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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与我国中小企业融 业的生存和发展十分重要。群内企业也十分重 、 视自身信誉的维护。 俭 2．信用依存度。集群内企业通过分享的专 
业化协同合作形成了全新的路径依赖，各企业 

摘 要：融资难已经成为制约中小企业融资的“瓶颈”。集群内的 

中小企业与单个游离的中小企业相比具备融资优势。针对当前我国集 

群融资中存在的问题提 出建议，在区域范围内建立起以合作为特点的 

融资体制，推进中小企业集群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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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企业发展迅速，但是仍然存在不少亟待解 

决的问题。其中，融资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中 

小企业融资难题已经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本文在分析中小企业融资 

障碍的基础上，指出集群内中小企业与单个游离的中小企业相比具备 

的融资优势，最后对推进中小企业集群融资提出建议。 
一

、中小企业融资障碍分析 

中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原因很多，既有中小企业自身的不足，也 

有金融机构管理方面、融资体制的缺陷，还有社会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 

因素的制约。 

1．中小企业与银行等金融机构间信息不对称。相较于大企业，绝 

大多数中小企业资源封闭，信息披露方法和信息传输机制不健全，内部 

会计信息可信度低，银行等金融机构难以从一般渠道获得这些信息。 

这使得金融机构面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双重威胁，一方面增加了 

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一方面提高了银行的交易成本。同时中小企业 

受规模限制，经营风险大，无明确中长期发展战略，加大了贷款的不确 

定性，银行等金融机构出于规避自身经营风险、降低不良贷款比例、降 

低经营成本的考量，只能作出不向中小企业融资的选择。 

2．中小企业信用缺失。无论是缺乏还款意愿还是缺乏还款能力都 

将引发信用缺失。在当前的社会信用制度环境之下，多数中小企业信 

用观念淡薄，企业内部债信文化尚未形成，中小企业还款动力不强。在 

市场惩罚机制不力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的失信成本普遍较低，在比较失 

信成本的成本和收益之后，中小企业极易选择拖欠逃废债务的短期行 

为。此外，中小企业资产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受季节等临时性因素 

的影响大，盈利波动频繁，这些都削弱了中小企业到期偿债的能力。 

3．社会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因素的制约。中小企业难以取得国民 

待遇。作为国有经济主要组成部分的国有商业银行仍然存在所有制歧 

视、规模歧视的现象。社会信用基础薄弱。整个社会缺乏完善的信用 

制度体系，缺少信用记录、信用征集、信用评估、信用担保、信用管理。 

缺乏踺全、有效的法律规范，没有专门的、权威的资信评级机构。 

二、集群内中小企业融资优势分析 

产业群或集群(chuster)是指大量专业化的产业(或企业)及相关支 

撑机构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柔性集聚，他们结成密集的合作网络，植根 

于当地不断创新的社会文化环境。集群有空间集聚、柔性专精、合作网 

络、根植性、自我增强等特征。通常集群成员包括上游原材料、机械设 

备、零部件和生产服务等投入供应商；下游的销售商及其网络、客户；侧 

面延伸到互补产品的制造商、技能与技术培训和行业中介、行业协会、 

贸易联盟，以及基础设施供应商等。集群内企业与单个游离的中小企 

业相比主要在信誉重要性、信用依存度、失信成本等方面具有关键的优 

势，从而降低金融机构向集群内企业贷款的融资风险和融资成本。 

1．信誉的重要性。集群是根植于某一特定区域内，对竞争起重要 

作用的相互联系的产业和企业及相关实体的空间集聚。这些相互联系 

的企业通过分享的专业化、协同作用，整体上表现“柔性专精”的区域特 

点 专业化分工和协作部分是建立在资本链的基础上，更重要的建立 

在企业的信誉之上；同时较强的专业化无可避免带来较高的转换成本， 

亦即集群内企业面临较高的退出壁垒。因此可以说，信誉对集群内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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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企业与金融机构问通过关联策略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形成相互作用、互为依托的“信誉 

链”，通过互相提供帮助、信息共享、提供自由度 

发展长期客户关系。“信誉链”的价值在于在将 

来的行为中减少交易成本，并转化为竞争优势 

的重要资源。长期关系的建立不仅有助于推动各企业间、企业与金融 

机构信息对称和信息的沟通流动，加深对彼此价值信念的了解，同时也 

有助于整个区域范围内债信文化的形成。这种信用依存通过各企业 

间、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多次交易(重复博弈)实现双赢结局，同时也通 

过各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信息共享、协同作用、区域根植等特性来对失信 

者进行有效及时地惩罚来得以实现。 

3．失信代价高。有必要重新定义产业集群内企业失信行为的成本 

(或者代价)。对于群内企业而言，一旦违背承诺，它就面临被切断核心 

资源(主要是信息)渠道的潜在风险。这种潜在风险不仅意味着企业将 

有可能流失重要客户和供货商，在往后的交易中面临更为严峻的信用 

条件。失信将有可能造成被迫退出集群这种分享专业化、分散风险的 

空间组织体制，代价是十分高昂的。 

三、推进中小企业集群融资的策略与建议 

1．建立健全信用担保体系。建立起完善的信用评估体系，建立权 

威的、专门的资信评估机构。建立信用信息系统，实现以企业、银行、其 

他金融中介机构等集群各参与实体间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完善银行信 

贷登记咨询系统，建立健全信用监督体系。政策扶持、各方注资建立中 

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同时建立健全担保机构风险补偿机制以及银行 

风险联动机制，实现担保机构、贷款银行风险共担，建立担保基金和再 

担保基金，进一步分散风险。 

2．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加快集群内达到主板市场上市要求的 

企业的上市步伐。同时为不能达到主板市场上市要求的企业，设立“创 

业板”或“二板市场”，设立风险投资中介机构，健全风险投资相关法律 

规定。为企业吸引风险资本创造环境。同时激活民间资本，建立以创 

业板市场和风险资本为主渠道的中小企业直接融资体系，真正拓宽中 

小企业融资渠道。 

3．建立区域主办银行。<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在境内不得向 

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这一规定大大阻碍了主办银行制度的建 

立和施行。有学者建议区域性试行契约型主办银行模式：商业银行选 

择几个优秀企业优先贷款，成为企业的主要债权人。关键是：主办银行 

与关系企业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促进企业、银行等金融机构 

间的信息交流与沟通，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中小企业因披露重要 

经营信息可能产生的风险，降低银行信贷风险和中小企业融资成本。 

4．完善金融法律体系。在完善金融体制的同时，健全企业和金融 

法律法规，加快直接、间接融资的法律调整：抓紧修订‘商业银行法》、 

‘担保法》；加快有关信用、风险投资、主办银行等方面立法，加强中小企 

业融资的法律保障。 

国家竞争优势来源于区域竞争优势，区域竞争优势来源于区域内 

的集群的竞争优势。地方政府、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以及行业协会合 

作，深入研究区域发展战略和产业集群中长期战略规划。促进企业、银 

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之间信息共享和沟通交流，在区域范围内建立 

起以合作为特点的融资体制，改善中小企业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 

推进中小企业集群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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