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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50% of the tax in our country, more than 60% of GDP, more than 70% of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ore than 80% of the urban labor employment, more than 90% of the number of enterprises, is the 
major force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 of stable economic growth, 
promote economic activity, ensuring the complete system of production and stable employment is very important. This research mainly 
explores COVID-19 outbreak of Wuhan city, China government bailout policie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financing to 
carry out the optimal path, through the impact of epidemic diseases in Wuhan city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mall micro enterprise 
financing problems of bailout,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 financing rescue experience draw lessons from other provinces and cities, 
proposed for government agencies, financial department in charge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financing to bail out realistic problem 
of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nd designed a “finance-government” linkage mechanisms with the joint conference system, 
“finance-government-enterprise”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and regular training system, “finance-government-enterprise-meeting” the 
quartet synergy mechanism system with the limited tim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xisting bailout policy enterprises reflect the related 
problems,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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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微企业贡献了中国 50% 以上的税收，60% 以上的 GDP，70% 以上的技术创新，80% 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 以上的企业数量，
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小微企业的发展对稳定经济增速、提升经济活跃度、保障生产体系完整和稳定就业至关重要。
本研究主要探索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武汉市政府出台的针对中小企业融资纾困政策落实的最优路径，通过对疫情冲击下武汉市
在落实小微企业融资纾困政策存在的问题，借鉴其他省市小微企业融资纾困经验，提出针对政府机关、金融主管部门以及小
微企业面临融资纾困现实问题的对策建议，并设计出“金—政”联动机制与联席会议制度，“金—政—企”沟通机制与定期
培训制度，“金—政—企—会”四方协同机制与限时办理制度，以改善现行纾困政策企业反映出的相关问题，提高政府管理
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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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微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的问题

2020 年 1 月 30 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将本次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

发卫生事件”（PHEIC）。到目前为止，中国武汉市爆发的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从经济增长理论

来看，疫情并不是经济的内在生产要素，但是疫情带来的恐

慌情绪、预期改变、限制措施等会改变人们的消费和投资行为，

进而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作为经济运行中关键一环，小微

企业受到的影响也十分深远——包括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

短期和长期发展 [2]。从全球角度来看小微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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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论文是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 2020 年度开放性

课题（项目编号：IWHS2020203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都是个难题，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更是学术研究的

