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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2021年，一组数据让中小微企
业感受到了这一年里政策的温度：

截止到2021年11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
额18.9万亿元，同比增长26.4%，比各项贷款
增速高约15个百分点；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小
微经营主体约4300万户，同比增长35%；新
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平均利率4.98%，比上年
12月下降10个基点；11月末，投向制造业的
中长期贷款同比增长33.8%，保持较高增速。

“总的来看，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取得积
极成效，企业融资成本降低，微观经济活跃，
国内产业链保持完整，就业市场保持稳定，经
济发展稳步恢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

会原主席肖钢表示。
事实上，这组数据得来实属不易。2021

年以来，人民银行进一步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
策工具精准导向作用，对小微企业、制造业等
需要长期支持领域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为实体
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
金融环境。特别是进入三季度后，多地新冠肺
炎疫情反复、洪涝灾害频发、能源原材料价格
上涨等多重因素叠加，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为
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纾困帮扶力度，9月
初，人民银行新增 3000 亿元支小再贷款额
度，在今年内以优惠利率发放给符合条件的地
方法人银行，支持其增加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贷款，要求贷款平均利率在5.5%左右，引
导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从效果看，普惠小微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减
轻了小微企业阶段性还本付息压力。截至
2021年 11月末，延期支持工具为3684家地
方法人银行提供激励资金，累计提供激励资金
189亿元，直接带动普惠小微企业贷款本金延
期金额20016亿元；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
计划有效缓解了小微企业缺抵押、融资难问
题。截至2021年11月末，信用贷款支持计划
累计支持地方法人银行2128家，人民银行提
供资金总额3175亿元，直接带动发放普惠小
微企业信用贷款8794亿元。

而在另一方，12月17日，工业和信息化

部等19部门联合发布《“十四五”促进中小企
业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针对多年中
小企业发展融资难融资贵的“卡脖子”问题，规
划提出要围绕提高融资可得性，深入实施“中小
企业融资促进工程”。

据了解，此项工程将综合运用货币、财政等
政策工具及差异化监管措施，促进形成敢贷、愿
贷、能贷、会贷的长效机制。鼓励加大银担合
作，进一步发挥融资担保在中小企业贷款中的增
信分险作用；同时组织开展优质中小企业上市培
育，加强投融资对接服务，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
对接资本市场，完善和发挥好上海、深圳、北京
三个证券交易所及新三板的功能和作用；稳步推
进支持创新创业领域的公司信用类债券，加大国
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等政府投资基金政策引导，
带动社会资本扩大中小企业直接融资规模。

同时《规划》提出，要构建优质中小企业评
价体系，建立从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到“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梯度培育体
系；通过政策引导，推动要素资源向优质中小企业
集聚，引导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王海林
表示，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还将结合沪深交易
所、北交所、新三板的市场定位，加强对这些优质
中小企业的分类指导，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上市、挂牌融资，并探索为“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申请在新三板挂牌开辟绿色通道。

无疑，对于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个难题来
说，这一年释放的政策力度是空前的，效果也是
显著的，中小微企业的“钱袋子”问题也随着多
项政策的发力在逐步缓解。

这一年这一年，，中小微融资难题解多少中小微融资难题解多少
本报记者 孙琳

政策持续发力解决中小微企业“钱袋子”

俗话说，大水养大鱼。
据记者从北京市顺义区举行的“两区”建

设第十次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1年，顺义
区牢牢把握首都产业金融中心这一产业发展定
位，紧紧围绕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以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产
融互促为方向，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为落脚
点，主动抢抓金融开放和“两区”建设重大发
展机遇，从四大方面共同着手，不断刷新了经
济发展的含“金”量。

抢抓机遇：开创招商引资“金”速度

作为首都产业金融中心，顺义区近年来坚
持“产业”与“金融”双布局，“资本”与

“项目”双促进，在“十四五”开局之年的
2021年交出了招商引资的亮眼成绩单。

据记者了解，去年1-11月，顺义组团新
设立企业3286家，储备项目450余个，落地
项目220余个。特别是金融领域，新引进各类
优质金融机构36家，注册资本合计近130亿
元，其中3个“全国首家”项目重磅落地，外
资项目和持牌机构引进创历年新高，千亿央企
国新新格局基金、百亿鼎佳汽车基金、航空领
域御风基金、清科创业投资基金等优质基金接
连落地，当年新增资金管理规模超700亿元。

