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疫情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研究 

——以武汉光大银行为例 

刘诗意 张政 杨瀚文 刘达 温思怡 

(湖北经济学院 法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摘 要】：中小企业作为国内经济的重要主体，其发展现状间接反映出受疫情重创后国内经济恢复现状。本文

以中国光大银行为例，了解疫情期间商业银行在支持中小企业复工复产方面采取的措施及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

疫情背景下商业银行如何更好地发挥其社会经济作用的相关对策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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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研究背景 

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在面临全球经济放缓、中美贸易摩擦的双重压力下又受到由外贸环境导致的

“三重困境”的严峻挑战。在疫情防控背景下，中小企业作为国内金融市场主体，对推动我国经济复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小企业不仅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在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创新科技进步、缓解就业压力等方面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但我国作为疫情影响的严重受灾区，对国内中小企业的打击不言而喻。商业银行作为国内重要的经济主体，针对这一系列

现状将采取怎样的措施用以协助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充分发挥其社会效益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1.2研究意义 

中小企业在中国国内市场上占比巨大，中国 90%的企业为中小企业，国内 90%的就业由中小企业吸纳，为国民经济支柱型产

业。战“疫”期间，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发文要求，“对受疫情影响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中小微企

业，应加大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支持力度，不得抽贷、压贷、断贷；适度下调贷款利率等”。以此让国内各中小企业在融资

问题上享受国家多方面的优惠政策。本研究分析疫情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相关问题，并以中国光大银行为

例，分析商业银行在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下准确定位，迅速出台抗疫支持政策，建立重点支持企业名单进行精准对接，分配专项

信贷额度，下放审批权和定价权，开通绿色通道，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支持；助力制造业、民企、普惠金融复工复产，为中小

企业提供创新和便利的金融服务，缓解了中小企业疫情中资金匮乏的问题，对稳定国内经济、恢复国内生产一级推动经济复苏

起到了重要作用。 

1.3研究方法 



 

 2 

1.3.1访谈法 

本文研究方法采取对中国光大银行武汉分行的业务人员进行线上、线下采访的方式，了解疫情背景下，商业银行针对国民

经济受挫，中小企业资金短缺、生产困难等问题，采取了相应的经济措施，以发挥其社会经济作用。 

1.3.2文献调查法 

组内成员通过上网查阅资料、图书馆翻阅文献的方式，分析中国光大银行的财务年报，了解新冠肺炎疫情下各中小企业的

现状以及时刻关注着各商业银行对协助中小企业复工复产方面采取的措施。 

2 疫情后国内商业银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现状 

2.1国内商业银行的发展现状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内经济受挫严重，为尽快恢复国内经济发展，国家出台了促进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的政策。为响应

国家号召，助力国内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并发挥行业社会效应，商业银行作为国内经济发展重要主体，承担着特定的责任。根

据调查，目前各商业银行面临如下问题。 

2.1.1征信体系不完善 

新冠肺炎疫情对社会经济民生产生了巨大冲击，疫情期间治疗或隔离观察人员、参加疫情防控人员以及暂时失去收入来源

群体个人和企业征信权益保护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总体上，各金融机构加强特殊群体征信权益保护工作取得了阶段性。但

是受技术力量、人员构成、制度安排等多重因素影响，已接入征信系统的银行对特殊群体征信权益保护工作力度亟待加强，完

善的征信系统是确保银行放贷安全性的重要前提。 

2.1.2放贷风险骤增 

根据大数据统计得出，受疫情影响，企业经济受挫严重，78.62%的商业银行反应疫情期间中小企业逾期还款问题严重，导

致经济下行大环境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增高，银行放贷风险变大。以中信银行为例，截至 2020年 3月 31日不良贷款余额 748.02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86.85 亿元；不良贷款比率实际值为 1.80%,比上年末上升 0.15 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 1.80%,比上年末上

升 0.15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 177.37%,比上年末上升 2.12个百分点；贷款拨备率 3.19%,比上年末上升 0.29个百分点。 

2.1.3银行新政实施难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小企业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除政府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外，国内各商业银行推行了一系列促进企

