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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发展中小企业,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主流热点。
发展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战略选择。
之所以把发展中小企业提升到这样的高度,是因为中小企业

代表着实业经济的新兴力量,代表着绝大多数的企业数量,占一

国之很大的GPD比重,占全社会就业人口的绝大多数。
然而,发展中小企业是困难的。之所以被称之为“世界性难

题”,是因为中小企业在其发展中面临着巨大的多重障碍,其中重

要的方面,是来自作为经济弱势群体中小企业的自身缺陷。一些

中小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落后,生产技术水平较低,新产品开发能

力不足,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一些中小企业

财务行为不够规范,信息失真度较大,假合同、假证明等现象时有

存在,信息出现严重的不对称;一些中小企业新陈代谢快,稳定性

差,加之缺乏足够的固定资产,缺乏稳定性、安全性成为正常经营

的突出障碍;一些中小企业信用观念差,逃废债行为多,短期行为

严重,信用层面亟需提升。
一些商业银行过度地强化了风险意识,而将中小企业拒之门

外;一些商业银行过度地强化了体制管理,而将信贷审批权限全

额上收;一些商业银行过度地强调了经营成本,而放弃对社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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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一些商业银行缺乏应有的激励机

制,以致信贷人员承担的风险、责任与利益不对称,也就必然地缺

乏扩张信贷的动力。

正是这些中小企业的缺陷,构成了银企间信息的严重不对

称,构成了金融业出现较大的信贷风险,导致了中小企业的融资

困难,以致反弹成为过度的金融抑制。一些商业银行过度地强化

了风险意识,而将中小企业拒之门外;一些商业银行过度地强化

了体制管理,而将信贷审批权限全额上收;一些商业银行过度地

强调了经营成本,而放弃对社会、对经济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一些商业银行缺乏应有的激励机制,以致信贷人员承担的风险、

责任与利益不对称,也就必然地缺乏扩张信贷的动力。

这样一组矛盾,造成了中小企业、区域经济和金融机构的损

害。最困难的时候或许在2000年之际:区域金融的投量上,1997
年国有商业银行放贷增率为21.1%,2000年仅为3.7%,比1997
年整整下降了82.5个百分点;区域金融的投向上,绝大多数的贷

款集中在公路、交通、能源等项目,中小企业贷款呈负增长趋势。

这样一个信贷投向结构,使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十分突出,绝
大多数中小企业无法获得贷款,少部份实现的贷款也均为抵押性

质,既便是AAA级中小企业也无法获得信用贷款,以致中小企业

贷款需求的笔数满足率和金额满足率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

时也带来了区域经济中企业和银行的经营困难。

因此,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走出区域经济与金融的困惑,成为

政府、央行、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的共识。实现这一选择,就必须

以区域经济金融的和谐、协调、发展为目标,通过经济要素与金融

要素、社会要素及其相关要素进行的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作

用和相互传递的组合,构成的相对稳定、动态平衡的经济金融发

展态势,包括:

缩小区域间的经济金融发展差距。通过法规制度、宏观调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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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投资规模、转移支付、财税收支、金融政策、横向联系和能量传

