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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的中小企业发展造成了极大的

影响。中小企业在我国的劳绩为创造了超过60% 的 GDP，然而
却仍然面临着融资难、贵、少等问题，加之受今年新冠疫情
影响，中小企业生存困难，在融资问题上更是雪上加霜。

2  中小企业融资现状
中小企业是宏观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对我国

经济发展起着独一无二的影响，但是在发展过程中最需要外部资
金支持的中小企业却始终面临着融资等问题，银行的信贷资产中
对中小企业的使用比率以及对贷款的满意度平均不过三分之一。

我国的中小企业融资主要有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类别，
直接融资主要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的方式，而中小企业由
于经营规模相对较小，公司流水紧张，直接融资不具备优势。
间接融资则逐渐发展为中小企业的首要融资方式，中小企业借
助第三方机构的力量融到所需资金，这类融资也具有规模小、
期限短、价格高的特点。

在疫情爆发后，中小企业遭受了重大打击，时刻面临着资
金链断裂的威胁。相比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的短板完全暴
露，经营管理特点使得中小企业却少完备的运营、财务制度，
导致中小企业长期普遍存在企业信用等级低的问题，难以从外
界获得融资支持，在长时间的停工阶段只能依靠内部资金运转
存活。即便央行随后不断出台扶持政策，意在重点降低中小微
企业等与就业关联度高的市场主体的融资成本，但由于中小企
业的融资与第三方机构的利益具有一定的冲突，还是存在较高
的融资门槛。

3  疫情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
虽然我国的新冠疫情防控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各企业

逐渐渡过凛冬期，但是西欧等发达国家的新冠疫情发展仍不容乐
观，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在疫情氛围下，各国的消费市
场将会受到抑制，使得商品需求和服务需求一蹶不振，这就直接
带来企业市场效益的下降。根据报告，我国小型企业在2月和3
月的五道口中小微经济恢复指数分别为29.9%和37.8%，低于全
国水平的33.3%和41.1%，而微型企业的五道口中小微经济恢复
指数为41.4%和 60.4%，比小型企业和中型企业都要高。因此，
相比之下，中小型企业在疫情的冲击中受到了更恶劣的影响。在
低营收高债务问题的压迫下，中小型企业的融资需求也会随之增
大。与之相反，高风险的投资也会使投资者持有更加谨慎的投资
策略，这也就间接提高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门槛，这就使得本就陷
入现金流不足的中小企业祸不单行。

4  中小企业融资建议
4 . 1 政府：政策大力支持，减轻融资负担
第一，根据实体经济需求，精准调整再贷款利率。作为

直达实体经济货币政策的重要环节，加大央行货币政策工具改
革，再进一步借助再融资、降准等方式维持合理充足的流动
性，下调政策利率以减少银行资金成本。第二，还可以利用
差别化降息等方式来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疫情期间，许多
中小企业出现了不同程度上的短暂性困难，如果政府能够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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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成熟度、发展规模、盈利情况等设置阶梯性的税率，将
减少中小企业面临的资金压力，极大地发挥不同类型的中小企业
经营的主观能动性，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个性化经营策
略，促进企业的发展。第三，也可以向亟待外部融资、内部控制
存在困扰的金融机构提供较低成本的资金帮助。可以将资金帮助
分为补贴、补偿以及风险分担三个部分第四，应贯彻落实有关中
小企业金融支持政策，并制定相应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政策，建立

“绿色通道”。还可以根据因疫情而产生不同影响的企业提供不同
的、更好的融资扶持政策。信贷政策可以根据企业实际情况进行
调整，变得更加灵活适用。最后还可以成立财政补助资金缓解行
业发展困境。第五，还可以通过加大产权制度的改革，进一步地
实行简政放权、降税减费。像节能环保，高端电子科技等这些国
家重点扶持领域的中小企业中，还可以实施优惠税收政策，如设
备投资抵税和增值税减免等。第六，改善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促
使中小企业家在良好的外部环境中解决融资难题。首先，可以通
过对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优化来促进资金更多的向中小企业流
动。其次，还可以利用现有的民间金融，通过加强对民间金融的
监管和规范，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问题。

4.2 中小型企业：实现自身发展，增强企业竞争力
首先，结合具体情况选择最优融资方式，形成科学的融资结

构。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可以优先内源性融资以及债券融资，尽
可能多的减少集资成本。在特别期间，中小企业可通过融资租
赁、互联网金融等扩大自身的融资途径与方式，利用其特点有效
解决自身融资难题。其次，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促进变革创新
转型，并借助金融创新资本平台提升品牌价值，应用多层级的投
融资和消费模式降低融资成本，实现产品销售升级。使企业专注
于经营核心资源，发展壮大核心优势从而促进资源配置，一定程
度上改善企业融资困境。同时加强线上获客的能力，利用自身品
牌价值吸引客户消费，利用线上购物、线上教育、线上办公等提
高企业融资能力。最后，改善长期资金市场与中小企业信息不对
等的弊端。无法获取中小企业有效经营管理信息会催促信贷配额
问题的产生，企业资信状况的衡量标准的选取不当将提高直接融
资渠道取得资金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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