current economic crisis, realizing the adjustment of China’s economic structure 

and the transforming of economic growth manner. This article is conducting a study 

on the credit loan busines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 enterprise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he introduction, 

introducing the background and the thinking. The second part is the introduction of 

current financing situation of banks for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illustrating the current financing status of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 enterpris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quickening the pace of 

development, analyz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asons for financing difficulty of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 enterprise with the theor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ank 

and the enterprise. In the third part, comb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redit loan 

business for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 enterprise, the article indicat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for the bank in developing the financing business for the smal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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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um-size enterprise. The fourth part is the focus of this article, summarizing the 

contents of the previous three parts, the article introduces some necessary measures 

and recommendations which the Industrial Bank shall adopt to boost the business for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 enterprise,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stitution, 

the credit loan products, the credit grading, the approval process, the after-loan 

management, the disposal of non-performing loan, the performance assessment and 

the responsibility ascertainment, depicts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ce of current status 

and relative requirement and points out the thinking of improvement and the detailed 

operational measures. The fifth part is the conclusion and expectation of the study.     

The major conclusion of this article is as below: in order to settle the financing 

difficulty of small and medium-size enterprise,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hich are 

mostly composed of the banks, should establish a complete set of management 

mechanism applicable to the financing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 enterprise through 

the perfection of their own structures and systems. Firstly, to establish devoted 

institute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 enterprise, to set up rational structure and 

functional department for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 enterprise and establish devoted 

credit loan and marketing group and set up examination and incentive mechanism. 

Secondly, to perfect the establishment of credit loan system for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 enterprise to improve the approval efficiency for the credit authorization 

to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 enterprise and optimize approval process. Thirdly, to 

establish scientifically the credit and risk assessment system applicable to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 enterprise, so as to choose the clients rationally and implement the 

risky pricing accordingly. Fourthly, to strengthen after-loan management and stipulate 

explicitly the exempt from punishment of the personnel for fulfilling their duties, to 

quicken the cancellation after verification for non-performing assets to avoid the 

worries of the operating personnel. The fifthly and the lastly, to emphasize innovation, 

leveling the needs of standardization and diversity, and to perfect its lines construction. 

Only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bank,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 enterprise and 

the whole society can the financing difficulty of small and medium-size enterprise be 

solved gradually.  

 
 

Key Words:  small and medium-size enterprise,   bank financing 

Credit loan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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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章 引 言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确保国民持续、健

康发展意义重大，为就业与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及产

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中小企业由于其资源占

有量少，平均存活期短，在与大企业的竞争中普遍处于劣势，在银行融资方面也

不例外。在银行融资方面，中小企业一直不被各家商业银行所重视，商业银行惜

贷现象在中小企业信贷业务中较为普遍。目前，中小企业所获得的金融资源十分

匮乏，融资难问题、特别是通过银行融资难的问题已经成为严重制约我国中小企

业进一步发展的 大瓶颈。 

以上现象的产生，有中小企业、银行及社会三方面的原因，如：中小企业

规模小、资金少、抗风险能力差、经营能力不强，甚至信用缺失、违约率高等；

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信贷的观念不正确、管理风险的能力不强、激励约束机制不

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建立、法律制度不健全等。 

商业银行在看到以上问题的同时，在仍然依赖大企业贷款为作要收入来源

的发展背景下，也注意到中国的融资市场环境、商业银行的经营环境都在发生着

巨大的转折，银行“脱媒”、“利率市场化”、宏观调控风险等一系列问题都逐

渐摆在了商业银行的面前。因此，加快贷款结构的调整，加大中小企业贷款的占

比，是我国商业银行应对未来经济形势变化的挑战的战略选择之一。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我国的经济也受到较大的影响，长期以来制约

中小企业发展的融资难问题在此时更显突出。站在国家的立场，无论是当前渡过

危机、保持社会稳定，还是从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或是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等角度，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都是一个非常紧迫的课题。因此，2008年12月，

