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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地区囊括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城市，

是中国江苏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作为该地区经济发展和企

业转型的主力军及生力军，中小企业因其自身的资产规模

和结构，加之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其融

资规模和渠道造成一定程度的阻碍。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

愈发艰难，从而进一步限制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在经济结

构优化转型和后疫情阶段，对作用于苏南地区中小企业融

资因素之探析，以解决融资问题、缓解资金压力显得尤为

关键。

状分析

论文以苏南地区中小企业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

和实地调研的方式进行探究。共计发出 161份调查问卷，

收回 145份，其中有效问卷为 138份，有效率为 85.71%，

通过对所获数据的研究分析，明确苏南地区中小企业融资

问题与影响因素 [1]。

本次调研所涉企业所有制形制以民营企业为主（11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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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约 86.23%），国有企业相对较少。就所涉行业而言，

受访对象主要涉足 14大类行业，以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

建筑业为主，住宿和餐饮业、信息技术服务业和体育文娱业

次之，详见图 1。

经调研，苏南地区中小企业的注册资本主要集中于

10~100万元（64家，占比约 46.38%）和100~1000万元（51家，

约占比 36.96%）两档之间，相对契合中小企业规模小的特点。

此外，苏南地区中小企业存续年限相对较短，超过半数集中

于 1~5年（79家，占比约 57.25%），详见表 1。

存续年限 中小企业数量 占比（%）

1年及以下 11 7.97

1~5年 79 57.25

5~10年 36 26.09

10~20年 9 6.52

20年及以上 3 2.17

数据来源：问卷调查数据统计分析而得。

以银行贷款、民间借贷、亲朋借款、典当担保等为代

表的资金获取来源，是新冠肺炎疫情时期苏南地区中小企业

主要的融资渠道。有高达 47.10%的中小企业依靠银行融资，

对银行的依赖性过大。此外，亲朋借贷（12.32%）和民间

借贷（18.84%），也是中小企业主要的融资来源，详见图 2。

为确保调研数据的可靠性和实操性，论文针对银行贷

款和贷款公司融资两种方式加以探析。受疫情影响和政策支

撑，苏南地区银行贷款融资利率虽有小幅下降但依旧偏高，

导致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贷款公司的最高年化利率

为 22.63%，平均而言高于 15%，详见表 2。

贷款利率 银行（%） 贷款公司（%）

最高利率 10.76 22.63

最低利率 6 6

平均利率 8.2 15.31

经调研，81.88%的中小企业融资用于原材料的采购和

加工，76.81%用于企业短期的流动性周转以维持资金链的

正常运转，18.84%的融资被中小企业主用于固定资产投资，

详见图 3。

苏南地区各级政府支持中小企业更新换代和改造升级，

最高对单个项目的技术改造补助可达 500万元。然而，大多

数中小企业为谋求发展仍需要融资，一般是 1年 2次及 2次

以内（87家，占比约 63.04%），但融资金额却不算高，详

见表 3。

需求融资额（元） 中小企业数量 占比（%）

少于 50万 27 19.57

50~200万 64 46.38

200~500万 25 18.12

高于 500万 22 15.94

数据来源：问卷调查数据统计分析而得。

苏南地区中小企业对于金融机构和银行推出的新型贷

款融资产品的品种、利率、期限和贷款手续了解程度不高，

仅有 13.04%的中小企业主和高管表示对此相对明晰且时常

关注；超过半数（78家，占比约 56.52%）中小企业表示无

法全盘掌握和灵活运用。由此可见，社会和相关金融机构对

新的融资产品宣传力度不够，未针对其申请手续、审批速度

和担保要求做出对应的说明和解释。

响因素分析

其一，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调研，苏南地区绝大多

数中小企业需担负高昂的借贷成本和税收成本，基本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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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15%左右的利润率才可勉强维持平衡。94家（占比约

