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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市场化背景下重庆市小微企业融资困境分析 

胡小渝
1
 

(中共重庆市沙坪坝区委党校,重庆 400038) 

【摘 要】：基于重庆市小微企业发展现状,分析了利率市场化改革对小微企业融资的正反面影响。基于此,探讨

重庆市小微企业在融资方面存在的问题:融资成本较高;可选择融资机构较少;融资途径单一。提出相应对策建议:小

微企业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规范化发展;小微企业创新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健全小微企业信用管理体系;金

融机构创新针对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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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小微企业整体发展规模日益壮大,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着经

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型国有企业创新活力不足等问题,小微企业愈来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受小

微企业自身发展规模小、传统融资方式难等原因所限,小微企业发展仍困难重重。如何创新小微企业融资方式,解决发展瓶颈,成

为当下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 2013年 7月 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不得低于

基准利率的 0.7 倍的下限规定,由金融机构根据商业规则与实际需要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意味着利

率进入市场化进程,这一政策无疑将对金融市场产生巨大冲击,银行依靠存贷款利率差获取收益的传统运行方式将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因此,探讨利率市场化对小微企业融资产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 利率市场化对小微企业融资的影响 

2.1利率市场化改革对小微企业融资的正面影响 

2.1.1利率市场化促使银行创新服务方式,小微企业可选的融资方式增加 

利率市场化导致存贷利差的改变将在一定程度上冲击银行传统盈利方式,加剧银行间竞争。利率市场化改革后,大型国有企

业由于其资产雄厚,风险较小,将成为各大银行竞相争夺的目标,而作为买方市场的大型国有企业将充分行使其议价权,压缩银行

盈利空间。在此背景下,小微企业将成为银行新的客户群,小微企业由于规模小,可抵押资产少,不易获得传统融资方式上的贷款,

银行将创新多种服务方式,与小微企业形成新型合作关系,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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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利率市场化规范贷款市场,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一直以来,小微企业由于规模小、抵押资产少、风险高等原因不易从银行获得贷款支持,迫于发展压力,小微企业往往将融资

需求转向各种非法民间融资平台,在获得资金支持的同时,增加了融资成本。利率市场化改革将促进商业银行正视小微企业的融

资需求,公平竞争,小微企业可从正规渠道获取资金支持,一定程度上遏制非法借贷。 

2.1.3利率市场化将完善资本市场,拓宽小微企业融资渠道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将加剧金融非中介化趋势,降低以银行为中介的间接融资比例。信托、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快速

发展,资本市场进一步完善,小微企业融资渠道拓宽,不仅依靠传统的银行融资,也可选择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从而缓解

其融资难困境。 

2.2利率市场化对小微企业融资的负面影响 

2.2.1小微企业议价能力较低,融资成本下降有限,或可能增加 

利率市场化改革后,金融机构拥有调整贷款利率的空间,初期会将利率上调以达到增加盈利的目的。但大型国有企业等拥有

较强的议价能力,可以与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谈判,以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但小微企业规模较小,虽在改革后成为银行争夺的服

务目标,但其议价能力较低,暂时还不能做到与银行等金融机构讨价还价。因此,利率市场化改革初期,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有可

能继续上涨。 

2.2.2利率市场化可能提高小微企业融资难度 

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中,银行等金融机构拥有了更多定价自由,定价考虑因素多样,小微企业规模小、风险高将影响银行

等对其贷款定价。改革初期,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小微企业融资难度,小微企业获得贷款的可能性降低。 

综上所述,利率市场化改革对小微企业而言,正面作用是明显的,但改革初期,负面效应将超过正面效应,但随着改革的推进,

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困境会慢慢得到缓解。 

3 重庆市小微企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重庆市经济快速发展,GDP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随着全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

产业结构优化推进进程加快,重庆市在激活民营经济活力、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举措多多。其中,小微企业作为民营经济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年来也取得了可喜成绩。尤其是随着 2014年《重庆市完善小微企业扶持机制实施方案》发布,小微企业获

得的支持愈来愈多,发展速度亦不断加快。据统计,截至 2015 年底,重庆市企业总量达 58.71 万户,其中小微企业规模达到 56.24

万户,占比高达 95.79%,吸纳从业人员 554.31万人,此外,2015年重庆市工商局采取电话回访、问卷调查、实地走访等方式,对重

庆市 2010年至 2015年 9月底新设立的 41.09万户小微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重庆市新设立小微企业存活率达 81.31%,重庆小微企

业整体上发展状态良好。主要呈以下特点。 

3.1数量多,贡献大 

数据显示,截至 2014 年 12 月底,小微企业解决就业人数高达 91.1 万人,其中高校毕业生 1.99 万户,失业人员 3.56 万户,返

乡农民工 6.29万户,军队复员人员 0.52万户,分别占比 14.22%,25.44%,44.96%,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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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以民营小微企业为主 

现有小微企业在所有制结构上多为民营企业,占比达到 89.8%,远高于国有集体数量和外资数量占比。 

3.3行业分布较为集中 

数据显示,我市小微企业主要分布在工业、批发业、零售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这四大行业,分别占比达到 17.3%、14.28%、

16.62%和 9.31%,总数占到六成以上。 

4 重庆小微企业的融资困境分析 

4.1融资成本较高 

由于小微企业一般规模较小、抵押资产较少,对银行等金融机构而言,这类型客户违约风险较高。因此,在发放贷款时,往往

会在基准利率基础上加以上调,目前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一般会被上调 30%左右,有时还会收取资金管理费等各类费用,导致小微企

业从银行获取贷款的成本较高、难度较大。另一方面,小微企业会由于时间等现实需求,将融资需求转向各类非法民间融资平台,

从而进一步增加融资成本。 

4.2可选择融资机构较少 

目前,重庆市专门为小微企业服务的担保和贷款公司数量较少,调研中发现,大多担保公司和贷款公司均主要为各大中型企

业服务。小微企业可选择进行融资的金融机构较少,融资对象有限。 

4.3融资途径单一 

目前,重庆小微企业融资途径较为单一,主要表现为银行贷款、私人借款、职工集资和小额贷款公司等。小微企业由于规模

较小,一般资金实力较为薄弱,抵押资产少,不易获得银行贷款。对于小额贷款公司而言,小微企业风险较高,也不易对其放贷,综

合各种因素导致小微企业获得资金支持途径单一,渠道有限。 

5 对策建议 

5.1小微企业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规范化发展 

小微企业在发展中,应秉承现代企业制度发展理念,逐步建立其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产权制度等,科学规范发展,为从

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创造基础条件。 

5.2小微企业创新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 

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小微企业应顺势潮流,结合自身实际,摸清融资市场发展规律,充分利用各种政策利好,创新融资

方式,比如通过股权、债券融资等,拓宽融资渠道。 

5.3健全小微企业信用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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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良好与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贷款风险大小,银行在发放贷款由于小微企业抵押物不充分,信用成为其重点考察对象之

一。但目前我国的信用披露机制尚不完善,投资者不能直观有效地获取想要的信用信息,只能通过风险溢价等方式来保障其投资

收益,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因此,建立针对小微企业的信用体系成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一剂良药,实现小微

企业信息共享,探索建立小微企业信用评级制度,促使小微企业信用管理科学化、规范化。 

5.4金融机构创新针对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 

随着小微企业发展规模日益壮大,金融机构可尝试建立专门针对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针对小微企业具体情况,量身定做服

务方式,如探索知识产权抵押等,为小微企业提供方便快捷服务,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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