热点。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来，中国政府不断出台各类针

对小微企业融资纾困的新政，然而武汉市小微企业融资纾困

政策实施的效果不甚理想。论文拟针对我市小微企业融资纾

困的方针政策明确前提下，各部门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的

如下三个方面问题进行重点探讨。

1.1 小微企业层面

缺乏抵质押品导致贷款难，供应链金融传递难：小微企

业由于财务报表不规范、企业规模较小且拥有的固定资产和

注册资本较少，无法在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时提供合格、有

效的可抵押物，也不能找到合适的担保机构，无法满足金融

机构规定的融资条件，因此难以获得银行信贷的支持；在供

应链金融中，“核心企业——1 级供应商”的应收账款融资模

式较易实现，而小微企业往往是供应链中的 N 级供应商，核

心企业的良好资信无法传递给更多融资需求的小微企业 [1]。

1.2 政府层面

针对小微企业“暂时流动性困难”界定难：企业有发展

前景、产品是有市场和技术是有竞争优势，未来也有一定的

订单和现金回流往往会被界定为“暂时流动性困难”。然而，

疫情当前市场的风向随时在变动，采用以往对“暂时流动性

困难”的方式进行界定可能会忽视一些萌芽状态的小微企业

发展。因此，小微企业“暂时流动性困难”的界定成为一大

难题。

1.3 金融部门层面

对于小微企业贷后资金监督管理难：新政规定必须将贷

款用于与抗击疫情、复工复产复市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不

得挪用贷款资金用于偿还企业其他债务。纾困政策的出台在

一定程度上会增强金融部门对小微企业的授信意愿，在一定

程度上增强银行的过度授信风险，因而贷后资金的监督管理

成为一项重要内容。由于小微企业财务制度不健全、银行不

可能跨行监督资金流向，给银行部门的贷后资金监督管理带

来了巨大的困难。

2 小微企业融资政策历史沿革与特征梳理

近年来，中国对小微企业融资非常重视，关于近年小微

企业融资政策的密集出台，本研究拟通过对中国小微企业融

资政策的梳理，总结近几年有关小微企业融资政策的特点，

指导武汉市如何有效落实小微企业纾困政策。

表 1 中国小微企业融资政策的历史沿革分析

文件 内容

国办发

〔2014〕

39 号

《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

意见》提出，解决好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高

问题，研究对小微企业贷款实行差别化监管要求。优

化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的贷款管理，采取续贷提前审

批、设立循环贷款等方式，提高贷款审批发放效率。

财税〔2017〕

77 号

《关于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提出

2017 年 12 月 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对金融机构向

小微企业发放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

2018 年 1 月 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对金融机构与小

微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

银发〔2018〕

162 号

《关于进一步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从货币

政策、监管考核、内部管理、财税激励、优化环境等

方面提出 23 条短期精准发力、长期标本兼治的具体

措施，督促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

持力度，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切实降低企业

成本，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

财建〔2018〕

547 号

《关于对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实施降费奖补政策的

通知》中央财政在 2018-2020 年每年安排资金 30 亿元，

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信息报

送系统”相关数据情况，结合预算安排进行分配，采

用奖补结合的方式，对扩大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规

模、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担保费率等政策性引导较强的

地方进行奖补，引导地方支持实体经济领域小微企业

融资担保业务扩规模、降成本，促进专注于服务小微

企业的融资担保机构可持续发展。

国办发

〔2019〕

6 号

《关于有效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作用切实支持小

微企业和“三农”发展的指导意见》引导各级政府性

融资担保机构回归担保主业、降低费率水平、加大对

小微企业的担保供给，对缺信用的小微企业提供增信，

着力解决其融资难、融资贵甚至融不到资的问题。

财金〔2019〕

62 号

《关于开展财政支持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

合改革试点城市工作的通知》从 2019 年起，中央财

政通过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每年安排约 20 亿元资

金，支持一定数量的试点城市。试点期限暂定为 3 年，

东、中、西部地区每个试点城市的奖励标准分别为

3000 万元、4000 万元、5000 万元。奖励资金可用于

试点城市金融机构的民营和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或

代偿，或用于试点城市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资本补充；

不得对同一主体重复安排资金支持。

通过对中国关于小微企业融资政策的梳理，总结政策主

要有以下三个明显特点：

（1）政策措施逐步细化，受惠部门逐步扩大。

（2）采取调查、专项行动等方式、政策宣传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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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促进政策有效落实。

