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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金融海啸，又一次使中小企业面临着重大的挑战。
　　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又一次触目惊心地摆在了我们的眼前。
　　如何缓解中小企业抵押劣势的问题，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
　　如何合理地设计融资担保机制，实现激励相容、互惠共赢？
　　如何针对现有模式的局限性，进一步创新融资模式？
　　这些年来中小企业融资难与融资创新问题一直是我研究的重点领域。
我和其他理论工作者、实际工作者一起，研究了包括联合担保、仓储金融等一系列融资创新，提出了
桥隧模式、路衢模式等融资创新思路与工具，希望能为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解决发挥一些作用。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首先需要有一个基本认识，即它是一个集市场性与公共性相结合的问
题。
所谓市场性，是因为企业本身是一个市场主体，是一个需要通过市场竞争得以生存与发展的主体；所
谓公共性，是因为企业发展关系到国家产业政策的实现，关系到就业、税收与经济增长。
正因为如此，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单靠银行一个资源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动员各种资源共同
来解决这一难题。
其次需要确立这样一个理念，融资创新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关键，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面
广，时间又长的问题，也是一个在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实际面临的普遍问题，因此，必须真正从解决
问题的角度为立足点，而这离开融资创新是不可能实现的。
　　既然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是一个集市场性与公共性相结合的问题，政府该如何定位、如何
作为，发挥积极作用，也随之摆在我们面前，也成为我在思考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上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
浙江省中小企业局中小企业创业融资平台是在实践中出现的新的尝试，是一个十分有特色的创新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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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对中小企业融资创新模式系列探讨的又一本著作，本书提出的平台模式，则从更广的角度
探讨了政府和市场如何合力，资源如何整合，社会如何维护小企业融资权，从而达到各方效用的最大
化。
     本书较好地体现了作为集市场性和公共性于一体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需要发挥市场和公共性两
种力量的合力，这样才能为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有效的方案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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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外源融资方式单一，严重依赖于银行信贷　　银行贷款是主要的外源融资方式，但获得的
信贷支持不够。
据对金华、绍兴、台州、温州四个地区的中小企业资金需求调查结果显示：60％的企业需要从银行贷
款，2。
5 ％的企业表示依靠股票筹资；16。
2 79／6的中小企业认为从银行获得贷款较容易，60。
4 7％的中小企业认为从银行获得贷款较难，23。
2 6％的中小企业认为从银行获得贷款十分困难，即83。
7 39／6的中小企业贷款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通过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到，超过半数的企业首先将银行做为融资渠道，但是大部分的企业都认为获得
贷款较为困难，即贷款难成了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
2008年以来，在经历了上半年的紧缩货币政策与下半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影响，中小企业在获得贷款支
持方面更是雪上加霜。
　　直接融资方面，我国对股市融资、债券融资和私募股权融资等都有较为严格的规定，设立了较高
的门槛，大部分的中小企业都不能达到政策的要求，因此，相当部分的中小企业只能放弃直接融资的
渠道。
　　（三）非正规金融渠道的民间融资风险大、成本高　　2008年底，中国民间资本沉淀金额达数十
万亿元，其中浙江民间资本沉淀8300亿元。
民间融资已经成为浙江经济中的一个活跃因素。
未能从正规的金融机构得到贷款的中小企业只能求助于民间借贷。
2008年，随着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实施，民间借贷利率一路走高。
据2008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监测的数据显示，当月温州地区的民间借贷加权月利率达
到12。
2 5‰，比历史最高纪录高出了0。
1 38个千分点。
浙江的民间借贷率有的甚至高达年利率120％。
这使得贷款企业面临高的融资成本与巨大的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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