据透露，未来5年，顺义区新增资金管理
规模将超4500亿元。

“顺义区已聚集民生银行总部基地、华夏
基金、北京人寿等优质金融机构500余家，基
金管理规模 2.4 万亿元，上市挂牌企业 116
家，金融业增加值连续两年排名全市第五，成
为继临空经济、汽车制造之后全区第三大支柱
产业。”顺义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聚焦“两区”：崭露扩大开放“金”优势

作为“两区”建设面积最大的组团，顺义
区储备外资项目已达60余个，已落地外资项
目20余个，其中，金融领域落地外资项目8
个，全国首家项目3个。而作为首都第一国
门，顺义区在引进外资金融项目中也崭露头
角，新引进的德国安联保险资管公司、Payp-
al旗下第三方支付公司已成功入围2021年北
京市九大“两区”建设重点项目。

“雄厚的产业基础是顺义金融产业发展的
独特基础和优势。”顺义区金融办相关负责人

介绍说，凭借中德产业园的平台优势和集聚的德
资企业发展生态，成功落地注册资本1亿元的德
国安联保险资管公司，已经成为中国首家外商独
资保险资管公司，未来5年管理规模可达2000
亿元，将深度融入中德产业园建设，为中德产业
园企业发展提供特色金融支持。

而凭借天竺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产业基础，
成功落地的全球支付巨头Paypal公司旗下第三
方支付公司，也是中国首家外资100%实际控股
的第三方支付公司，实缴注册资本超24亿元，
将深度融入天竺综保区跨境电商产业发展生态，
为外向型企业提供强力的跨境支付支持。

与此同时，记者了解到，顺义区多项“两
区”建设工作均取得优异成绩，开通全市首条第
五航权国际货运航线，17项跨境金融领域试点
政策全部落地实施，完成率 100%，其中 3项

“全市首发”，1项“全国首单”。

支持实体：释放区域发展“金”动能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以实体带金融、以金融
促实体一直是顺义区秉持的发展理念，并以此不
断深化产融对接合作。

据顺义区提供的数据显示，2021年顺义区
全年新增恒宇信通、正元地理、富吉瑞光电、理
想汽车等多家优质上市企业，累计实现直接融资
超110亿元。2021年，累计举办12场线上线下
融资对接会，融资需求合计35.9亿元。截至去
年11月末，银行人民币存贷款余额已同比增长
10.4%，较去年同期提升3.3个百分点，金融支
持实体经济能力不断提升。

实体经济的良好发展离不开营商环境的持续
优化。为此，顺义区组建了产业、金融等领域专门
的招商服务队伍，建立了区级领导牵头的“三级”
服务企业机制，对重点项目实行“管家式”“保姆
式”服务，时时在线、及时回应、事不过夜。

“以金融领域为例，形成了模板式全流程落
户办事指南，让企业一看就懂，高质高效办理各
项设立手续，快速对接协调市区多个部门，会同
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共同建立顺畅企业落户服
务通道，保持项目平均落地时间不超过8天的服
务速度。”顺义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水大则鱼大，水活则鱼活。据了解，未来，
顺义区持续抢抓“两区”建设机遇，不断健全完
善政策体系，持续优化区域发展营商环境，全力
打造产业与金融融合发展、双轮驱动的首都现代
化重点平原新城，将一张蓝图绘到底。

北京市顺义区作为首都产业金融中心，坚持“产业”与“金融”双驱动，
交出了2021年全年的亮眼成绩单：

2021刷新经济发展含“金”量
本报记者 孙琳

虽然中小企业蕴含着蓬勃发展的力量，但
是中小企业融资难却始终无法跳出传统金融的
既有框架，有没有一种新的能力能够打破这种
框架？全国政协常委、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
林就曾在一次演讲时指出，中小企业贷款难，很
大程度上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和取得信息成本过
高，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则可以服务于小微企业。

显然，用金融科技之力提升金融机构能
力，将是更好服务实体，服务中小微，打破既
有框架的一种可能。也正因为如此，金融机构
也在努力用数字科技不断提升自身的金融科技
能力。

