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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行

一、民营企业经营状况

和融资情况

（一）民营企业受疫情冲击

较大，主要经营指标出现快速

恶化

上半年，167 家调查企业盈

利 12.7 亿元，同比下降 65.3%。

企 业 资 金 状 况 景 气 指 数 为

23.1%，较上年同期下降 1.5 个百

分点。其中 57.5% 的企业表示总

体资金状况较为紧张，较上年同

期上升 4.1 个百分点。分行业看，

批发零售、住宿餐 饮和交 通运

输等行业企业受疫情影响严重，

资金状况普 遍较为紧张，49 家

相关行业样本企业盈利同比下降

72.7%，企业资金状况景气指数

为 21.8%，仅有 1 家企业表示资

金较为充裕，其他企业均表示资

金状况有点紧张或非常紧张。

( 二 ) 民营企业债务压力总

体可控，偿债能力有所下降

样本民营企业平均资产负债

率 57.7%，低于同期内蒙古规上

工业资产负债率 2.6 个百分点。

有 4.8% 的样本企业资产负债率

摘  要 ：在疫情冲击下，内蒙古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部分企业特别是民营小微企业经营出现困难。

为深入了解民营企业生产经营和融资情况，2020 年 7-8 月份，对全区 167 家民营企业开展问卷调查，实

地走访了 55 家企业和 32 家金融机构，就企业融资情况进行专题调研，深入了解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的内

外部因素以及金融机构服务民营企业存在问题和困难，并针对相关问题从政府、监管、银行、企业几个

层面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 ：民营企业  银行贷款  融资难

超过 100%，多数企业处于安全

合理区间。6 月末，有融资余额

的企业利息保障倍数为 1.79，较

上年同期下降 1.58。其中，19.3%

的样本企业利息保障倍数小于1，

这部分企业偿债面临较大困难。

（三）融资难矛盾缓解，获

得银行贷款难度明显下降

上半年样本企业银行贷款审

批条件景气指数 49.4%，较上年

同期提高 6.9 个百分点，企业贷

款难度指数为 49.9%，较上年同

期下降 7.0 个百分点。其中，获贷

额度指数（59.5%）、获贷时长指

数 (55.4%)、抵押担保条件景气指

数 (45.7%)、贷款申请便利性指数

（63.6%）分别同比上升 5.4 个、1.9

个、1.5 个和 6.7 个百分点。上半

年，样本企业新获得贷款加权平

均利率为 5.03%，较 2019 年获得

的贷款利率水平下降0.55个百分点。

二、民营企业融资难的

主要因素

（一）民营企业融资难的内

部因素

1. 初创企业融资难

据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

行 2 季度民营、小微企业融资调

查数据显示，成立不到 3 年的初

创期企业上半年获贷率（16.6%）

分别低于成立 3-5 年的成长期企

业（32.6%）和成立 5 年以上的成

熟 期 企 业（36.2%）16 个 和 19.6

个百分点。以乌兰察布某农业公

司为例，该企业在 2014 年成立

初期由于无法提供近一年完整的

财务报表而未获得银行贷款。

2. 经营暂遇困难企业融资难

调查显示，上半年未申请银

行贷款的样本企业中，有 11 家

企业因担心经营和财务状况欠佳

估计贷不到款而没有申请。以赤

峰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该企业作为国内少数几家全产业

链养殖加工企业之一，是金融机

构争相抢夺的优质民企客户，曾

获多家银行 贷款授信。但 2016

年该企业因决策失误陷入经营困

境后，信贷资源获取困难，企业

经营遭遇雪上加霜。

3. 资产负债率高、流动性紧

张的企业融资难

内蒙古民营企业融资困境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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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上半年资产负债

