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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小企业成长中的融资瓶颈与信用突破》内容分为理论篇、实践篇、建议篇三部分。
在理论篇，《中小企业成长中的融资瓶颈与信用突破》阐释了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原因，以及中小企
业不同成长阶段所面临的融资难问题，并在理论分析框架下分析了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现状：在实践
篇，《中小企业成长中的融资瓶颈与信用突破》针对国外典型国家和地区的中小企业融资实践，进行
模式提炼，同时探讨国内近年来中小企业融资的实践；在建议篇，《中小企业成长中的融资瓶颈与信
用突破》首先对国内外的实践进行总结，提出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本质是信用困境。
围绕信用瓶颈的突破，《中小企业成长中的融资瓶颈与信用突破》提出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解决思
路。
对于中国的宏观经济来说，更深的结构性问题以及相关的政策改革中，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是一个风
向标。
　　中小企业成长的金融本质是融资。
《中小企业成长中的融资瓶颈与信用突破》从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出发，以信用建设为切入点，试图
嫁接中小企业融资与市场的连接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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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　　目前，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结构中，中小企业都占有重
要地位。
但对中小企业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许多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一段时间。
　　过去两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强调企业规模适当和规模经济的观点，几乎占主导地位，并认为
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增长。
这样，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大企业甚至是巨型企业控制了西方经济的制造业。
规模经济被认为是最有效率的。
在规模经济的长期影响下，西方国家重视企业的大型化发展、轻视小企业的发展，在很多国家和地区
，政府都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大企业发展的政策。
　　但是，20世纪70年代爆发了世界性的石油危机，西方国家先后不同程度地陷入经济衰退。
此时的大企业受到严重打击，减产、裁员、疲惫运转，甚至破产倒闭。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小企业却生机盎然充满了活力。
在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中小企业充分发挥其灵活机动的经营特点，在扩大就业、技术开发、满足
人们生活需要、缓解经济危机等诸方面起到了大企业无法替代的作用。
并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的个性化、差别化已成为时尚，再加上以信息网络技术为首的高技
术的开发和应用，规模经济不再是实现经济效益的唯一手段，大批量生产方式正在失去昔日的光辉，
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方式越来越被重视。
世界经济进入多品种、小批量生产时代，世界正呈现出大企业变小、小企业增多的趋势。
　　当然，在现代经济中，没有一种完全由大企业组成的经济链条，但也没有一种完全由小企业组成
的经济链条。
各种不同规模的企业是相互依存的，小企业和大企业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
大企业依赖于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也依赖于大企业。
我们可以看到，丰田汽车公司这样的大制造公司，依赖于许多中小规模的供货者、承包者和代销商；
美国在世界上科技创新的领先地位是以大量的技术小企业为先导的；意大利各种各样工业区内，企业
规模都很小，但通过专业化分工，同样可以在一种零件、一道工序以致一个地区内实现规模经济。
　　随着中小企业数量激增，发展势头强劲。
中小企业作为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开始被政府重视，这些政府先后调整对中小企业的政策，保护和扶
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理论界也开始关注中小企业。
基本立场的转变，来自于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学家对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对比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企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中小企业已成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
、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
目前，我国在工商行政部门注册的中小企业已超过1000万家，占全部注册企业的99％，中小企业创造
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50％，创造的税收占全国税收的43％，提供的出口
占60％，解决了全国75％以上的就业问题（马凯，2004）。
中小企业的运营环境总体上是有改善的，比如2005年通过了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某些行业的“非公3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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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2005年2月25日），这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
但是这种改善是从比较低的水平开始的。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大型企业不可替代的，从长远来看，整个国家将从中小企
业的发展中获益。
但是，中小企业成长中却面临一个最普遍和最关键的制约因素就是融资难问题。
过去十几年，国内一直强调大企业，把大多数的资金安排给了大企业，从而使得很多中小企业丧失了
改进技术、改造革新的机会。
