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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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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小微企业是我国重要经济体，在保民生、稳就业的

国民经济宏伟大业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于中小微企业

规模小、家族式管理模式等自身因素的限制，融资难成为制约中

小企业发展的拦路虎。为解决这一难题，本文提出“互联网 +”

综合金融服务平台的构建方案，分析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建设意义，

指出了平台必须要突破的 4 个难题，设计了平台建设的四大板块

和八项优质服务建设内容，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资金难题，促进国

民经济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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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微企业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体，在国民经济发展进程中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小微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

席之地，必然离不开的各方的资金供应和保障，目前大部分的企业，

特别是中小微企业都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现实问题，而以银

行为代表的各类金融机构在面对中小微企业时，同样面临“有钱

贷不出去、有钱不敢贷的”尴尬局面。为此本文提出了建设综合

金融服务平台的构想与方案，通过综合金融平台收集并发布融资

资讯、政府的融资政策，联合地方各类融资机构提供各类融资产品，

以多手段对融资双方进行融资监管，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渠道、

融资方式、降低融资成本等一系列问题。

一、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建设意义

从中小企业的融资现状分析，建设综合金融服务信息平台

是中小微企业的迫切需求。截至到 2018 年底，辽宁省共有中小

企业 68.6 万户（含个体商户），占全省企业总量的 94.1%；中小

企业注册资本（金）3.87 万亿元，占企业注册资本（金）总量的

58.6%。这些企业面临获取融资信息手段匮乏，规模小，无抵押物，

金融机构进行贷款评估成本高，无法获取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任，

他们迫切希望有一个金融平台获得融资资讯，提供融资担保，从

而获取资金。

从政府、经融机构、企业三方不同角度出发建设平台，进行

资源有效整合，实现政府有政策，机构有产品，企业有渠道的三

方共享共建机制。解决目前在融资时出现的难题，比如政府优惠

政策无法惠及企业，金融机构不能快速评估企业融资条件，无法

高效推送适应的融资产品，企业也无法提供必要的实物、信用等

融资条件。金融服务平台的搭建目标是：企业在平台上找资金，

犹如淘宝交易一样便捷。企业登录平台网站，选择类似“我要贷

款”“我要咨询”“我的信用”选项，可自由选择贷款金额、期

限以及担保方式，可查询到各类融资信息和融资政策，也可查询

到企业信用积分，从而使平台平稳健康的发展，提供功能更加丰

富的应用，更好的为用户服务。

二、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一）拓宽中小企业信息发布渠道，解决金融信息不对称问题

一方面通过互联网线上实时发布金融机构和融资企业的供需

信息，使金融机构快速获取融资企业需求什么，目前融资产品是

否满足融资需求，是否需要改进融资产品；而融资企业也能快速

知道政府出台哪些融资优惠政策，金融机构提供哪些融资产品，

企业自身是否满足融资产品的申购条件。另一方面通过线上自动

评估、线下的调查评估及信用评估等形式，使金融机构等投资方

能更准确的把握企业投资面临的风险，融资企业能更加清楚的知

道金融机构等投资方的风险偏好；同时平台辅之以担保等风险保

障，实现在线支付和电子合同签订，促成双方高效合作。

（二）联合多家政府职能部门，获取企业运营轨迹，解决企

业快速评估问题

通过多种渠道，获取中小企业在工商、税务、审计、公积金、

煤气、水电等部门存储的注册、缴费、纳税等业务办理时的数据，

以企业运营的实时数据服务和信用服务为基础，快速建模，建立

省市集中的企业公共金融信息基础数据库，将分散在各部门和行

业中企业信息收集起来，形成全面、准确、及时反映企业金融状

况的基础数据，为金融机构提供企业资产报告和信用评价报告，

使金融机构能够在平台上实时评估出中小企业企业规模、运营状

态、发展前景等信息，降低金融机构的贷款的评估成本，从而让

机构实现敢放款，肯贷款。

（三）提供多种融资服务，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问题

平台中根据注册企业类型、所属行业等信息，向企业推送增信、

第三方担保、资金托管、融资等措施，建立中小企业与综合平台、

金融机构与民间组织的资金、政府与金融机构等多方合作，为中

小企业提供多种融资渠道。在政府引领下，促进银行等大型金融

机构的雄厚资金及优质的配套服务，与小型借贷公司、担保公司

灵活便捷与低成本双赢合作，引导资金向国家支持重点支持的中

小企业、清洁能源、新兴技术企业倾斜。

（四）建立征信平台，提高中小企业“信用资产”变现问题

以信用服务和数据服务为基础，依托现有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等应用平台，发挥省市金控在综合金融服务、业务协同和市场化

