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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P 模式下浙江省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 

邵华 

宁波大红鹰学院  浙江宁波  315175 

【摘 要】P2P 全新模式的产生,使得浙江省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本文在剖析浙江省中小企业融

资困难的原因,通过分析指出 P2P成为解决浙江省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新途径。 

【关键词】P2P;浙江;浙江省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对策 

P2P 是在互联网技术发展和浙江省中小企业融资难双重挤压下催生的互联网技术和传统金融相结合的一种金融创新。可以

说,P2P自诞生之日起便是主要为浙江省中小企业服务的。 

一、P2P模式 

P2P 网贷模式其实和传统的私人贷款没有什么区别,但由于媒体平台的变化,使得更多资金进入流通,而非像传统金融一样受

到一些限制。首先,借贷双方不会因为空间的限制而导致资金不能流通;其次,可以使消息能够被即时的分享;再次,资金的价格是

公开的,平台上的资金提供者可以看到所有的借款人的贷款利率。 

1.平台数量、交易额及参与人数快速增加。 

从 2013 年开始,P2P 网络借贷平台数量、交易额及参与人数增速加快。据网贷之家统计,2013 年  P2P 网贷平台数量在 800

家左右,行业总成交量为 1058亿元,贷款余额(平台目前在贷的尚未还款不计利息的本金)268亿元,投资人超过 25万人。2014年

年底,我国网贷运营平台达 1575 家,2014 年新上线平台超 900 家,全年累计成交量达 2528 亿元,是 2013 年的 2.39 倍。贷款余额

达 1036亿元,是 2013年同期测算值的 3.86倍。网贷行业投资人 116万人,借款人 63万人。根据网贷之家提供的数据,2014年网

贷投资人数同比增长 364%,借款人数增长 320%。2014 年全国 P2P 网贷参与人数日均 7.65 万人,较 2013 年上升了 201.18%。(见

图 1、图 2) 

2.综合收益率远高其他金融机构及其理财产品。 

3013年、2014年网贷总体综合收益率分别为 21.50%和 17.86%。在我国,目前银行一年期定存利率 2.75%,余额宝 7日年化收

益率约 4%,银行理财平均年化收益 5-7%,投资人购买理财产品及货币基金的投资收益被中间的金融机构以手续费的形式层层剥夺,

到投资者一端就所剩无几了。网贷平台动辄开出 10%到 20%的年化收益,有的配以本息保障的承诺,对投资者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但是,  综合收益率先升后降,2014年较 2013年下降了 3.64%。 

(二)互联网金融融资模式 

1.P2P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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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P 网贷模式其实和传统的私人贷款没有什么区别,但由于媒体平台的变化,使得更多资金进入流通,而非像传统金融一样受

到一些限制。首先,借贷双方不会因为空间的限制而导致资金不能流通;其次,可以使消息能够被即时的分享;再次,资金的价格是

公开的,平台上的资金提供者可以看到所有的借款人的贷款利率。 

2.众筹模式。 

众筹模式是指融资的人借助互联网的帮助,利用众筹融资平台用实际物品、期权、股权等作为回报方式,为自己的工程项目

向广大投资者融资的一种模式。目前,国内比较有名的众筹网有“人人投”、“天使汇”等。   

3.互联网金融企业模式。 

如今在我国,众多的互联网金融企业中,阿里巴巴是互联网企业的领头羊,是以电子商务平台作为基础的最具代表性的互联

网金融企业。因为靠互联网来实现中小企业的在电子商务平台上的经营和发展,这能够让这种互联网金融的运营商获得许多在电

子平台上经营的企业的信息。 

二、浙江省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分析 

2014年浙江省年收入达到 2000万以上的工业性中小企业达到 3万多家,收入达到 500多万的中小企业有 7万多家,个体的工

业商户超过 70万家,中小企业的数量是整个浙江省全部企业数量的 99.56%,这些数据说明了中小企业在浙江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

了至关的作用,但是自 2011 年开始,中小企业陆续出现了倒闭潮,当中有大量的企业都陷入了困境。其中最本质的问题都是企业

资金不够,融资困难。所以,融资难成为浙江省中小企业发展的一个棘手问题。 

中小企业融资一般时间比较短,需求量小,时间很急,频率也很高。长期以来,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除了自身

的特点所决定之外,还有许多方面阻碍着中小企业融资。 

1.直接融资渠道尚未完全建立。 

目前我国还暂未成立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二板市场,资本市场的多元化层次尚未形成,创业投资体制不健全,产权交

易市场功能尚未发挥,风险投资发展滞后,非正规融资缺乏法律支持,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无法通过股票和债

券市场直接融资。目前我国中小企业通过债券市场进行直接融资的比例较低,还处于起步阶段。  

2.间接融资渠道狭窄。 

由于受我国金融机构风险评估制度和银行利润影响,商业银行的服务对象主要锁定在“大集团、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信

贷门槛相对较高。加之中小企业资信等级不高、缺乏可供抵押的资产,其融资难度也因此大大提高。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只能依靠

银行贷款实现融资,其中又以商业银行贷款为主。 

3.内源融资能力不足。 

从浙江省中小企业的发展实践来看,内源融资方式在中小企业初创期发挥了巨大作用,它可以有效解决企业当时无法通过直

接或间接融资方式缓解资金不足的问题。毕竟,初创期的中小企业经营规模小,产品线不够成熟,市场风险较大。随着中小企业的

不断成长,它对内部股东融资的依赖性会持续提升,而股东自有资金不足的问题也将逐渐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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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互联网金融模式下解决浙江省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可行性分析 

（一）互联网金融开辟中小企业融资新途径  

阿里金融、P2P、众筹融资等互联网金融融资模式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融

资方式,为中小企业的融资拓展了新的路径。 (见表 1) 

由表 1 中数据可知,P2P 的营运平台数量由 2014 年 1 月份的 145 家增加到 12 月份的 224 家,贷款余额由 1 月份的 42.0 亿增

加到 12月份的 79.97亿,增加将近 2倍。由此可见,互联网金融在浙江省发展是很迅速的。 

表 2 数据显示了传统金融贷款情况,2014 年 1 到 6 月份贷款同比增速维持在 10%以内,由此可以看出传统金融贷款虽然年年

增加,但是增速越来越慢,中小企业通过传统渠道进行融资的困难性并没有实际解决。 

(二)互联网金融模式下中小企业融资优势分析 

1.多渠道聚合资本为中小企业提供充足资金。 

从实践来看,以阿里巴巴、京东商城等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企业盈利能力强,具有很好的资金渠道整合能力,可以整合商业银

行、证券机构、风险投资商,以及其它民间资本等多渠道资本,拥有相对丰富的资金来源。尤其是互联网金融企业掌控着大量的

短期资金,能够满足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  

2.信息技术支撑中小企业实现快捷融资。 

互联网金融融资模式弱化了传统金融业的分工和专业化,减少了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资源浪费,也降低了融资过程中

的交易成本,减轻了企业的融资负担,实现了中小企业的快速融资。  

3.平台融资降低中小企业融资门槛。 

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资金提供者可以通过贷款者的消费、收入等历史信息或通过第三方获取借款者的信用信息,大大降低

借款者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进而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门槛。  

四、结论 

中小企业在浙江经济的发展中处于尤为重要的地位,然而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制约着企业的发展,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出现为

中小企业融资开辟了新的道路。本文通过分析当前的互联网金融模式及浙江省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提出了互联网金融模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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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浙江省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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