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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中小微企业较多，中

小微企业在改善经济结构、促进

就业、实现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做出

了巨大贡献。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也

面临许多问题，其中，融资难是摆

在中小微企业面前的首要问题，

影响了中小微企业的健康发展。

因此，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

尤为重要。

一、企业融资需求现状 

（一）政策支持力度加大

一是各地先后出台了应对疫

情、帮助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的若

干政策措施，提出加大信贷支持力

度、加大融资担保支持力度的政策

举措。二是部分金融机构在政策

指导下通过降低利率、精简程序

的方法支持企业。

调研数据显示，企业享受金

融政策影响最大的是利率优惠，

占 62.6%。其后依次是降低贷款门

槛、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减少贷

款收费、贷款担保、购入固定资产

抵扣增值税等政策。从金融优惠

政策效果看，30.9% 的企业认为对

生产经营效果明显，39.0% 的企业

认为效果比较明显，30.1% 认为效

董月琴

摘  要 ：近期，笔者对内蒙古 60 家企业二季度金融需求情况进行了调研，其中制造业、批发零售

业、建筑业、住宿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各占 12 家，中小微企业各占 20 家。调研结果显示 ：今年

以来，内蒙古金融惠企效果较为明显，企业贷款需求较去年大幅增加。以中小企业为主，住宿餐饮业、

建筑、制造业、批发零售等行业企业信贷需求旺盛。但企业信贷需求仍面临抵押难且优惠感受不明显、

信贷审批周期长期限较短、金融惠企政策对接不畅等难题，需由政府引导金融机构、企业合力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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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一般。

（二）企业融资需求增加

调研数据显示，中小微企业

中有融资需求的企业均在 60% 以

上，其中，66.4% 的企业今年融资

贷款需求较去年上涨，29.1% 企业

不变，4.5% 企业下降。 有融资需求

的中小微企业按规模分，中型、小

型企业分别占 35.6%、45.6%，微型

企业占比 18.8%。

（三）企业融资较为理性

调研显示，企业融资较为理

性，从企业融资需求满足程度看，

目前 7 成企业融资需求已完全满

足或部分满足。融资需求主要用

于满足生产流动资金需要。另有

11.8% 的企业用于固定资产投资，

5% 用于偿还借款（利息），其他因

素占 3.6%。 

企 业 期 望 融 资 期 限 以中 长

期为主，期望 1-3 年的最多，占比

49.6% ；3-5 年的占 24.6%，一年以内

的占 13.2%，5 年以上的 12.7%。从

融资需求金额看，多在 100 万元以

上，100-500 万 元 的 占 38.6%，500

万元以上的占 42.3%，100 万元以下

合计占 19.1%。 

（四）企业融资满意度提升

从企业融资渠道看，国有银行

贷款和地方商业银行贷款是企业获

得融资主要方式，分别有 75.6%、

61.8% 企业依靠此途径融资，担保

公司、融资租赁、地方融资平台分

别占 9.8%、7.3%、5.7%，民间借贷

途径最少，仅 4.9%。

从融资成本看，在已获得融

资的企业中，46.3% 的企业认为融

资成本与去年相比基本没变化，

30.9% 的企业认为融资成本上升，

22.8% 的企业融资成本下降。从融

资效果看，26.0% 的企业非常满意，

获得所需融资且融资成本有效降

低 ；36.6% 的企业比较满意，融资

额度能够满足融资需求 ；35.8% 的

企业基本满意，但仍未获得全部所

需融资 ；1.6% 的企业不满意，未达

到融资目的。回答非常满意、比较

满意的企业比例为 67.6%，高于总

体水平。

二、企业融资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 

（一）抵押难且优惠感受不

明显 

1. 缺乏抵押资产。批发零售

型企业属于轻资产运营行业，缺

乏可抵押物。如某公司反映企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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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场所都是租赁，资金都在货物