　　目前国内的中小企业面临多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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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为了控制通胀，政府对银行信贷总量进行行政控制。
面对有限的信贷总额，银行作为理性的商业机构，自然会将资金贷给大企业，这就使得中小企业首先
成为信贷紧缩的受冲击者。
其次，由于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那些从事出口生产的中小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汇率升值压力。
再次，由于原材料和能源成本的上升，工资上涨的压力，环保等标准的提升，加大了中小企业的经营
成本。
2008年，许多中小企业处于关、停、半停工状态，甚至倒闭。
　　中小企业生存状况恰恰是国家经济的风向标。
当宏观环境改变的时候，企业需要做一定的微观调整，实现从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的转变。
如果通过制度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为那些真正能够创新的中小企业提供必要的金
融支持，企业才有可能做强，进而做大。
　　企业是一个有机体，它的成长要经历一个低技术到高技术的自然过程。
本书试图从中小企业融资瓶颈分析人手，在制度建设上保护真正创新，支持中小企业成长。
　　1.2　研究方法　　我国正处在体制和经济结构转型期，中小企业成长表现出许多特殊性。
同时，由于企业融资发展历程不同，资金融入主体、融出主体、融资市场、融资环境等都与市场经济
国家有着很大的差别。
随着改革的深入，确切地说，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伴随着地方政府的全面退出，乡镇企业改
制的基本完成，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中小企业发展出现新情况，中小企业的“成分”发生了很
大变化。
由于大企业主要是国企，因此本书的中小企业主要指的是民有、民营中小企业。
　　本书的研究涉及管理学、金融学、经济学、企业理财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理论联系实际，主要以
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为主，运用比较研究方法，进行融资体制、渠道和方式的比较研究，运用历史与
逻辑分析方法，论述了融资体制的变迁；同时，也应用了文献研究、问卷调查、市场调研和定性、定
量分析的方法。
　　文献的来源主要为中英文书籍、中英文期刊论文、各种统计年鉴、互联网搜索；问卷调查的设计
来自论文的假设系统和逻辑推理，主要面向政府、金融机构、企业调查对象。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采取点面结合，实行统计分析和典型案例分析相结合，问卷调查、电访（
电话、电子邮件）调查、实地调查相结合的办、法，对重点企业专门调研。
　　1.3　研究框架　　本书始终从中小企业这个市场微观主体出发，围绕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一现象，
从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试图提出适合市场经济运行的研究和建议。
　　全书分为理论篇和实践篇，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对国内外的研究状况进
行综述并作简要评价；第二部分对中小企业成长及其成长中的融资进行理论分析，试图探讨影响中小
企业成长的融资因素及其互动机理，为下一步研究我国中小企业成长的融资问题分析和建议提出奠定
理论基础；第三部分围绕上文的逻辑结构阐述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现状，并对现状进行分析、提出问题
的症结所在；第四部分对中小企业融资实践进行总结和比较研究；第五部分针对上文阐述的现象和提
出的问题，以信用建设为切入点，从政策性融资、金融性融资和中小企业自身几个维度探讨改善中小
企业融资难状况的建议，试图嫁接起中小成长中的融资问题与市场机制的联系纽带。
　　第2章　中小企业的界定　　2.1　中小企业界定的意义　　中小企业，其英文表述为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简写为SMEs。
如何界定中小企业是理论界和实践领域共同关心的问题。
这一方面是制定中小企业政策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科学探测和总结中小企业的经营特点及其
内在规律。
　　首先，界定工作直接影响到中小企业业主的自身利益和广大中小企业的发展。
中小企业业主很关心政府对中小企业的界定。
一般情况下，中小企业的界定标准与中小企业政策（包括融资政策、服务体系等）紧密相关，这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小企业是否能够得到帮助。
　　其次，中小企业的界定是政府制定中小企业政策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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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因为规模实力的限制，无法直接与大企业竞争，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需要来自政府的支持和
全社会的帮助。
为此，首先必须明确哪些企业属于中小企业范畴。
从政策实践角度看，中小企业界定标准服务于政府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目标，中小企业界定是政
府管理和扶持中小企业，包括制定中小企业的各项政策的重要前提，其目的是为政府管理和扶持中小
企业提供一个明确的对象和范围。
因此，在制定解决中小企业问题为目标的中小企业政策时，不论是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内容还是其执
行体系，首先必须对政策对象的范围做出明确的界定，需要确定中小企业的划分标准，即将多大规模
的厂商纳入中小企业扶持体系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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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小企业成长中的融资瓶颈于信用突破》始终从中小企业这个市场微观主体出发，围绕中小企
业融资难这一现象，从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试图提出适合市场经济运行的研
究和建议。
全书对国内外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综述并作简要评价；对中小企业成长及其成长中的融资进行理论分析
；对中小企业融资实践进行总结和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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