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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金融创新与西部乡镇中小企业的 

可持续发展 

王晓义 ，杨 忠直 

(1．天津大学 管理学院，天津 300072；2．上海交通大学 管理学院．上海 200030) 

摘 要：县城经济的主体是中小企业．但我国目前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金融系统与中小企业的融资特点不相 

匹配。近年来．国有银行调整市场定位、实行集约化经营、撤并县城分支机构．更加弱化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 

我 国西部地 区由于历史、地理 以及体制等方面的原因．这种冲击造成的影响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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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壮大县域经济”的发 

展战略，标志着县域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地位的 

提升。西部县域经济对解决“三农”问题，缓解城镇 

就业压力有着重要的作用。为此，中国人民银行于 

2001年 1O月在全国范围内对县域中小企业的金融 

支持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1 (P720)被调查企 

业共 9 845家，分布在全国3O个省、市、自治区，在 

县域经济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被调查的县级金融 

机构共 5 764家，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 

构对中小企业贷款额的 23．6 。结果显示：2001年 

1～9月，被调查企业申请贷款 632．56亿元，实贷金 

额433．57亿元，金额满足率为 68．5 。全国金融机 

构对中小企业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例为 43．6 ，被 

调查的县级金融机构对县内中小企业的贷款比例为 

65．3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1．7个百分点。但在地 

区结构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见表 1)。 

表 l 东、中、西部被调查中小企业情况比较 

地区 
占比 贷款满足率( ) 差异 
( ) (平均 68．5) (+或一) 差异形成的原因 

东部地区 313．1 49．5 74 5、5 

中部地区 172．49 27．3 

西部地区 146．97 23．2 

64．7 

61．6 

(1)东部企业信用等级较高。A级以上企业占6O 

(2)负债率低。资产负债率在65 以下的企业占58．2 

(3)盈利水平较高。资产利润率为 2．4 0，高于平均 

水平 0．8个百分点 

(1)中西部中小企业信用等级平均水平、盈利能力较东部地区低， 
一

3 
由此导致贷款满足率低于东部企业，也低于平均水平 

一

6．9 
(2)中西部金融机构资金实力较弱也是贷款满足率低的重要原因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金融年鉴2002》相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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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调查结果看，银行未批准贷款的理由依次为： 

(1)企业经营方面存在问题(欠息、逾期贷款、逃废 

债、挪用贷款)占23．6 ；(2)企业无抵押或担保占 

23．5 ；(3)银行无贷款权或无资金占19 。 

中小企业对银行信贷服务的评价分别为：(1)审 

批时间长占 27．4 ；(2)手续繁琐 占 26．5 ；(3)手 

续简便 、服务到位 占 17 ；(4)银行对企业 了解不够 

占 14 ；(5)贷款政策不透明占 11 。L1 (P722) 

在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为 

国有大中型企业提供资金以及为国家宏观调控战略 

服务的国有银行体系。面向中小企业的中小银行发 

展缓慢，导致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单一，制约着中小企 

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西部地区的中小企业 由于历 

史、地理以及体制等方面的原因而处于更加落后的 

状况。 

二、西部乡镇中小企业融资现状 

及存在问题 

1．西部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着素质不高、经营层 

次低的问题。西部县域中小企业大多集中在小煤 

矿、小砖厂、小酒厂、小粮油、小石材、小水泥等原材 

料初级开发和加工领域，产品附加值低、盈利能力 

差、科技含量低严重制约着企业市场竞争力水平的 

提高。这些都增加了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降低了 

金融机构对其放贷的意愿。 

2．缺乏有效的融资渠道。第一，我国西部地区 

能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的渠道原本就十分有限，亚 

洲金融危机之后 ，国有商业银行又开始调整市场定 

位，实行集约化经营，对其分支机构进行撤并 。在机 

构撤并和人员调整 中，西部地区首当其冲。据对内 

蒙古兴安盟的调查，2001年 9月末，四家国有独资 

商业银行有机构 170个 ，较 1998年末减少 121个。 

在一些地方，由于银行和信用社都撤并了，有 8个 

乡、镇(苏木)形成金融机构空白o[23第二，从资金需 

求市场来看，银行等金融机构面对的是数量庞大、高 

度分散、经营规模狭小，且对贷款额度需求不大的中 

小企业，甚至是家庭作坊式企业，它们急需发展资 

金，但又普遍缺乏金融机构所要求的有效担保和抵 

押资产。第三，中小企业内部管理水平相对较低，信 

息透明度不高，加大了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增加了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潜在风险。所 