上，可抵押物不多，价值不高，在

银行想获得较高额度资金存在抵

押困难。 

2. 实物抵押贷款难。某企业

表示，目前企业厂房建设前后耗

资 6000 万元左右，因尚未投入生

产运行和做好相关配套，证照不

齐，无法进行抵押贷款。工业用地

市场价值低，贷款额度有限，机

器设备使用年限长，难以贷款。 

3. 中小微企业对融资降费降

息感受不明显、成本较高。某公司

反映，企业在 2 家银行 贷款，其

中在国有银行是厂房抵押贷款 200

万，执行基准利率 ；通过商业银行

贷款 400 万，在基准利率上 上浮

30%，并且要年缴纳税额在 5 万元

以上才有资格申请，贷款额度根

据交税情况而定，增加企业经营

成本。

（二）信贷审批周期长、期

限较短，抬高企业成本 

一是审批周期较长、手续复

杂。银行需先做资产评估，然后

再决定贷款额度，并且县级银行

受审批权限影响，超过一定额度

必须到省级银行审批，延长了审批

周期，从申请 贷款到审批放款，

一般需要 3 个月左右。此外，银行

对贷款企业资料要求严谨，贷款

手续复杂。

二是贷款期限短。本次调研

有多地反映贷款 周期为 1 年，到

期后需要续签，重新走繁琐的程

序，还有银行政策的改变，续签

时不知道银行是否会有额度的变

化。如某电子公司表示，企业每年

都需要重复提交资料申请贷款，

而且不同银行贷款时间审批有差

异，这就给企业造成了阶段性需

要过桥资金的压力，企业一般都

会找地方担保公司开展短期借款

用于“倒贷”，需要支付一笔担保

手续费 ；担保公司额度用完则需要

向民间借贷。

（三）金融惠企政策对接不畅

调查的企业中，55.9% 的企业

表示了解相关金融优惠政策，不

了解的比例达 44.1%，各银行在宣

传时均以自有产品为主，缺乏专业

畅通的咨询渠道，导致企业无法

有效比较利率差异，找出最适合自

身的产品，对融资优惠政策的了解

主要依靠银行上门推销、抖音等

新媒体渠道，优惠政策的了解渠道

相对狭窄。

调研显示，企业在融资业务

方面，缺乏专业团队，调研的 60

家企业仅 1 家聘请了第三方融资专

业团队，企业自身也缺乏专人或部

门从事融资业务，设有负责融资的

分管领导和部门占 24.7%, 成立临时

融资筹措组的占 13.7%，无专人或

部门的达 61.6%。

 

三、对策建议 

（一）优化传统信用评估机制

在贷款政策方面，授信制度

可以根据当前特殊经济时期有所

调整。目前市场面临的不仅是单纯

的流动性问题，而是由于中小企业

缺乏资产抵押、担保和信用，银行

贷款仍然难以流向急需资金支持

的中小微实体。建议对于中小微

企业的传统信用评估机制进行修

正。当前形势下，除传统的可抵押

不动产外，也可考虑动产或流动资

产如应收账款、库存、订单等抵

质押贷款方式，在增信和担保政

策方面可考虑使用更多灵活创新指

标，比如在特殊时期企业的员工

社保缴纳、合法缴税记录和日常生

产经营活动的交易往来记录等，

也可以作为企业的增信指标。 

（二）加快金融产品创新，

方便企业能贷易贷 

进一步加快金融体系创新，

积极发展社会资本参与的民营中小

金融机构，鼓励其发挥灵活经营

的特点和优势，创新金融产品，提

供更多适销对路的产品和优质服

务。投贷联动作为商业银行创新服

务模式之一，为商业银行改善自身

服务、支持创业创新提供了有效

路径。建议自治区商业银行借鉴发

达地区经验加快探索相关业务。 

（三）引导企业建立现代企

业财务制度 

基于现阶段中小企业以银行

贷款为融资主渠道的现实，而银行

在对企业发放贷款可行性分析时

的重要一环是财务分析，中小企业

应尽快建立完善财务制度，编制各

种有利于银行等金融机构了解企

业经营状况、对企业经营能力及潜

力进行分析的完善的报表。降低

银企信息的不对称，便于社会中介

机构对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资

信状况的了解，进行信用评级，降

低银行获取信息的成本，降低银行

发放贷款的风险，从而提高银行向

企业发放贷款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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