在12月29日，由B.P商业伙伴主办的D
大会-金融科技论坛上，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
大数据研究所所长何宝宏提出，在数字化转型
的推动下，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银行机构
借助数据、技术、应用、能力、生态等方面的
优势，成了数据要素市场的“排头兵”，正在
实现数据“无处不在、即时赋能、可信安全”。

在何宝宏看来，当前银行的数据资产管理
已经步入“深水区”，接下来就是要通过统一
数据资产管理体系，解决数据孤岛问题；通过
敏捷数据开发，解决数据开发流程冗长的问
题；通过评估数据价值，开展数据运营，扩大
数据消费端范围，解决数据价值不显著的问
题。以此提高数据分析能力为企业提供更多更
精准的金融服务，也更多借助科技能力解决中
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而不仅仅是银行，随着产品复杂度上升、
客户需求升级、数据基础建设需求、销售渠道
变化快等产业需求的增长，证券基金行业在传
统模式下也面临着流程生疏、没能力匹配产
品、数据反馈不及时、数据颗粒度不够、主观
判断干扰客观数据、调优机制失真等痛点。

对此，神策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咨
询专家杨雪杉表示，可以通过数据视角、功能
视角、业务视角建立的数字化运营平台，为证
券基金行业提供全场景、全链路、全触点、自
动化运营的一站式数字财富管理平台，帮助企
业实现构建全端数据采集能力、形成高质量的

数据管理能力、实现全数据打通的能力、强化数
据分析可视化能力、结合业务场景进行落地应用
的能力。

而从银行1.0时代到银行3.0时代，商业银
行已经逐步实现了从物理网点服务到线上化、移
动化服务的转变。但也不难发现，目前银行业的
转型还仅仅停留于传统业务的数字化、线上化升
级，银行业务范围和商业模式并没有本质上的变
化。对此，北京领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伍四杰提出，可以预见，人工智能、大数据、
云计算和区块链等金融科技的应用，将为商业银
行转型提供新的机遇和可能，推动无形化、开放
化、智能化的数字银行4.0时代的到来，因此他
呼吁银行要抓住新科技融合机会，去解决传统框
架下中小企业融资征信难等问题，通过金融科技
手段解决症结。

就在前不久的“第九届中国中小企业投融资
交易会”上，平安银行依托卫星技术搭建的“平
安星云物联网平台”成功入选“2021年金融服
务中小微企业典型案例”。正是依托“平安星云
物联网平台”，平安银行结合AI摄像头等技术可
以做到实时监控各类实体的真实生产能力，如在
深圳总部可以实时看到内蒙古牧场上奶牛的生理
特征、身体状态、活动轨迹等。正如平安银行交
易银行事业部总裁李跃称，贸易融资过程中，银
行最怕的是贸易交易不真实，如今星云物联网帮
助银行监测到贸易交易是否具有真实性，大幅提
升了实体企业获得银行融资的可获得性。

而微众银行则通过“全线上”的企业贷款模
式，即“微业贷”，将所有的流程线上化，并以
大数据为依托进行风控，通过大数据技术解决了
过去的金融机构难以解决的风险控制问题。

科技的进步正在促使着金融行业发生巨大改
变，而这种改变最终的目的还是更好地服务实
体，服务客户。可以预见，随着金融科技的赋
能，这种服务能力将进一步提升，也可以期待，
随着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金融科技治理体系
的逐步健全以及金融数字化服务能力的提升，

“十四五”期间，也将为更多实体企业以及中小
微企业描绘出更好的金融服务图谱。

服务中小微，金融科技正当时
本报记者 刘艳

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央明确提出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积极发展中小企业，但贷款难、
担保难、融资难问题一直是中小企业发展中的拦路虎，也成了“十四五”时期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需要着力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

在2021年的“十四五”开局之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国家出台多项政策破题。多项数据显示，当前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能力持续提升，对中小微企业支持力度不断加大。那么，2021这一年，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解多少？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强调，货币政策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支持。在新的一年，破解中小
微企业融资问题，还需从哪些方面破题？

据工信部数据，截至目前，我国“小巨
人”企业数量已达4762家。可以预见，随着
诸多利好出台，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中小企业通
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获得发展动力。但从目
前来看，我国市场主体已达到1.5亿户，99%
以上企业是中小企业，“小巨人”企业毕竟占
比不多，能走上资本市场的中小企业，也还是
少数，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很难获得资本市场的
直接融资，贷款依旧是很多中小企业的主要融
资方式。