以，在国有金融撤出、地方 中小金融缺位 的情况下， 

许多中小企业只有靠一些非正规渠道和不合法手段 

筹集资金。据中国人民银行新乡市中心支行对全市 

100户中小企业及相关金融机构的调查，由于融资 

渠道狭窄，不少中小企业不得不靠民间借贷、内部集 

资，甚至相互拖欠来维持其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表 2 新乡市 100户中小企业融资结构 万元 

资料来源t‘中国金融年鉴 2002》． 

3．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不健全影响了融资效 

率的提高。自1999年原国家经贸委发布《关于中小 

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试点的指导意见》以来，截至 

2002年末，我国共成立贷款担保公司 848家，注册 

资金 183．72亿元，可用担保资金总额242．33亿元。 

资金来源以政府出资为主。从实际运作情况来看， 

中小企业贷款担保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一是保险机 

构数量有限，难以满足众多中小企业的担保需求。 

目前在保中小企业户数仅为中小企业总户数的 

13 左右。二是担保机构的资金规模有限，担保功 

能薄弱。三是担保收费太高，使许多中小企业望而 

却步。四是担保机构的风险防范手段还比较落后。 

据调查，目前仅 20 左右的担保机构提供信用担 

保。大部分担保公司仍要求企业提供相应的抵押品 

或再担保乃至互保。五是贷款抵押物评估环节多、 

收费高、时间长、适用期短，而且主要集中在流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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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贷款担保上。[3] 