率超过 80% 的样本企业贷款获

批率为 60%，低于全 部 样本企

业贷 款 获 批 率 27.5 个百分点，

平均获贷金额为贷款申请额度的

86.7%，低于样本企业平均水平

4.1 个百分点。某 农商行反映，

在该行未获贷款审批的民营企业

中， 有近 40% 是因资产 负债率

高、财务状况差而未通过审批。

4. 出现信用违约的企业再融

资难

调查显示，上半年样本企业

中有 8 家企业因担心企业信用状

况差未申请 贷款或申请 贷款因

信用状况差被银行拒绝。调研

显示，因信息不透明，金融机构

对产生过不良贷款的民营企业融

资态度谨慎，即使不良贷款正常

收回，也不愿再向其投放贷款。

以内蒙古某石化有限责任公司为

例，该企业从事危险货物贸易和

运输，2015 年该 企 业在银 行的

2750 万元 贷 款 出现 逾 期，2018

年本息已全部结清。目前该企业

生产经营良好，2019 年营业收入

达 1.13 亿元，纳税 220 万元。为

扩大业务规模该企业现有 1000

万元融资需求，但因前期的不良

记录，多家银行拒绝为其提供贷

款授信。据某金融机构反映，这

种现象较为普 遍，该机构约有

20% 的企业客户因企业或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信用记录差的原

因未通过贷款审批。

5. 关联关系复杂，涉及诉讼

案件的企业融资难

有些企业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成立或投资多家公司，涉及

行业广泛，且有较多业务和资金

往来，加上个别企业涉诉，银行

担心信贷资金挪用或阻断追索等

风险，导致该类企业融资难度

增加。以包头市某农牧业股份有

限公司为例，目前该企业和关联

企业涉诉 7 起，被依法冻结资产

4624 万元。虽然该企业生产经

营状况良好，但部分金融机构因

为该企业自身关联关系复杂，涉

及诉讼案件等原因拒绝向其提供

贷款资金。

6. 片面追求投资扩张的企业

融资难

调查显示，在申请贷款却被

银行拒绝的样本企业中，有 4 家

企业是因贷款项目风险大、预期

收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等原因导

致贷款申请被拒。以内蒙古某股

份有限公司为例，近年来，该企

业发展较快，新上了几个大型养

殖场和屠宰场项目，项目已陆续

完工，但由于该企业资产负债率

高、项目风险高、抵质押物不足

等因素难以通过银行获得后续投

产资金，项目未达到预期效益，

导致经营压力大幅增加，获得贷

款难度也随着资金链的紧张而有

所加剧。

（二）民营企业融资难的外

部因素

1. 融资渠道单一

内蒙古地区民营企业直接融

资规模较小，融资主要依 赖银

行信贷，资金来源较单一。数据

显示，2020 年 7 月末，内蒙古民

营企业股 票、债券融资余额合

计 1081.7 亿元，而同期民营企业

信贷 余额 6742.9 亿 元， 规 模 远

超直接融资总额。调查也显示，

87% 的被访企 业在银行有过贷

款， 至 2020 年上半 年 末， 超 5

成被调查企业银行贷款占其负债

的比重超过 50%。

2. 高污染高耗能行业企业融

资受到限制

以乌海市为例，该地民营企

业多属于采矿、煤焦化工等“两

高一剩”行业。近年来，当地民

营企业积极转型升级，对技术更

新及环保建设的有效信贷需求不

断增长。但在去产能及环保政策

影响下，部分金融机构将上述行

业列入信贷谨慎介入领域，因此

这类民营企业获得贷款困难。据

了解，某国有商业银行乌海分行

已两年未向上述行业发放贷款。

3. 信贷服务与企业用款需求

不匹配

一是银行短期流动性贷款与

企业经营周期不匹配，导致频繁

发生“续贷”“展期”或“借新还

旧”业务，企业融资成本被迫抬

升。167 家民营企业调查问卷显

示，截至 2020 年 6 月末，1 年期

以下贷 款 280 笔， 占比 66.4%，

贷款金额 143.7 亿元，占比 26%。

以赤峰某锅炉厂为例，该企业的

生产周期为 2 年，考虑生产周期

匹配及倒贷时间成本等因素，该

企业放弃某股份制银行 1 年期低

息贷款，选择某信用社 3 年期贷

财经 FINANCE AND ECONOMICS北方经济



79

FINANCE AND ECONOMICS 财经 2020 11

款（年利率 11.6%）。二是贷款审

批时间长，影响民营企业生产经

营。调研发现，目前地方性法人

金融机构贷款办理周期明显缩

短，一般能在 10 天之内完成所

有贷款手续，但部分大型银行分

支机构自身没有贷款审批权，造

成受理时间长。调查显示，目前

近三成的企业认为从申请贷款到

获得贷款的时间周期在 1 个月以

上，其中约一成的企业认为贷款

时间周期在 2 个月以上。

4. 担保机构少，代偿能力不足

一是担保机构覆盖面不足、

担保能力低。以赤峰地区为例，

该市共 8 家担保公司（市区 2 家，

旗县 6 家），地区覆 盖率 80%，

在保 余额占全 部贷款比重仅为

0.6%，融资担保放大倍数也较低

（0.98）。二是担保条件高。以鄂

尔多斯市某公司融资为例，该公

司向某国有银行申请 100 万元贷

款，因无足额担保物需要担保公

司担保，担保公司以该企业小股

东（占股 10%）在他行存在不良

担保为由不予担保，该行多次与

担保公司沟通未能成功。三是部

分担保公司诚信意识不足，所担

保贷款出现风险时，不能有效代

偿银行贷款。

5. 银企信息不对称，融资需

求难对接

一是银行获客渠道有限，目

标客户集中于少数成熟期的知名

企业，对大量初创期和成长期的

小微企业覆盖率较低。二是民营

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信息渠道单

一，调查显示，在上半年未申请

贷款企业原因中，有 22.6% 的企

业是因不了解信贷产品或申请方

法而未申请。三是获取民营企业

实际经营数据困难，银行倾向于

通过经营数据以及征信、工商等

第三方数据核实小微企业的实

际经营情况，但内蒙古公共事业

部门掌握涉企信用信息开放程度

低且缺乏有效整合，金融机构掌

