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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大数据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应用研究 

——以芜湖市大数据信用贷为例 

余迎昕
1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金融科技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摘 要】：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在服务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方面始终存在短板，但是也一直在努力

找寻更好的解决路径。本文以芜湖市大数据信用贷为例，详细论述了芜湖市大数据信用贷业务产生的背景和“银行

+征信机构+担保”的中小企业融资新模式，对实施三年以来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对策建议，希望对解

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提供可行性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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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小企业融资的现状分析 

在我国经济的发展中，中小企业所处的位置显著，是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发挥着独有而重要的作用。银行业作

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银行信用居于目前信用体系的核心地位，一直扮演着实体经济“供血者”的角色。然而，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前沿科技的发展与进步，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深化，我国中小企业与金融行业(尤其是

商业银行业)的发展正悄然发生着变化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商业银行如何更好地服务中小

企业为其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依旧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研究课题。 

1.1中小企业发展遭遇的“三重困境” 

技术困境：产能落后、创新不足。尤其是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下，

中小企业更是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成本困境：由于原材料价格的节节攀升和人力资源成本不断上涨，中小企业的经营成本逐

年提高。融资困境：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多元化程度较低，大部分资金来源是银行贷款和民间资本，但随着银行对不良贷

款管控力度的加强和民间资本利息高的压迫，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困境叠加，最终

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导致中小企业陷入生存危机，转型升级更是举步维艰。 

2020年以来，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中小企业资金紧张问题更加突出。据有关机构统计，从现金流状况来看，16%的中小企业

很难维持一个月的经营时间。为了帮助中小企业脱困，国家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税收、社保减免，又通过专项再贷款、再贴现

等方式，为中小企业、个体户提供了 2.85万亿的低成本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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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商业银行服务中小企业面临的“三大难题” 

成本控制难题：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弱、信誉值不高，加上近年来商业银行对不良贷款管控力度的加强，造成商业银行的

风险、收益和成本不对称，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利差空间变窄，业务难以推进。模式创新难题：受到利益驱动，商业银行缺乏创

新中小企业融资模式的动力，单一的服务模式和服务标准难以满足中小企业短、频、小、急的多样化融资需求。质量提升难题：

受到“信息不对称”因素的影响，商业银行在贷款业务经营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贷前调查失真、风险定价缺失、贷后管理不精

准、风险处置不力”等问题，造成贷款质量下降，产生损失。 

由此可见，政府、中小企业、商业银行亟须一种创新模式，通过打破三者之间的壁垒来从机制和体制上解决目前中小企业

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2 政务大数据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应用——芜湖市大数据信用贷 

2.1芜湖市大数据信用贷的创设背景 

为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2016年，在芜湖市政府、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金融办)、

人民银行等相关部门和机构的指导下，由芜湖市民强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强担保集团”)牵头，大数据评级

公司参与，分别赴广东、浙江、江苏等地调研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参与设计金融服务模式和起草相关政策文件，同时在国内率

先开展了“银行+征信机构+担保”的中小企业大数据信用融资创新试点工作。 

2017 年 7 月 10 日，芜湖市政府印发《芜湖市人民政府关于中小企业信用贷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首创以中小企业为服务

主体，以企业信用信息为基础，依托大数据技术，以政策性担保为支撑，推行中小企业信用贷试点，建立“银行+征信机构+担

保”的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模式，构建基于大数据的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新体系。 

2019年 9 月 4 日和 2020 年 7月 13日，芜湖市政府分别印发《芜湖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中小企业信用贷试点改革的

实施意见》和《芜湖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小微企业信用贷改革的实施意见》,要求以中小企业为服务主体，以政府大数

据为基础，以金融科技为手段，以政策性担保增信为支撑，以企业自主申请，诚信合作为前提，通过搭建芜湖市金融综合服务

平台，采取“线上+线下”一体化金融服务模式，进一步深化中小企业信用贷试点改革，构建金融供给与企业融资需求常态化的

在线对接平台，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需求满足率低、信用服务机构效率不够高、信用评级风险容忍度低、金融机构专营服务团队

不健全等诸多痛点，形成多方联动、合作共赢的综合金融服务机制。 

2.2芜湖市大数据信用贷的业务流程 

芜湖市大数据信用贷开展的“银行+征信机构+担保”模式业务流程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2.2.1需求发布 

企业登录并注册芜湖市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发布融资需求，根据市场化机制自愿选择合作信用服务机构及银行，申请中小

企业信用贷款，并授权采集其信息进行信用评级。 

2.2.2信用评级 

信用评级服务机构在经企业授权的基础上，利用政府大数据，融合自主采集的相关社会数据，开展信用评级。在收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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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后应实时在线评级并及时出具信用评级报告、授信建议等。 