银监会出台了《银行建立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的指导意见》，要求各银行从

自身实际情况出发，探索建立多种形式、灵活有效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 

鉴于上述政府与市场两个方面的要求，兴业银行也于近期着手开展小企业

部制改革，笔者参与了改革方案及相关制度的讨论、编写与制定，在此过程中，

就兴业银行如何才能建立起一套真正贴合市场，既能控制风险、又能促进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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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业业务的发展制度这一问题，进行了充分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笔者希望兴业银

行通过此次改革，能够突破瓶颈，实现中小企业业务的实质性发展。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意义 

近几年发展情况看，中小企业在融资方面一直存在较大的困难，而且这种

困难还是双重性的，即不仅中小企业取得银行贷款难，银行业金融机构也面临着

向中小企业放款难的窘境。这种“两难”困境如不尽快加以解决，不仅中小企业

的发展会受到很大抑制，国家经济保增长的步伐受到影响，同时对商业银行的健

康发展也十分不利。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是与中国特殊的国情有着密切联系的，涉及到经

济系统的方方面面，单方面从中小企业自身存在的缺陷问题分析中小企业融资难

问题是不够的，必须结合中国的金融体制特点，尤其是金融制度、金融结构和金

融体系来分析，因为融资难归根结底还是金融问题。我国特殊的金融制度、金融

体系和金融结构缩小了中小企业获得融资的渠道，因为我国的金融结构一直以来

为银行主导型，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占据着决定性的主导地位。1991年以来，

虽然资本市场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仍难以惠及中小企业，这加剧了中小企业融

资的困难。本文尝试从银行自身加强机制制度建设出发，对当前我国中小企业的

融资困难进行透视和分析，探讨如何建立一套适应中小企业融资服务需求的制度

体系，通过制定更加有效的、包括机构、流程及产品在内的信贷制度来解决中小

企业融资中金融系统方面的问题，切实履行银行促进经济发展的社会责任。 

论文的研究，对于银行拓展贷款对象，提升经营业绩，有着一定的现实意

义。随着金融业改革步伐的加快，银行自我约束机制不断完善，银行在经营中来

越把资金的安全性放在首位，“惜贷”成为了银行经营的普遍现象。而中小业信

用能力不足，贷款风险普遍偏高，使得银行难以将其作为重大的贷款对象，限制

了银行的业务领域和利润来源。因此，尽快在制度建设、流程优化、授信调查、

贷后管理、风险定价、激励机制、人员培训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建立起一整套适合

中小企业银行融资的管理体系，实现中小企业专业化运营，不断提升对中小企业

的服务水平，可以使中小业迅速成为银行重要的客户群和信贷增长点，提高银行

的盈利能力。 

论文运用管理学和金融学的相关理论，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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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针对我国中小企业银行融资难的困境，深入

研究了银行中小企业专营机制的建设问题，并结合国内不断涌现的金融实践，为

我国银行中小企业银行融资业务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具备较强可操作性的建议和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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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国中小企业银行融资的现状及原因 

第一节 中小企业及其授信业务的定义 

一、中小企业的定义 

中小企业首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从性质上必须把中小企业和大型企

业及其子公司和控股公司区分开来，目前通常采用注册资本、员工数量、销售收

入、总资产等指标界定。同时，中小企业又是一个极富相对性的概念，在不同的

行业、不同的时间和区域，即使是相同的指标和标准，其所代表的企业群体也是

不同的。而且，中小企业除了在较为直观的企业规模等方面与大企业存在着显著

的差别外，其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内部的组织结构、市场行业方式和经济绩效

等都与大企业存在着较大的区别。 

鉴于以上原因，不同国家由于社会、经济、自然、科技现状的不同、由于

发展阶段的不同，对中小企业界定所选取的指标及其标准均有所不同。通常意义

上，中小企业一般是指规模较小或者处于创业和成长阶段的企业，是本行业中大

企业相比较而言的生产规模较小的企业，是一个相对概念。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建立<境内大中小型

