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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营经济发展与金融支持的美 

联性分析 

首先 ，加强对民营经挤的金融支持 

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在邓小平理论 的指引下 ，我们经过艰苦 

的比较探索．终于选择了社会 主义市场 

经济。杜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没有国有 

经挤 ．同样也不能敖有民营经济。民营 

经济与市场 经济有着天然的联系．它的 

突出特征是产权明晰，利益 主体 明确． 

有强烈的追求效益冲动}它对 市场反映 

灵镀 和适应性强。民营经挤的这些特征 

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 内在要 求．因此， 

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塑造了人们市场 

经 济的观 念 ．推进 市 场经 挤的 形 成 观 

察世界或是我 国发达地区的市场化进 

程，都不难作出这样 的翔断：市 场经挤 

发 达 ，民 营经 济 必 然 发 达 ；建 设 社 会 主 

义市场 经济．需 要蓬勃 发展 的 民营经 

济 目前 民营经 挤面 临最 大的 难题 是盘 

融支持相对滞后。因此 ，着力掏建适应 

民营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机制 ，改变民 

营经济发展以内源融资为主、解决金融 

服 务需 求 处于 抑制 的状 态 ，显得 尤 为必 

要 

其 次 ，加 强 民营经 济 的金 融 支持 有 

利于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我国是 

一

个发展中国家，金融资源是一种极其 

宝贵的稀敢资源 ．借 助市场机制．按照 

最大化效益原则合理配置 ，才能提高其 

使用效率 。然而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金 

融 资 源 的 配 置 有 明 显 的 “国有 ”和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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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的特征 ，80 以上金融资源集 中于 

占经济总量 不足 s0 的 国有 经挤 ，而 

民营经济所能获得金融资源份额极少 ， 

金融资源配置结构与经挤结构严重不 

对称 ．由此造成资金供给与需求的结构 

性 矛 盾 j另外 ，在 国 有企 业 效 益 普 遍 滑 

坡、民营经济却是蓬勃向上发展的情况 

下 ，金 融 资源 照顾 国 有 经 济 ．排 斥 民 营 

经济，这样的配置选择实际上使国家蒙 

受双 重损失 ：一是要支付高昂的“机会 

成本”或造 成“隐性损失”；二是使 金融 

机构不良资产呈扩大趋势 ，引致起了巨 

大的金融风险隐患 因此 ．充分发挥市 

场机制的配置作用．按安全性、效益性 

和流 动性 的原理 ．增大对 民营经 济倾 

斜，使稀敢的金融资源配置避开低效率 

和 高风 险 ．有 利于 改 善金 融机 构 的 资产 

质量 ．培植新 的效 益增 长 点 。 

再次 ．加强生 融对 民营经 济 的支 

持．有利于维持金融秩序的稳定。近几 

年 来 ，有 些 地 方 时 有 发 生乱 集 资 、乱 拆 

借 的行 为 ，扰 乱 了金 融 秩序 ．引发 了社 

会 的不 稳定 。导致 此 类 问题 的一个 重要 

原 因是 民营 企 业 在 融 资 渠道 不 畅 的情 

况 下 ，为 了解 决 资金 ，它 们 往 往 冒险 借 

助社会集资、违章转贷或以较高的成本 

从地下金融 融资 其结果，不仅加重了 

民 营企 业 的负 担 ，而 且也 助 长 了非法 金 

融 行 为 的蔓延 。因此 ．加 强对 民营经 济 

的金融支持力度 ，解决民营经济发展的 

资金 约 束 ，可 以有 效从 源 头上 解决 乱 集 

资 、乱拆 借 的 问题 ．有 力 打 击金 融领 域 

各种 违法 违 规 的现 象 ，保 证金 融 法律 规 

章的落 实．从而有 助于 金融秩序 的稳 

定。 

2．加强对民营经济发展的金融支 

持 

2．1．金融机构是叠融活动最重要 

的行为主体，对民营经挤的金融支持应 

在金融机构方面体现出来。(1]中国民 

生银行、地方性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合 

作社是支持民营经济的金融主导力量， 

应加快发 展，增强 实力，尽快拓竟 为民 

营经挤的服务领域 ，以便给民营企业提 

供全方位的服务支持。(2)耳前各国有 

商业银行 主要力量还是放在支持 国有 

经挤的发展上，应鼓励各国有商业银行 

抽 出部分力量，成立专门服务民营经济 

的业 务部 门，根据 自身特 色，按市场规 

律的要求 ．拓展支持民营经济的金融业 

务 ，(3)借鉴国外的经验．成立民营企业 

金融互助协会组织，在规范运作的前提 

下 ，放 开 民营 企 业 间 的 金 融 互 助 ，提 高 

民营经济内部 的盎融资源运用效率；适 

当发 展 股份 制 、台作 制 等形 式 的小 型 金 

融 机 构 ，以 民 营 经薪 为 主 要 服 务对 象 ． 

提 供 各 种 更 为 便 利 民营 经 济 的金 融服 

务 。 

2．2．调整 信贷政策 ．加大对 民营 

经济信贷资金扶持力度。金融机构的信 

贷安排应提高民营经济的贷款 比重 ．确 

定每年新增的贷款 总量应有 民营经济 

贷款增量的指导性计划，并在信贷收支 

统计 中单独 列 出来 ．晟时反 映变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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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以稳定对民营经 济的贷款投放 ；信 