2.2.3银行授信 

合作银行在收到企业贷款申请及企业信用评级报告后应在平台上出具授信批复或不同意发放贷款的说明，合作银行未能在

规定时间内作出明确回复的，企业有权另行选择其他合作银行。 

2.2.4担保增信 

担保机构在平台上收到企业信用评级报告及授信批复后出具信用担保函，保额度按信用评级报告和合作银行授信批复额度

孰低原则确定。 

2.3芜湖市大数据信用贷的运行现状分析 

截至 2020 年 11 月末，芜湖市大数据信用贷已引入了 5 家信用评级服务机构，分别为惠国征信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数联普

适科技有限公司、金电联行(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安徽皓森穆迪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和芜湖市众微普惠金融科技有限公司。 

截至 2020 年 11 月末，芜湖市全市已有 2675 中小企业在信用评级服务机构注册建档，生成 1342 家中小企业大数据信用评

级报告，累计为 981 家中小企业提供信用贷款 45.52 亿元，其中 2020 年 1-11 月担保放款 393 户，金额 15.96 亿元；目前存量

中小企业信用贷贷款企业 414家，贷款金额 17.48亿元。 

3 政务大数据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1通过政务大数据解决融资问题的中小企业仍然有限 

实践证明，政务大数据已经在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解决了中小企业在缺乏有效、足值抵质押物情况下

的融资难问题，但由于中小企业的信息接收渠道不同、对政务大数据的认识程度不同，且银行的信贷条件和信用评级服务机构

的评级条件决定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无法真正享受到政策的红利。以芜湖市为例，截至 2020 年 11 月，芜湖市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超过 2200 家，目前存量中小企业信用贷款企业 414 家，占比仅为 18.81%,虽然大部分企业均知晓芜湖市大数据信用贷政

策，但银行信贷要求较高、信用评级额度较低仍然使得部分存在实际融资需求的企业被“拒之门外”。 

3.2部分关键政务大数据尚未在中小企业融资中得到应用 

目前的政务大数据仅仅开放了工商、税务、法院等部门的数据资源，而对银行信贷决策起道重要作用的水电费缴纳情况、

不动产情况、海关进出口情况等均暂未开放。以芜湖市为例，通过对比惠国征信股份有限公司等 5 家信用评级服务机构的评级

报告内容，发现政务大数据所提供的数据资源仍然有效，水电费、不动产、进出口等关键政务大数据尚未在信用评级中进行应

用。 

3.3商业银行利用政务大数据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积极性有待提高 

政务大数据主要解决的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商业银行及其员工从风险、效益、效率等角度考虑后，往往会对中小企业

融资产生抵触和厌烦心理，认为中小企业融资风险较高、单笔业务效益少、费时费力，尽管从国家政策和监管层面多次要求商

业银行下沉重心，支持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重点解决其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但商业银行作为盈利性质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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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既定任务的情况下，更多的是考虑规模和效益的问题，缺乏主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积极性。以芜湖市为例，芜湖

市共同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 28家，但大数据信用贷业务主要集中的工商银行、邮储银行等国有银行和徽商银行、扬子银行等城

商行，上述银行在整个大数据信用贷中的业务占比超过了 70%,仍有大量商业银行未对大数据信用贷业务表现出积极性。 

4 对政务大数据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对策建议 

4.1进一步下沉服务重心，完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 

政府相关部门、信用评级服务机构应进一步下沉中心，更多的服务中小企业，户均贷款金额可进一步降低，充分利用政务

大数据和信用评级服务机构的评级模型，为中小微企业快速核定融资额度。银行、担保公司应进一步简化审批和放款流程，尝

试通过线上化申请、线上化审批、线上化放款的方式，解决中小企业融资中“短、频、小、急”的痛点和难点，这不仅是对中

小企业融资方式的有效补充，也是完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的需要。 

4.2进一步增加政务大数据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作用 

政府相关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协同作业，包括金融管理局、数据资源管理相关部门、担保公司、财政局、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海关等，要进一步完善政务大数据的应用体系和方式，补充和完善信用评级体系，增加水电费、不动产、海关进出口

等关键信息，通过大数据解决中小企业融资过程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一方面提高中小企业融资的可获得率，另一方面也是在创

新和完善中小企业的融资方式。 

4.3强化财税金融政策，鼓励商业银行多参与、敢参与 

税务部门可制定相关的减税政策，对于普惠金融完成情况较好的商业银行可适当减免部分税收，以起到鼓励商业银行积极

参与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的作用。财政部分可拿出专项资金成立引导基金或者资金池，联合担保公司和商业银行，通过放大专

项资金的方式设立相应的金融产品，丰富服务中小企业融资的手段。商业银行要进一步加大中小企业融资在绩效考核中的占比，

一方面可直接运用政务大数据为信贷决策提供依据，另一方面也可以联合信用评级服务机构共同创设新产品、探讨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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