企业贷款专项统计制度>的通知》(银发[2009]35号)中的相应要求对企业进行大中

小类型分类，大中小企业分类标准如表1所示： 

 

表1、大中小型企业划分标准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算单位 大型 中型 小型 

从业人员数 人 2000 及以上 300-2000 以下 300 以下

销售额 万元 30000 及以上 3000-30000 以下 3000 以下工业企业  

资产总额  万元  40000 及以上 4000-40000 以下 4000 以下

从业人员数 人 3000 及以上 600-3000 以下 600 以下

销售额 万元 30000 及以上 3000-30000 以下 3000 以下建筑业企业  

资产总额  万元  40000 及以上 4000-40000 以下 4000 以下

从业人员数 人 200 及以上 100-200 以下 100 以下
批发业企业  

销售额  万元  30000 及以上 3000-30000 以下 3000 以下

零售业企业  从业人员数 人 500 及以上 100-500 以下 10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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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算单位 大型 中型 小型 

销售额  万元  15000 及以上 1000-15000 以下 1000 以下

从业人员数 人 3000 及以上 500-3000 以下 500 以下
交通运输业企业 

销售额  万元  30000 及以上 3000-30000 以下 3000 以下

从业人员数 人 1000 及以上 400-1000 以下 400 以下
邮政业企业  

销售额  万元  30000 及以上 3000-30000 以下 3000 以下

从业人员数 人 800 及以上 400-800 以下 400 以下住宿和餐馆业企

业  销售额  万元  15000 及以上 3000-15000 以下 3000 以下

从业人员数 人 3000 及以上 500-3000 以下 500 以下
农林牧渔企业  

销售额  万元  15000 及以上 1000-15000 以下 1000 以下

从业人员数 人 500 及以上 100-500 以下 100 以下
仓储企业  

销售额  万元  15000 及以上 1000-15000 以下 1000 以下

从业人员数 人 200 及以上 100-200 以下 100 以下
房地产企业  

销售额  万元  15000 及以上 1000-15000 以下 1000 以下

从业人员数 人 500 及以上 100-500 以下 100 以下
金融企业  

净资产总额  万元  50000 及以上 5000-50000 以下 5000 以下

从业人员数 人 2000 及以上 600-2000 以下 600 以下地质勘查和水利

环境管理企业  资产总额  万元  20000 及以上 2000-20000 以下 2000 以下

从业人员数 人 600 及以上 200-600 以下 200 以下
文体、娱乐企业 

销售额  万元  15000 及以上 3000-15000 以下 3000 以下

从业人员数 人 400 及以上 100-400 以下 100 以下
信息传输企业  

销售额  万元  30000 及以上 3000-30000 以下 3000 以下

从业人员数 人 300 及以上 100-300 以下 100 以下计算机服务及软

件企业  销售额  万元  30000 及以上 3000-30000 以下 3000 以下

从业人员数 人 300 及以上 100-300 以下 100 以下
租赁企业  

销售额  万元  15000 及以上 1000-15000 以下 1000 以下

从业人员数 人 400 及以上 100-400 以下 100 以下商务及科技服务

企业  销售额  万元  15000 及以上 1000-15000 以下 1000 以下

从业人员数 人 800 及以上 200-800 以下 200 以下
居民服务企业  

销售额  万元  15000 及以上 1000-15000 以下 1000 以下

从业人员数 人 500 及以上 100-500 以下 100 以下
其他企业  

销售额  万元  15000 及以上 1000-15000 以下 1000 以下

注：1、表中的工业企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其他企业是指在本表中未

列示的行业企业，具体包括：从事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行业的企业。 

2、各行业销售额按相关行业的“产品销售收入”、“商品销售收入”、“主营业务收入”、“营业收入”、

“经营收入”、“工程结算收入”等科目发生额计算。 

3、大型和中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各项条件的下限指标，否则下划一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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