专业化运营等方面的优势，为中小微企业建立信用档案，通过一

定权重分别按照企业贷款还款、货款回款记录、欠款的归还记录、

纳税记录、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缴费录等赋分，核算企业的信用

积分，建立企业的信用等级，形成企业“信用资产”，通过一定

的方式把“信用资产”进行变现，让优质企业获得更多的资金扶持。

增加失信企业的违约成本，维护社会信用体系的健康发展。

三、“互联网 +”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建设板块和服务

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拟打造四大板块、开展八项服务。

（一）四大板块

四大板块分别是信息咨询板块、投融资板块、政府金融支持

政策接口及金融监管板块。以信息板块为基础，金融监管为手段，

投融资板块为应用，政府金融支持政策接口为延伸。

信息资讯：作为平台面向对象的窗口性功能，实现各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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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布和信息对接为基础，对政策信息、投融资信息、市场动态

信息等进行发布。

投融资板块：投融资板块作为平台重点的应用，是企业和金

融机构之间链接的桥梁，包括在线投融资服务和线下投融资服务，

伴随着投融资过程中的征信和信用管理服务等。

政府服金融支持政策接口：平台作为经信委、科技局等政府

部门在线政策融资填报系统接口，同时通过平台下设的中小企业

服务平台，提供政府财政资金与企业对接的支持服务。

金融监管：结合平台业务开展，同时为主管部门的金融监管

业务提供一些支撑和对接。

（二）八项服务

八项服务分别是信息咨讯服务、股权融资服务、债权融资服

务、征信服务、线上线下金融超市、政策融资填报、政策资金对

接及其他增资服务。八项服务作为综合金融服务平台的主要对外

提供服务，是平台在个细分领域的应用。八项服务的具体内容如

图 1 所示。

图 1　八项服务具体内容

平台的各项服务立足于为企业打造个性、多元、定点跟踪、

定向服务等目标。基于对服务平台内企业信息的全方位掌控，通

过大数据、云计算等分析手段，根据中小企业，在不同发展时期

对资金需求不同等特点，平台在给企业推送金融产品时会根据不

同行业企业和不同时期企业特点进行个性推送，比如初创业初期

的企业，资金需求主要以流动资金为主，给企业推送的融资产品

主要以小规模的银行融资和小额度贷款；对于处于成长期的企业，

资金需求主要以固定资产采购与建造需求和日常流动资金需求为

主，推送的融资产品包含私募股权基金、企业集合债劵、银行贷

款及众筹融资等多种融资形式；对于处于成熟期的企业，资金需

求除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和扩大生产所需资金需求外，还有股

权并购等特别需求，这时推送的金融产品包括私募股权基金、信托、

IPO 定向增发、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融资、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

企业集合债等。

四、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架构

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建设涉及到大数据、云计算、虚拟影像等

多种技术，分为底层数据库、中间层应用模块和应用开发、上层

应用层，实现数据的自动对接与更新，并在平台中建立风控模型，

完成中小企业及项目风险初级评估。平台架构如图 2 所示。

平台的底层数据库由五大基础数据库构成：

企业库：包括企业（大型企业、中小企业、个体工商商户等）

基本情况基础数据和企业项目情况基础数据；

图 2　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架构

金融机构库：包括银行、信托、担保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基

本情况数据库；

融资需求库：包括在平台注册的大型企业、中小微企业以及

个体工商户的融资需求数据；

金融产品库：包括金融机构的各类金融产品数据和定制化的

业务数据；

金融政策库：包括政府、行业协会等职能部门所发布的政策

汇总。

五、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期下的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

展，为构建“互联网 +”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提供了技术支撑。本

文从突破中小微企业目前存在的“融资难、融资贵”的现状入手，

分析融资困难的根本原因，阐述建设“互联网 +”综合金融服务

信息平台建设的必要性；指出了构建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必须解决

的 4 个问题；设计了“互联网 +”建设 4 大板块和 8 项优质服务，

搭建了 3 层的平台架构。金融服务平台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

配置资源的重要途径，在促进有效经济增长，调整和改善经济结

构具有独特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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