业发展的优惠政策。然而，由于疫情发生迅猛，中小企业的小额贷款政策仍存在市场体制不完善、信息不对称严重、逾期还贷

风险大的情况，由此更是导致了新政实施难的现状问题。 

2.1.4未建立有效的信用评估制度 

信用评估制度是商业银行管控风险的重要制度，是银行工作人员了解贷款人经济情况以及还贷能力的重要参考指标。但是

我国目前还没有一套完善的信用评估制度，大部分依靠的是银行管理人员的长期经验的积累，这也就直接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率

上升的现状情况。 



 

 3 

2.2中小企业的发展现状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内中小企业作为主要的经济主体，受到的重创不言而喻。根据调查，目前中小企业面临着以下问

题。 

2.2.1产业链问题凸显 

据 2020 第四届中国供应链年会调查，受疫情影响，预计今后下游订单会出现下降的企业占比 76.64%,同时，疫情影响下今

后上游原料供应可能出现问题的企业比例达 67.74%,由此导致的居民消费需求和企业生产需求同时受到抑制，生产资料及相关的

服务行业出现停产或限产。 

2.2.2营收骤降 

小微企业由于规模小、经营分散、市场竞争力弱的特点，受宏观经济形势及行业周期性的影响较大，在本次疫情中受冲击

最严重的企业多分散于民生性基础行业。根据清华、北大联合调研 995家中小企业所受疫情影响，预计 58.05%的企业 2020年营

业收入下降 20%以上，各企业营业收入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出现骤降现象。 

2.2.3现金流短缺 

据“疫情期间企业现金流状况”统计数据分析显示，在受调查企业中，有 38.28%的企业存在现金流不足的情况，50%以上的

企业现金流仅可维持部分开工或半开工状态，仅 14%的企业可使自身企业现金流维持其 1年以上的发展，现金流不充足的问题凸

显。 

2.2.4贷款新困境 

疫情影响下国内经济总体受创严重。由于企业的经营及管理有违常态化，资金来源及使用不规范，迫于资金压力，小微企

业的小贷、民间借贷等隐形负债会更具普遍性，企业经营管理数据更加支离破碎甚至发生断层，很难依据企业不健全的财务数

据判断企业的财务状况，银行贷前调查难度加大、贷后管理艰难。外加原先为确保本行安全性，降低贷款风险系数而采取的增

加贷款要求、提升贷款难度的措施，导致小微企业贷款难成为现状。 

2.2.5经营模式受限 

采用线上经营模式的企业较少，大多数企业不能利用第三方平台展开经营活动，而受疫情影响，线下经营模式是显然行不

通的，如何平衡使用线上线下两种经营模式，成为企业在疫情期间经营面临的难题。 

3 疫情后国内商业银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以中国光大银行为例 

3.1银行负债增加，营利能力受影响 

据光大集团财务报表分析，光大集团负债总额 49969.91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6496.14 亿元，增长 14.94%,主要是客户存款

增加。报告期末，光大集团客户存款余额度 36721.02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6542.14亿元，增长 21.68%,为有效地控制负债风险，

银行需对企业的存款加以控制，以维护银行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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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银行信贷业务增加，信用风险增大 

信贷承诺业务是银行和借款申请人双方约定的，在一个未来特定的时期内，以银行事先规定的条件向借款人提供协议规定

的贷款数额的约束性业务。据调查，光大集团资产负债表外项目主要是信贷承诺，包括贷款及信用卡承诺、承兑汇票、保函、

信用证及担保。报告期末，光大银行信贷承诺合计 15363.33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2488.37亿元，信贷承诺业务的增加使得光大

银行所面临的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增大，应当及时针对该现象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调控。 

3.3不良贷款率受影响大 

调查得出，光大集团报告期末，不良贷款余额 454.13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32.01 亿元；不良贷款率 1.55%,比上年末下降

0.01个百分点；中信银行报告期末不良贷款余额 642.56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98.22亿元；不良贷款率 1.69%,比上年末上升 0.13

