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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融资难？国外经验给答案 
◆卢劼心

（招商银行南宁分行） 

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现如今，我国许多中小企
业发展受阻的障碍物之一，就是导致无数中小企业经营者夜不能
寐的“融资难”问题。其实，不妨从一些先进发达国家的商业模
式中借鉴、汲取他人的营养和经验，使得海外融资经验这块“他
山之石”，成为攻克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问题难关的巧玉。 

一、中小企业融资现状 
2018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第 40 年，回望这四十载

中小企业在发展历程中发挥的作用可谓是可圈可点——解决大
学生就业问题、拉动不同领域的内需与消费、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与升级……截止 2017 年，全国工商注册在案的中小企业总量超
4200 万户，较上年增长 49，4%，占全国企业总数的 99%以上[1]。
中小企业的出现不仅挑战了一些大型企业在业内原有的绝对话
事权，还促进了整个经济市场的自由竞争与繁荣。 

虽然我国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态势和数量不容小觑，但
普遍存在一个致命伤——平均寿命过短（2.5 年），远低于欧美发
达国家的 40 年，前赴后继地走着“一年发家，两年发财，三年
倒闭”的死路[2]，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融资难且贵。
下表统计了 2011 年至 2014 年金融机构对我国中小企业的放款情
况。 

年份 

中小企业贷款 大型企业贷款 

贷款余额 
（亿） 

贷款比例 
（%） 

贷款余额 
（亿） 

贷款比例 
（%） 

2011 136164 54.6 113223 45.4 

2012 179650 59.4 122621 40.6 

2013 211675 60.4 138394 39.6 

2014 246337 62.1 150405 37.9 

根据上表[3]可看出：虽然这四年间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放
款金额及比例都呈上升的趋势，但所能提供的资金总量远远不能
满足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日益增加的额度需求，难以打破僧多粥
少的局面。资金缺口大且融资困难融资成本高对于绝大多数普通
中小企业而言，都是其发展壮大之路上一个难以跳过的拦路虎，
日常经营的现金流量不足不仅无法扩大再生产，就连基本生存都
显得岌岌可危， 终惨遭激烈的市场竞争所淘汰。抵押固定资产
以获得贷款的传统模式局限性过强，缺乏固定资产的轻型中小企
业难以满足要求，因此政府可在充分的调研下，出台相关政策和
优惠，引导银行采用创新型融资方式，为中小企业切实解决资金
问题。 

二、商标权融资可行性分析 
从上文可看到中小企业于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意义，同时也

显示出它们长期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的不利局面。关于如何推
动中小企业利用其禀赋资源贷来好生意，如将知识产权中的商标
专用权质押出去获得资金支持，近 10 年来正逐渐成为工商界、
行政部门、金融机构等主题关心的热点问题。在调整经济结构发
展的有利条件下，我国目前的市场环境相较以前可以说是有了比
较大的改进。在工商局新登记注册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
现，同时随着大学生创业的一波又一波热潮，企业的自主创新能
力也在不断增强。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启其实都有融通资金的需
求，但它们困于经营发展阶段和规模，未能提供用于抵押给银行
的固定动产和必要的资产担保，各种不利限制条件不可避免地拖
慢了它们发展壮大的脚步。随着商标价值快速发展以及各企业主
对自身商标权的保护、维权意识都在不断提高，他们也越来越明
白对自己品牌的建设和维护的重要性，加上一些发达省市地区的
政府部门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开拓这片处女地，使得利用商标专用
权质押获得贷款这一模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广和肯定。商标权
作为企业的一项无形资产、知识产权，它的价值已渐渐被企业挖
掘、加以使用，有的甚至已经尝到甜头。商标权质押贷款为企业
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贷款渠道，对于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实施品牌
战略以及促进金融流通、防范金融风险、优化资金资源的配置提
供了新的思路，而且将是企业真正完成“知本”到＂资本”转化

的极大推动力量[4]。 
三、国外优秀经验 
国内模式虽然带有一定的本土特色，不过实行时间仍然较

短，也还存在局限性，因此国外发达国家的一些成功经验也非常
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日本模式
日本的 DBJ（Development Bank of Japan）模式是解决融资难

问题的典型之一。这种模式的特点是以政策性银行而非商业银行
作为发放贷款的主体，对企业的经营情况、信用状况等基本信息
做出初步审核和判断，把符合要求的企业商标委托给专业的评估
机构进行估值，与此同时委托律师事务所对企业当下的法律状况
进行审查和预判。当评估机构和律师事务所给出的调查后，政策
性银行会以此作为依据决定是否放款以及放款金额， 后委托资
产管理公司进行贷后管理和不良贷款的处置[5]。 

我国可以参考日本将政策性银行作为承办这一贷款模式的
甲方，专门划拨一部分资金给予符合要求的需要质押商标权的企
业作为融资贷款，一来可以减轻商业银行的工作量、降低坏账风
险，二来政府可以更直接、更直观地了解到该模式的发展情况，
便于及时调整政策和方向，促进该模式的发展和推广。

（二）韩国模式
韩国模式下则是以政府作为主导，由政府组建技术交易中

心，为商标权质押融资交易提供专业的场所。该中心实行会员准
入制度，即只有通过审核的“白名单“上的中介机构才允许进入
该中心开展此项业务。除此之外还联合了知识产权局、科技研究
院以及各大银行，前者负责专业技术支持，后者负责提供资金。
简单来说就是政府介入这一模式之中，利用法律、行政、经济等
手段直接对中小企业予以帮助和扶持[6]。 

韩国模式值得我国借鉴的点在于政府的参与积极性较高，一
条龙的服务方式既节约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和时间，又提高了金融
机构放款的效率，同时还能降低坏账风险。我国一些有商标权质
押融资经验和需求的地方政府部门可以尝试加大参与力度，为融
资双方提供更多便利。 

（三）德国模式
分摊风险机制是德国模式的一大特色，相对来说它可以使得

金融机构的坏账风险降到 低，因为它是由参与该融资的主体共
同承担风险——当企业确定无法偿还债务时，政府来承担 65%
的损失，其余部分由金融机构和担保机构分别以 2：8 的比例来
分担，这样商业银行实际承受的损失就会小很多，也以此鼓励商
业银行开展此项业务[7] 。 

损失分担问题可以说是金融机构不愿涉足该融资模式的一
个重要原因，而分摊风险机制很好的解决了其后顾之忧，若我国
的政府和担保机构在这项业务中也能承担大部分的损失，相信银
行应更有信心和意愿接受这以新兴融资模式。 

综上所述，三个国家模式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政府的参与程度
相对较高，出台了许多利于商标权质押融资模式开展的政策和平
台，鼓励相关机构共同加入，切实为中小企业贷款落地发力。我
国政府部门也可在具备开展这项新兴融资业务的省市地区大力
提供政策优惠，使更多优质的具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摆脱融资
困境，利用“信誉高地”贷来好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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