西安广鑫灯饰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林科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过去的一年公司得到了
政府金融政策的支持和奖励，也享受到了政府
减税降费的政策，但相较于企业发展资金需求
还是远远不够。他了解到的身边中小企业，上
市融资也很少，大多数还是主要靠亲朋之间的
借钱和银行贷款，原因就在于中小企业规模
小，抵押物不足，专利、商标、股权能够抵押

贷款的也不多，因此从银行贷款还是很难。
仅从2021年第一季度的数据显示来看，

全国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34%，虽然
增速很快，但是同期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
余额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的比例仅为约
10%；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户数共 2740 万
户，整体获贷比例依然仅20%左右水平，也
就是说80%的小微企业从未有过贷款活动。

分析其中原因，肖钢表示，由于小微企业
贷款是一项典型的“三高”业务，风险成本
高、运营成本高、获客成本高，中小企业经营也
存在较大波动和风险性，再加之缺乏长期的经
营数据，这就令金融机构增加了识别的难度。
在这种担忧下，银行就更倾向于将资金贷给信
用更好，还贷能力稳定的大公司。从截止到
2021年11月末的数据来看，即使普惠小微贷
款余额已经同比增长26.4%，也仍然显得杯水
车薪，毕竟我国中小企业基数大，全国普惠型小
微企业贷款余额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的比例
低仍是事实。

肖钢也表示，随着政策导向和市场推
动，大企业逐步开始转向市场直接融资，这
样也会逐步倒逼银行重新考虑自身的资源配
置，更多向中小微企业倾斜，并着重考虑如
何解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有望进一步
缓解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但他也提
出，在考虑如何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的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如何帮助中小微企业
解决自身发展问题。

毕竟，“钱袋子”鼓起来不仅是要靠融资。

对此，在接受采访时，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
会副秘书长孙士达告诉记者，从协会调研的情况
来看，流动资金短缺仍是中小微企业生存发展的
主要瓶颈，一方面企业确实存在融资难问题，但
导致企业缺钱还是经营方面出了问题。新冠肺炎
疫情导致市场需求减少，大家是看得见的，还有
一大因素就是中小微企业存在大量的应收账款，
从了解的数据来看，这些应收账款占企业流动资
产的60%-70%以上。

为此孙士达建议，可以探索电子商票质押融
资方式。他举例说，如辽宁北票新正粉末冶金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正粉末”）主要生产矿
粉，它的下游客户主要为凌源市华晟再生资源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两家企业合作多年且有大量的
应收账款，“新正粉末”也尝试向银行等金融机
构做应收账款融资，但不符合银行接待条件。在
老板心灰意冷之际，恰逢辽宁省朝阳市工业与信
息化局联合“浙江三叶”融资服务平台在朝阳市
开展应收账款融资专项活动，通过朝阳市工信局
对接和“浙江三叶”的服务，“新正粉末”顺利
实现银行应收账款融资300万元。希望此类通过
应收账款的融资模式可以进行推广。

肖钢也提出，应进一步加大力度解决中小企
业应收账款问题，这与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
同等重要，同时还应重点考虑供应链金融转型升
级。在他看来，供应链金融通过核心企业信用缓
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但同时也存在核心企业
往往也是供应链上拖欠中小企业的欠款方，不愿
意确认。因此这里的升级指的就是，改变以往仅
仅以行业大企业为核心的供应链金融授信模式，
转向把核心企业以及一大群中小企业看作是供应
链上的一个整体，提出系统性解决方案和一套征
信机制，这将有利于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以及应
收账款问题。

“钱袋子”要融还要蓄

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取得积极成
效，企业融资成本降低，微观经济活
跃，国内产业链保持完整，就业市场
保持稳定，经济发展稳步恢复。

下一步，要构建优质中小企业评
价体系，建立从创新型中小企业、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到“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的梯度培育体系；通
过政策引导，推动要素资源向优质中
小企业集聚，引导中小企业走“专精
特新”发展道路。

随着政策导向和市场推动，大企
业逐步开始转向市场直接融资，这样
也会逐步倒逼银行重新考虑自身的资
源配置，更多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这
有望进一步缓解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
问题。但同时，在考虑如何解决中小
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同时，还要重点
考虑如何帮助中小微企业解决自身发
展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