递等诸多手段,使发展差异逐步调整到既适应经济效能需要,又

确保国家对地方经济、对中小企业发展的能量传递发挥最佳效

应。

调整区域政策的制度安排。通过政府职能的转换,强化区域

经济金融的协调互动,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评价指标来建立健全

区域协调的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和政策机制,使中小企

业的发展获得强力的机制保证。

规范市场经济的行为准则。通过政府公信力和执政力的不

断提高,使市场各方经济利益得到正确处理,进而不断提高全社

会的信用意识,不断加强全社会的诚信建设,以确保国家的调控、

投资、财税、金融等政策在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中产生最佳效应。

提高能量传递的法规效应。通过加快能量传递载体的行政

管理体制改革,全面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

市场中介组织分开,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制定企业改制的配套

政策,规范中介机构的中介行为,增强货币政策传导执行的前瞻

性和科学性,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金融生态环境。

增强金融企业的效率功能。通过推进国有金融企业股份制

改造,深化政策性银行改革,多种所有制中小金融企业稳步发展,

增强区域金融的服务功能,在完善治理结构,风险金融防范基础

上,稳步推进区域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强化金融制度、金融产

品、金融服务的创新,建立有效的信贷激励约束机制,以化解高储

蓄与中小企业贷款难的突出矛盾,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优良的

金融服务。

当然,作为企业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了规避信贷风险,也必

然会要求信贷主体之一的中小企业,最大限度地符合其信贷条

件,随着国家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诸多政策的贯彻和落实,

特别是金融业理性竞争的日趋激烈,银行业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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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融资也更加重视,尽管目前在中小企业信贷中还存有许多体制

障碍,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推进,这些体制障碍势必要被突

破。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农村信用联社

坚持服务大农业的同时,将中小企业列为重点支持对象,开启整

合中小企业资源的思路,构造服务中小企业融资的平台,其实质

就是经营城市思想的移植深化。

地处中部地区的江西,中小企业有效资源的丰富与匮乏同

在,金融机构信贷的规模紧缩与权限上收并存。经济的特征和金

融的背景,决定了促进中小企业服务就,必须树立“大服务”的思

维构架和制度模型,必须实行金融机构自身的服务创新。为此,

我们坚持以人为本,锻造中小企业的优质服务平台;坚持合规经

营,实现中小企业信贷的规范化要求;加快创新步伐,针对中小企

业需求实施新业务、新产品的开发,使信贷规模实现超常规扩张;

深入推进“双层经营模式”,把以客户为中心理念落到实处,通过

分别设立五大贷款中心,实现对中小企业贷款服务功能化和特色

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小企业的整体金融服务机制。

我们建立了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机制。中小企业金融服务

机制是思维构架和制度模型的具体形态,不仅要应对投融资体制

改革发展的需要,还要切合中小企业的实际;不仅要应对抵、质押

融资的需要,也要适应包括异地融资在内的整体融资的发展。因

此,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建立中小企业的整体金融服务

机制,通过模式定位、平台定位和品种定位,形成整体金融服务的

机制效应。

我们建立了中小企业融资的模式定位。针对中小企业的实

际情况,依据相关政策规定,建立整体的融资模式,实施资源的整

合手段,创新有效的融资品种,配置优良的融资服务,形成整体的

融资效应,进而确保中小企业在整体的有效资源保证下,最大限

度地符合银行业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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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立了中小企业融资的品种定位。中小企业整体融资

模式中的融资品种,必须符合国家的经济金融政策,符合中小企

业的融资实际,不断地开拓创新以适应发展的需要。中小企业融

资品种的定位是:“立足本地融资、开发异地融资、支持民间借贷、

培植融资担保、推动企业联保、鼓励反担保”。通过多种融资品种

并存连动的机制效应,实现多轮驱动的融资大手笔。

我们建立了中小企业融资的平台定位。中小企业整体融资

模式由政策平台、运作平台、服务平台构成。政策平台是中小企

业整体融资模式的保证,包括模式中各方主体的政策、模式中融

资品种的政策、模式中运作方式的政策;运作平台是实施中小企

业整体融资模式的主体,包括:资源整合平台、融资担保平台和融

资中介平台;服务平台是实施中小企业整体融资模式的基础,是
协调开发整体融资机制各方关系和潜能的保证,包括:政策服务、

职能服务、机制服务和配套服务。

实践的成效源于理论的指导,同时,实践也是佐证理论最好

依据。袁州区农村信用联社在加强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同时,也
促进了自身的脱胎换骨,实现了“一年打基础,两年上台阶,三年

再造一个袁州区联社”的目标。当然,这一目标的实现是远远不

够的,因为,我们正面临着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实
现在中部地区崛起的经济发展战略,要求金融业和中小企业共同

发展、良性互动与和谐共赢,更要求我们不断地优化与促进中小

企业信贷,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小企业的信贷与中小企业的促进

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化解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二○一○年三月于江西宜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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