（3）采用试点改革省市的方式，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政

策落地。

3 借鉴疫情冲击下中国主要省市推进小微企业

融资纾困政策落实经验

疫情有所缓解以来，为了加快复工复产的步伐，各地

纷纷发布文件增强企业研发费加计扣除政策在本地区的操作

性。本研究拟通过对中国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省市一

些小微企业融资政策落实较好的政策进行总结，从中吸取经

验借鉴。

表 2 中国主要省市研发费加计扣除政策落实经验借鉴

重点

省市
政策比较 经验借鉴

北京

市

（1）成立全国第一家首贷服务中心，在北

京市政务服务中心内办公；通过集成政务人

员、银行客户经理、银行信贷产品、各种政

策和信息资源，为小微企业压减融资环节，

享受差异化、特色化的金融服务，提供办理

信贷业务的快捷通道；

（2）出台《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应对疫情

影响保持平稳发展若干措施》主要内容：①

引导北京银行、北京农商行等金融机构落实

国家面向中小银行再贷款再贴现政策，确

保将全部资金以优惠利率向小微企业提供贷

款；②推广海淀区确权中心试点经验，发挥

北京小微金服平台的统一接口作用，在全市

范围开展基于区块链的政府、国有企业对民

营企业债务关系确权和促进供应链融资；③

通过大企业采购、首都科技条件平台整合创

新政策、文化消费券的使用等方式，促进大

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发展；④在中关村示范区

范围内注册且符合条件的科技型小微企业通

过科技信贷产品融资的，给予企业贷款贴息

支持。

1、在政务中心

成 立 一 站 式 服

务网点，方便小

微 企 业 了 解 政

策、金融产品，

加快审批进程；

2、合理利用中

小银行在落实政

策方面的作用；

3、 构 建 供 应

链 金 融 确 权 中

心， 促 进 供 应

链融资。

上海

市

出台《推进“政会银企”四方合作机制缓解

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通知》充分发挥政

府提供政策性支持、行业协会商会等中介组

织提供信息服务、银行进一步降低风险、企

业增强信用的作用：（1）探索建立区级层

面“政会银企”四方合作机制；（2）充分

调动各类协会商会积极性，了解企业诉求、

开展跟踪服务；（3）足用好各区融资支持

政策，加大与银行对接力度，提供个性化、

差异化服务，落实优惠利率贷款。

1、合理发挥行

业 协 会 和 商 会

等 中 介 组 织 的

作用，了解企业

诉求、开展跟踪

服务；

2、推进“政会

银企”四方合作。

广东

省

出台《关于应对疫情影响加大对中小企业支

持力度的若干政策措施》、《关于加强中小

企业金融服务支持疫情防控促进经济平稳发

展的意见》主要包括：（1）对于 2020 年 1

月 25 日至 6 月 30 日中小企业贷款本金给予

展期、续贷等方式缓解，利息给予延期付息

的方式缓解；（2）建立绿色通道，简化贷

款审批流程，适度下放审批权限，应贷尽贷

快贷；（3）用好中国人民银行专项再贷款；

（4）支持供应链融资：对支持广东省上游

中小企业融资的核心企业，按不超过实际年

化融资额的 1% 给予奖励；（5）对监管指标

优良、积极参与疫情防控的小额贷款公司，

融资余额可放宽至不超过净资产的 5 倍；（6）

鼓励银行提前放款后续完成知识产权质押登

记，组织评估机构提供公益性融资评估服务，

提速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登记服务，将办理时

间压缩至 1 个工作日；（7）广东省融资再

担保公司对纳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支持范围

内的融资担保业务免收再担保费，广东省财

政对其业务实际代偿损失给予一定比例的补

偿；（8）广东省中小企业融资平台智能对

接金融机构专项融资产品，量身订做一揽子、

一站式专属融资服务，服务中小企业 [3]。

1、对资质优秀

的 小 微 企 业 建

立绿色通道，应

贷尽贷快贷；

2、对供应链中

支 持 武 汉 市 小

微 企 业 的 核 心

企业给予奖励；

3、充分发挥资

质 优 秀 的 小 额

贷 款 公 司 掌 握

的 小 微 企 业 信

息，更好地服务

小微企业贷款；

4、提速知识产

权 质 押 融 资 登

记服务。

江苏

省

出台《关于进一步落实惠企金融支持政策帮

助中小企业缓解融资困难的通知》主要包括：

（1）加强对延期还本付息、降低贷款利率

等重点政策的解读；（2）开展提高小微企

业自身信用水平为目标的金融知识普及宣传

活动；（3）各地工信部门要深入一线，摸

清摸准融资需求；（4）支持中小企业应收

账款融资；（5）发挥工信部门了解产业熟

悉企业的优势，加强与金融机构合作；（6）

中小企业发展中心与联合征信公司合作，依

托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网上平台开通“抗疫

情促发展中小企业融资绿色通道”；（7）

对于有关重大问题，按照“特事特办、急事

急办”原则，采取向上级有关部门、当地政

府反映，召开地方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

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会议进行协商等方式推动

解决 [4-5]。

1、发挥工信部

门了解产业熟悉

企业、掌握的小

微企业复工复产

的信息优势，不

断 更 新 当 地 重

点支持中小企业

“白名单”；

2、通过中小企

业 发 展 中 心 与

联 合 征 信 公 司

合作，建立绿色

通道，应贷尽贷

快贷；

3、加强延期还

本付息、降低贷

款 利 率 等 重 点

政策的解读。

4 中国武汉小微企业政策效率提升建议

4.1 建立小微企业贷款审批的“联动机制与联席会议

制度”

设计联席会议制度，主要是为了小微企业融资纾困专项

贷款鉴定以及其他关于小微企业贷款申报的共性问题，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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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数据，交流工作经验。联席会议由金融部门（银行、

担保公司等）、发展改革委员会、金融工作局参加。各成员

单位分管负责同志为联席会议成员，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

为联席会议召集人。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指定 1 名处室负责

人为联络员，负责日常工作的联系沟通。本研究拟设计的联

席会议制度包括金政现场办公式联席会议、银行与发改委联

席会议、银行与金融工作局联席会议、细小问题电话联席会议。

4.2 建立以政府机关为核心的“沟通机制与定期培训

制度”

建立“金 - 政 - 企”沟通机制，促进金融部门、政府机

关与小微企业的沟通，以金融部门为主导，政府机关为小微

企业服务，政府机关对小微企业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和培训，

尤其是企业面对的共性问题。除此之外，政府机关还要根据

小微企业和金融部门的需求及时做出政策上的变化，鼓励小

微企业申报，方便银行部门的授信与贷款审批。小微企业纾

困申报沟通机制具体包含：树立良好沟通理念；纾困申报定

期培训；畅通“金 - 政 - 企”沟通渠道。经济和信息化局、

发展改革委、商务局、农业农村局定期举办小微企业融资纾

困政策专场培训，免费介绍融资纾困专项资金贷款申报注意

的事项以及新政策的变化，从而提高小微企业会计人员对融

资纾困专线资金贷款政策申报的理解。

4.3 建立银行口径的“四方协同机制与限时办理制度”

对有异议的小微企业融资纾困专项资金贷款，本研究拟

建立“金 - 政 - 企 - 会”四方协同机制，政府机关做好融资

纾困贷款企业名单的审批工作，督促企业完善整理相关项目

资料，金融部门做好纾困贷款的放贷审批工作，对有异议的

纾困名单金融部门可以通过行业协会和地方商会的联合鉴定

后决定是否发放贷款。四方协同机制如图 2 所示。

小微
企业 政府机关

金融部门
无异议

提交材料

进入纾
困名单

不进入
纾困名单

通
过

未
通
过

行业协会
地方商会

放贷提交

图 1 中国武汉市小微企业融资纾困贷款审批“四方”

协同机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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