个百分点。同比中信银行，光大银行不良贷款相对额度少 188.43 亿元，不良贷款率占比少 0.14 个百分点，同比上年度亦有下

降趋势，但其中受疫情影响造成的企业贷款逾期的占比 64.94%,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和零售业，故疫情对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不

容小觑。 

3.4逾期还款问题有待解决 

表 1中国光大银行 2020年半年度贷款逾期问题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逾期时间 3个月内 3个月至 1年 1至 3年 3年以上 本金合计 

2019.12.31 27637 22493 9307 2107 61544 

2020.06.30 28911 21494 12524 1788 64717 

 

受疫情影响，企业通过银行贷款以恢复其正常经营的过程艰难，多数企业在复工复产过程中受挫，由此导致无资还贷。其

中，据光大银行半年报得出，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逾期一至三年的企业占比 19.35%,同比 2019年报数据中的占比 15.12%增

加了 4.23%。为确保银行业务正常经营，维护银行安全性，解决企业逾期还贷问题是首要举措。 

4 针对商业银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建议 

面对疫情，商业银行如何更好地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值得思考。在对国内各商业银行的现状问题，以及各中小企业的现状

需求进行调查后，罗列出下列建议。 

4.1引入智能风控，降低经济风险 

加强员工培训，强化员工岗位职责，建立违规违纪防范机制。建立重点支持企业名单进行精准对接，分配专项信贷额度，

下放审批权和定价权，开通绿色通道，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支持。利用互联网络、手机短信等阵地做好对新政策的宣传；利用

数字科技推动风控的进化，让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技术使金融变得更普惠、更高效、更智能。 

4.2改变传统放贷思维，拓展更多有潜力的客户调整贷款结构，加大对中小企业贷款力度；拓宽资 

本市场业务，扩大资金经营渠道，实现风险转移；积极开发金融信贷业务，彻底改变“唯大是贷”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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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严谨审核，精准放贷 

为确保银行安全性，贷前审核中把关严，涉贷人员需要充分了解借款人的征信信息，避免不良贷款等情况；对各申贷企业

进行系统的评估，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发放一定数额的小额低息贷款；做好风险控制，加强信用授信体系，让微型企业能更快融

资解决资金不足难题。 

4.4创新宣传方式，加强宣传力度 

宣传位置要引人注目，将广告做到公交站站牌、商业中心 LED显示屏上；宣传渠道要顺畅，在主流媒体上展示银行的变化，

积极参加国家、省市大型活动，并争取好成绩是最好的宣传方式；宣传方式要创新，要善于运用互联网络、手机短信，微信推

送等新兴阵地，积极抢占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和制高点。此外，充分发挥线上产品优势，强化线上批量获客，加强客户结算资

金沉淀，促进核心存款增长；持续优化存款结构，积极压降结构性存款；坚守风险底线，强化风险防范，资产质量稳中向好。 

4.5减费让利，夯实客户基础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受疫情影响较大但暂未逾期的客户，采取阶段性调整贷款利率和还款方式；对影响严重且已造成贷

款逾期的，提供罚息减免、征信保护等救助措施；对疫情重点保障企业、疫情防控相关行业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给予优惠

贷款利率，适当下调相关企业移动支付收款交易手续费率。对受疫情影响较大但暂未逾期的客户，采取阶段性调整贷款利率和

还款方式，为客户带来最大的便利，吸收更多的客户资源，实现“双赢”局面。 

5 结论 

通过本次调查，我们更深的了解到：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内经济产生重创，作为中国市场上占比最大的企业类型，中小企业

所受的影响不容小觑。为减少疫情给国内经济以及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我国采取多方位的措施，国家政策上，各省、市人民

政府也严格落实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经济上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贷款给予财政贴息支持，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

来源的小微企业，在其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时优先予以支持。金融机构上，商业银行作为国内中小企业资金申请的首要来源，全

力响应国家号召，大力出台新政、降低贷款利率、提高贷款效率，以期为各中小企业的复工复产给予帮助。相信在上级政府及

下级金融机构的相互配合下，定能为国内企业主带来最大的化的优惠政策，以促进国内经济的恢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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