34.18%）中小企业表示在新冠疫情初期，自身流动资金仅

能维持 1~3个月。值得关注的是，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中

小型创业公司和劳动密集型的“家庭式”工厂，抗风险能力

尤为不足。

其二，信用及担保环境有待提升。苏南地区中小企业

的信用意识相对淡薄，加之社会中介机构资信较差、总体规

模较小、担保能力较弱，致使不良贷款损失率持续上升。

其三，社会服务环境有待增进。新冠肺炎疫情大环境下，

苏南地区中小企业配套服务体系仍存在需完善之处，譬如信

用评估体系不健全、针对性服务机构不足、会计师事务所信

任危机、信用评估和监督体系不健全等。

其四，直接融资环境有待完善。经调研，苏南地区的

资本市场结构相对单一，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相对不足，

债券融资比例低于平均水平，且风险投资主体单一、专业风

险投资人才匮乏 [2]。

其一，苏南地区银行机构体系不均衡。经调研，苏南

地区金融资产业务市场几乎被国有商业银行占据。鉴于中小

企业之经营模式、制度建设、抗风险能力相对偏弱，国有商

业银行贷款融资阻碍多、困难大。

其二，交易成本相对较高。苏南地区尤其是常州、镇

江等市的中小企业存在较强的信息不对称阻碍，其信贷成本

约为大企业的 5倍。

其三，银行内部经营管理机制不健全，银行信贷人员

激励约束机制与考核指标不对称。大多数位于市郊或区县的

中小企业融资除面临层层审批、手续繁琐等问题外，还存在

信用等级评定标准不一、评级过程局限性强和评级结果差异

大等阻碍。

其四，部分银行为保证自身利益，通过多种衍生品工

具组合的方式，变相提高了银行贷款利率（一般为 15%），

增加了后疫情时代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削弱了银行对实体

经济的服务能力 [3]。

目前，苏南地区大多数中小企业忽视企业内部管理，

使得经营风险有增无减。

其一，产权不明晰问题频现。中小企业管理层和股权

结构相对简单，系于创始人（1人）或联合创始人（几人）

之身，致使企业筹资能力弱、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难、股权

结构单一、产权模糊。

其二，有效资产不足。经调研，苏南地区中小企业以

租赁经营、挂靠集体、合资合作经营方式为主，抵押融资率

维持在 40%~60%，资产处理损失大、费用高。

其三，经营管理不完善。“家族式治理”仍占据苏南

地区中小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主要地位，现代企业管理方法运

用不到位，致使内生动力相对不足，金融机构融资贷款考量

因素变多。

其四，自身竞争力和成长性有待提升。苏南地区中小

企业经营规模及实力有限，特色支柱行业和技术含量支撑相

对薄弱。部分中小企业存在经营行为短期化现象，企业发展

战略盲目性、追风性明显，产品技术含量低，倒闭率较高 [4]。

其一，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2020年 2月江苏省

政府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撑中小企业平稳健康发展而发

布“两个文件”，要求开通绿色通道、降低融资成本、不抽

贷不断贷。然而，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的法律法规依旧处于纲

领性文件境地，实施细则、债权保护、政策扶持、奖惩举措

等层面有待完善与补充。

其二，融资支撑之辅助体系不足。苏南地区中小企业

融资担保和保险机构认定不足。例如，缺乏统一的服务管理

机构、基层政策性担保机构不健全、金融中介机构发展怠缓、

中小企业资信评估体系不健全等。

径与策略

苏南地区各级政府应加大对朝阳产业和具有发展潜力

的传统产业的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鼓励银行和提供融资业

务的其他金融机构创设更多贷款融资产品，下调贷款费率、

简化贷款手续和办理流程。此外，政府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加

强对于民间借贷、典当担保和第三方投资机构的监管和审核

力度，并加快城镇一体化普惠型金融发展，构建“市—县—

镇—村”四位一体的银行金融服务体系，多层次、全方位、

宽视角的为中小企业保驾护航 [5]。

苏南地区应紧紧依托江苏省十四五“大数据”产业规

划的“新基建、新要素、新产业、新应用”的基本要求，加

强对中小企业进行政策引导，使其多向重点领域、新兴领域、

先进制造业等方面发展和进军，造就中小企业集群。另外，

多环节、多渠道、多媒介加强政策扶持中小企业融资的宣传，

借由“扶一把、送一程”提升中小企业扶持宣传力度，创建

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为中小企业做大做强奠定坚实基础。

苏南地区各市应当通力协作打造覆盖全区域的融资数

据库，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信息不对称的现状；建立各金融

机构可查的中小企业征信数据库，从而降低其贷款的不良率

和风险等级，促进融资模式可持续发展；提升企业管理者主

人翁意识和道德约束，使财务报表尽可能降低虚高和掺假的

嫌疑和成分，加强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健全，最终使得经

济、社会的运营成本和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度大幅降低。

新冠肺炎疫情时期，苏南地区中小企业融资需依托银

（下转第 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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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能源的依赖模式，而是要利用全新的规划设计方式将创建

完整性的产业链条作为基础部分，确保价值链上游部分、中

游部分、下游部分的工序之间更为顺畅，培育出资金资源、

技术资源、人力资源、中间品与最终品等一体化发展的市

场，确保在其中各类产业要素自由化流动、产业布局更为优化

完善。

其二，应将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科技方面、高新

技术方面的资源优势与产业作为基础部分，充分掌握中国国

家级新区、珠三角示范区等聚集平台的作用，明确未来国际

领域、国家领域的科学技术创新发展趋势，联合打造具备一

定创新特点的科技园区和战略类型的产业基地，着重进行关

键技术的研究和突破，创建以新型信息化技术、生物技术等

为主体的战略类型产业集群。

其三，重点促使相关产业各类要素之间的协同进步，

使得粤港澳大湾区中各类产业生产要素良好的流通，宏观建

设各类要素体系，先在大湾区中聚集高端的产业要素，然后

开展宏观层面的调控工作、分配工作，将各类要素的作用和

外溢效应发挥出来，最高程度上展现出市场资源配置方面的

优势价值，促使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的协同聚集、良好进步，

达到预期的发展目的 [6]。

综上所述，目前与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聚集和发展的

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产业协同效应，但是仍需做出进一

步努力。因此，建议在新时期的环境下重点创建完善的产业

聚集模式、产业协同发展体系，创建完善的产业协同发展机

制，重点构建产业一体化的结构，完善相关的立法协同体系，

增强各个城市、各个地区产业之间的协同效果和聚集效应，

达到预期的发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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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担保公司、第三方中介公司等金融机构。

其一，各级政府、商业银行与第三方金融机构等同舟

共济，成立产业联盟或是战略合作联盟，尽可能为中小企业

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银行要不断改进自身管理模式，完

善自身业务渠道，健全风险共担模式。

其二，担保公司、第三方金融机构等发挥融资桥梁作用，

借由中小企业购买履约保证书等方式，为中小企业和银行提

供风险评估、担保评估、第三方监管作用，为苏南地区中小

企业适时供给合适的金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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