握企业政务数据困难。此外，相

对其他省市，内蒙古线上产品涉

贷金额少，发展落后。截至 7 月

末，全区金融机构线上企业产品

贷款余额 103.1 亿元，仅占民营

企业贷款的 1.5%。

三、制约金融机构服务

民营企业的主要因素

（一）部分民营企业经营不

规范，整体不良率明显偏高

很多民营企业自身缺乏专业

管 理 队伍， 财务制度不健 全、

偏离主业盲目扩张，信用意识薄

弱，随意挪用信贷资金等因素导

致民营企业贷款不良率居高不

下，影响金融机构服务民营企业

的积极性。以某国有商业银行通

辽分行为例，6 月末该行民营小

微企业贷款不良率 33.4%，高于

对公贷款不良率 27.9 个百分点。

基于上述原因，该行内蒙古分行

对该行民营企业贷款投放管控加

强，除普惠口径民营企业贷款能

够自主审批外，其他民营企业贷

款均需内蒙古分行审批，获批额

度也受到一定压降。

（二）贷款担保方式过度依

赖保证和抵质押，银行现有的

审批条件与新业态发展特点不

适应

调查显示，超 7 成样本企业

认为获得银行贷款难度增加的

原因是缺乏抵押品或担保人。在

样本企业上半年新获得的 158 笔

贷款中，84.2% 的贷款是通过抵

质押、单纯保证或“抵质押 + 保

证”的方式获得。从抵质押资源

看，商业银行更多看重土地、房

屋等不动产，对企业股权、应收

账款、知识产权、排污权、人力

资本等内容，由于缺乏有效管理

手段而利用不足，从而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对高技术、轻资产企业

的金融服务。

（三）追责问责力度加大，

基层信贷员对民营企业有“惧

贷”、“恐贷”心理

调研了解，目前多数金融机

构都出台了民营、小微企业信贷

投放尽职免责办法和实施方案，

但多是指导性框架，内容笼统，

未制定实施细则，尽职免责评审

委员会有很大“自由裁量权”，责

任认定更多依据信贷资金的损失

表 1 样本企业贷款按期限分类情况

1 年以下（含）

1 年以上

金额（亿元）

143.7

408.7

笔数占比 %

66.4 

33.6 

贷款笔数

280

142

平均加权利率 %

5.15

5.06

金额占比 %

26.0 

74.0 

数据来源 ：167 家民营企业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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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追究力度依然较大。近两

年间全辖区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

及员工因违规或违法发放贷款而

被问责和处理的人员共五千余人

次，尤其是在内蒙古金融风险较

为突出的背景下，金融机构出于

谨慎管理的原则，力求通过加大

信贷责任人追责力度，倒逼责任

人主动控制不良贷款的新增，推

进不良贷款清收。现在很多基层

信贷员由于担心被追责，对不良

率整体较高的民营企业开展信贷

业务仍存有较大顾虑。

四、政策建议

民营企业金融服务事关经济

转型升级和民生就 业大局，是

一项长期性、综合性、系统性工

程。应进一步发挥好政府部门、

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和社会中介

组织的合力作用，持续破解民营

企业融资中的难点和问题，加快

构建开放包容、竞争充分、成本

适度、风险可控的民营企业金融

服务体系，为民营企业创新发展

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

（一）政府层面

一是搭建“政金企”信息互

通平台。集中整合税务、工商、

法院、企业行为等信息数据，打

破部门间“信息孤岛”，为机构向

民营企业融资提供更全面的信用

信息服务。二是发挥好政府性融

资担保体系作用，督促自治区再

担保和农担落实降低贷款反担保

要求，进一步降低担保和再担保

费率，促进银担合作。三是积极

支持引导符合条件的企业扩大直

接融资，统筹推进民营企业发债

和上市融资。四是加强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依法打击恶意逃废债

和各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保护

合法金融债权，营造良好的金融

生态环境。

（二）监管层面

一是充分发挥“窗口指导”

作用，引导信贷资金流向民营小

微企业。二是灵活运用多种货币

政策工具，引导地方性金融机构

支持民营企业融资。三是继续推

动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建设，

拓宽民营企业融资渠道。

（三）银行层面

一是健全并落实尽职免责制

度，设立内部问责申诉通道，为

尽职免责提供机制保障。二是制

定差别化不良贷款容忍度制度，

适当提高民营小微企业不良贷款

率容忍度。三是推动基层分支机

构下沉工作重心，提升服务小微

企业、民营企业的内生动力。四

是加大审批权限下放额度、适当

下放利率定价权，方便基层分支

机构“因地制宜”，开发符合民营

企业发展周期和行业特性的信贷

产品。五是创新金融工具，丰富

担保模式，解决因缺乏有效抵押

物而导致的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四）企业层面

一是摒弃家族式松散管理方

式，完善法人治理机制建设，建

全企业管理制度。二是按照现代

企业标准，明晰产权，建立科学

审慎的财务制度以及公平的用人

制度。三是要树立风险意识，加

强风险管理，建立良好的企业形

象。四是强化信用观念，塑造良

好的社会信用环境，为自身和金

融机构的信贷业务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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