4．西部乡镇中小企业面临的资金来源日益枯 

竭。目前设在农村的合法金融机构非但不能满足农 

村的资金需求，相反还成为农村资金外流的主渠道。 

如农村邮政储蓄机构就是典型。如果以农户储蓄存 

款和农业存款反映金融部门从农村筹集的资金，以 

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反映金融部门向农村注入 

的资金，就可大体测算出农村信贷资金的流向。 

1996~2002年，农村通过邮政储蓄机构以外的金融 

机构流出的资金由 1 912亿元增加到 5 473亿元。 

据此，我们将从邮政储蓄机构和非邮政储蓄机构流 

出的资金相加，从 1996～2002年，农村资金净流出 

分别为 ：3 199．93、4 024．65、3 243．96、4 679．22、 

6 795．52、8 335．88、9 894．4亿元 。[4 从这些数字可 

以看出，农村流出资金有逐年增大的趋势。长此以 

往，农村的企业和农户将会因资金缺乏而不能维持 

简单再生产，甚至影响到农民的脱困，使原本就薄弱 

的农村金融生态变得更加脆弱。 

5．我国现有商业银行的运作机制与中小企业的 

资金需求特点相互脱节，而且产权关系模糊、官僚主 

义严重的缺陷使它们远离农村市场。西部中小企业 

不仅需要正规商业金融的支持，更需要政策性金融 

以及贴近它们需求特点的“乡土金融”的支持。只有 

适应西部中小企业融资特点的金融体系，才有可能 

降低交易成本，更好地满足西部乡镇中小企业的资 

金需求。但是，正规金融机构为了降低贷款风险，在 

贷款决策时要么提高抵押和担保的门槛，要么简单 

地实行贷款责任追究制，缺乏更有效的贷款营销手 

段和激励机制。这些都加剧了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 

之间的隔离状态。 

三、县域金融创新与西部中小企业 

的可持续发展 

县域金融创新包括制度创新和产品创新。针对 

西部乡镇中小企业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 

的特点，西部县域金融创新的重点应该是银行体系 

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信用保证体系、政策性金融及法 

规体系建设。 

(一)积极发展地方中小金融机构 

发展地方中小金融的途径主要包括：第一，结合 

国有商业银行的战略调整，大力发展金融控股公司， 

以此增强基层金融机构 的独立性，使改组后的国有 

银行体系能更好地为县域经济服务。第二，将国有 

银行的县域机构改造为独立的地方银行。在改制过 

程中吸收民间资本人股，充分发挥社会资本参与中 

小金融机构发展的积极性。第三，在试点的基础上， 

以地市或经济发达县为单位，新设一批以民间资本 

为主的中小银行。 

总之，最适合农村企业需要的金融资源配置方 

式，就是“放手让农民自己创办自己的金融业”，政府 

根据农民的需求，给予支持、帮助、引导、规范即 

可。[s 通过改革使我国不同所有制、东中西部、城市 

与农村以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种企业都有与之 

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 

(二)改革政策性金融在支持西部中小企业发展 

中的作用形式 

1．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需要企业、银 

行、政府、社会的共同治理，对处于起步阶段的西部 

欠发达地区而言，政策性金融的支持是不可缺少的。 

随着西部经济的发展，政策性金融发挥作用的形式 

应该有所改变。目前可考虑：第一，从现有政策性银 

行派生出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贷款部门，并通过立 

法强制，保证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比例；第二，扩展农 

业发展银行的功能，要求其将一定比例资金投入县 

以下中小企业，使其成为支持农村中小企业发展的 

政策性金融机构。 

2．新设政策性中小银行。在有条件的省、市，可 

设立由地方财政出资或担保的政策性银行，允许地 

方财政发债或担保发债，解决地方政策性银行的资 

金来源。政策性银行不必设立过多的分支机构，其 

业务可委托地方商业银行代理。商业银行负责贷款 

对象的选择及贷款的回收，贷款风险则由政策性银 

行与商业银行共同承担。这一方式可节约运行成 

本，但也容易滋生新的道德风险。因此要在政策性 

银行和代理银行之间确定合理的代理费及风险分担 

比例，使之既能调动商业银行承担业务的积极性，又 

能约束滥放贷款的道德风险。最后，政策性银行低 

成本贷款的利息优惠应惠及中小企业，而不是给商 

业银行，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 

效应。 

(三)建立健全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体系 

针对现有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体系形式单一、功 

能薄弱的问题，实践中应探索多样化的融资担保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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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第一，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或担保公司， 

以规模优势化饵单个公司资信能力弱的局限性；第 

二，除第三方担保、抵押、质押贷款外，对中小企业可 

寻求以房屋、土地、设备、可变现库存货物抵押等多 

种方式担保；第三，积极推进存款保险制度，逐渐形 

成金融风险的市场分担机制，增强金融机构改善经 

营的动力和压力；第四，大力发展票据融资，增加中 

小企业的融资手段。 

(四)针对西部中小企业的特点进行金融产品创 

新 

第一，针对西部中小企业财务制度不健全、信息 

不透明、风险高等特点，可改企业贷款为针对企业主 

的个人贷款，结合个人诚信体系建设，推行大额贷款 

业务的发展。通过制度创新，降低乡镇中小企业的 

贷款担保条件。第二，参照小额信贷的管理办法，实 

行大额信用贷款证制度。对那些有一定资产和经济 

实力、经营管理好、信誉高的企业，经过信用等级评 

估后，可以发给信用贷款证，企业凭信用贷款证随用 

随借，降低抵押或担保门槛，减少贷款手续，提高贷 

款效率。第三，金融机构应按不同的贷款对象、用 

途、生产周期和偿还能力等，合理确定不同的贷款期 

限。针对不同的中小企业，“量身制做”适合其需要 

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第四，可考虑将邮政储蓄 

资金作为中小企业贷款资金。邮政储蓄是造成农村 

信用社资金短缺的重要原因之一。邮政储蓄资金存 

中央银行，减少了贷款机构资金来源，降低了货币乘 

数效应。我国可借鉴 日本的经验，将这部分资金作 

为中小企业贷款资金，用于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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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Innovation in Counti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SMEs in West Region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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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MEs are the main part of county economy，but the capital supply in the financial sys— 

tem dominated by state-owned banks isn’t suitable for the needs of the SMEs．Among this system，private 

small＆ middle banks are short and develop slowly．There are not enough channels available between the 

SMEs and the existing financial system．So the SM Es’developing is badly confined by this situation．The 

SMEs’financial situation in western China is worse than that in the East due to its historical，geographical 

and mechanism 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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