贷资金的时 间结构上要逐渐加 大对 民 

营经济中长期贷款比重 ，改革单一的流 

动 资金 的信 贷投 向 ，满足 民营 经 济技 术 

升级剖新 的资金需求 ，支持它们更新设 

备、引进 先 进技 术 ．提 高市 场 竞 争力 ；根 

据 民 营企 业 贷 款需 求 要 得 紧 、次 数 多、 

周转快 的特点 ，建立 相应 的贷 款管 理 办 

法和 操作 规程 ，对一 些 经营 基 础和 财 务 

制度 较 好的 民营企业 在 授 信程 度 内 一尽 

量 简化 贷款 手续 ，适 当放 宽抵 押 或担 保 

条 件，厦 时解决 经营 过程 中的 资金 障 

碍 ；将 主办银行 制度延伸到 民营经挤 ， 

重点挟持那些符台国家产业发展政策、 

产品有销路、效益好 的民营企业，保 证 

其生产发展 的合理 资金需 求 ；由工 商 

联、地方财政和民营企业各 出一部分资 

金，建立贷款担保基 盘或公 司，通过贷 

款联保机制，为难找担保单位或无足够 

抵押财产的民营企业解决贷款难题 t排 

除资金不足的困扰。 

z 3．发 展 直接 融 资 ．开 辟 新 的 融 

76 

资耀道 。要 积极 而叉 审慎地 发展 直接 融 

资 ．采 取 灵 活多 样 融 资形式 扶持 民营经 

济。 为此 ．一是 要 改革 股份 公 司上 市 机 

制 ．解决 民营 企业 在 上市 问题 上 的不公 

平待 遇 ．对 民 营企 业要 与国有 企业 一 视 

同仁 ，向符 台 上市 公 司条件 的 民营企 业 

敞开 证 券市 场太 门 ．让它 公 开发行 股 票 

筹措 资金；二是要创造条件让一些知名 

的 民营 企 业 在 一 定 区 域 内 公开 发 行 债 

券 募集 资 盒 ．直 接从 金 融市 场 获得 低成 

本 的 资盘 ：三是 要鼓 励 民营企业 利 用 自 

身 优 势 ，通 过 兼 并 、收 购、联 台 、股 份 锚 

等资本运营方式 ，从更多渠道获得金融 

支持 

2．4．为民营经济提供全方位的金 

融服务支持 盘融机构要认真调查民营 

经济 的金融服务需求，并 以此 为导 向， 

积 极 开发 金 融 新 产 品、新 工 具 t增 加 服 

务品种 系列或加太原有品种的深度 ，拓 

宽对 民营经 济 的盘融 服务 范 围 t使 金 融 

民营经济 的服务领域在深化融资结算 

服务 支 持 的同 时 ，扩 展至 包括 理 财服 务 

支持、信息服务支持、技术服务支持、法 

律 服 务 支 持 和 政 策 服 务 支持 在 内 的垒 

方 位 服 务 支 持 ．建 立 一 种 新 型 银 企 关 

系 ．提 高金 融业 对 民 营经 济的 金 融服 务 

承平 。 

z．5．加 强 民营经 薪 金 融 支持 与 加 

强风 险管 理要 结舍 起 来 。金融是 一个 高 

风险 的行 业 ．确 实对 民营 经并 的 金 融支 

持 ，丝 毫 不 能 放 橙 金 融风 险 的 防 范 ．做 

到 支 持 民 营经 济 既 积 极 叉 稳定 和 台 规 

合 法 ，把 确 保金 融机 掏 的 利益 又有 利于 

促 进 民营发 展二 者 统 一起 来 为此 ，一 

方 面，金融机构要严格有关金融法规． 

严格审查 民营企业的信用情况，确实可 

靠者才能提供相应的融资和服务支持， 

保 障盘融机构 的权益 ；另一方面，民营 

企业必须有高度法制意识和信用意识 ， 

守法经营，健全 内部管理 ，完善建帐建 

制 ，增强 自我约束力 ，以良好的信誉 ，取 

得金融机构的信任，争取更多的金融支 

持 (青蝙：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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