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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存在的问题

1援 缺乏现代融资观念，市场运作意识不强。目前，我国多

数科技型中小企业尚未以现代财务管理的理论与方法来指导

企业的融资决策，对融资的相关知识不甚了解，缺乏明确融资

计划和目的，缺乏信息融资、知识融资、依法融资等新的融资

理念，对适应金融市场运作缺乏自觉性、主动性，难以提供令

银行和投资者满意的经营计划和财务报告；处于研发阶段的

企业需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技术研发，而这些企业的产品开发

和市场研究缺乏科学依据，且科研结果及技术成果转化缺乏

市场化运作机制，往往导致企业经营失败。

2援 企业融资结构不平衡，融资市场化水平较低。我国科

技型中小企业的运营主要依靠内部积累和民间借贷，银行贷

款比重偏小，直接融资比例更小，多数科技型中小企业被排除

在资本市场以外，难以筹集到所需要的资金。据国家统计局对

海南省 200家中小型企业融资状况进行的专项调查显示：有

106家表示其资金 100%来源于自有资金而无任何融通资金

（包括融资没有成功）；在采用融资手段的 94家企业中，46.8%

的企业的融资渠道为民间借贷，45.7%的企业的融资渠道是向

银行或信用社贷款，4.8%的企业靠财政扶持。

2005 耀 2010年，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及向金融机构申请

到的贷款情况如下表所示：

3援 融资机制创新不足，融资效果不理想。近年来，为扶持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

开办创业板、中小企业板等，但各种中小企业融资服务机构大

多是部门性或地方性组织，存在规模小、财力有限、覆盖面狭

窄等问题，难以形成区域性的金融扶持机制，致使科技型中小

企业的融资需求很难得到满足。

二、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

1援 银行业体系管理机制不合理，政策支持力度不够。主

要表现在：第一，国有商业银行存在体制性缺陷，信贷融资资

源向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倾斜。第二，现行政策对银行管理机

制支持力度不足，过分上收信贷管理权限，商业银行逐步撤销

基层网点，县域银行贷款业务收缩，在强化约束机制的同时缺

乏激励机制。第三，银行难以准确判断具有高风险特征科技型

中小企业的发展前景，加之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单位成本

远高于大企业，导致信贷资金风险与收益的不对称，从而加剧

了企业潜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2援 信用担保体系不完善。目前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

系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科技型中小企业面对传统的抵（质）

押贷款业务普遍缺乏有效的担保物，加之基层中小企业信用

担保机构发展缓慢，担保机构资金力量薄弱、担保登记和评估

审批手续复杂，难以开展正常的担保业务；担保行业缺乏相关

立法保护与行业监管；还有企业信用评估机制不完善，信用评

估质量不高；缺乏再担保、反担保或第三方担保机构以及政府

支持；尚未形成风险分散、后续补偿机制等。

3援 资本市场发育不健全。国内资本市场发展不平衡，一

板市场发展较快而二板市场发展较慢，上市交易发展较快而

柜台交易发展较慢，二板市场与三板市场筹建缓慢，至今未投

入运行；而且，对中小企业在证券市场上发行股票、债券设置

的门槛很高，多数中小企业难以获得直接融资。

4援 风险投资发展缓慢。我国风险投资起步较晚，面临的

问题较多：一方面，风险资本来源渠道单一、缺乏相应风险投

资资金筹集渠道和退出机制以及中介机构运作不规范；另一

方面，保护风险投资资金运作的法律法规尚未完善，限制了科

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融资的创新模式

于 静 宋 清渊教授冤

渊天津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天津 300222冤

【摘要】融资难是当前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也是制约我国自主创新战略实施的重要因素。本文在分

析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存在问题及其原因的基础上，构建了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融资创新模式，即互助式担保基金模式、

多平台合作贷款融资模式、科技银（支）行融资模式，并对模式如何实施提出了相关措施。

【关键词】科技型中小企业 金融机构 融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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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获取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支持的相关指标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金融机构贷款
总额（亿元）

194 690

225 347

261 691

303 395

399 685

479 196

中小企业贷
款额（亿元）

22 376

27 411

25 200

31 351

45 000

75 000

中小企业所占
信贷比例（%）

11.49

12.16

9.63

10.33

11.25

15.65

资料来源院根据叶中国统计年鉴曳尧叶中国中小企业年鉴曳尧

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 2005 耀 2010年整理所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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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型中小企业对风险投资基金的充分利用。

三、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融资的创新模式构建

1援 互助式担保基金融资模式。互助式担保基金融资模式

的核心内容：首先，由银行牵头组建以“担保资金池”为基础的

互助式担保基金公司，该公司实行联合担保和再担保机制，以

“资金池”对银行进行质押担保。其次，政府、银行、园区、协会

及商会等共同创建以“融资客户互控信用保证金”为基础的诚

信企业家联盟组织，中小企业按会员制加入其中并交纳一定

保证金。再次，银行、互助式担保基金公司双方进行授信调查，

银行按照“资金池”放大 5倍进行总授信，其中“资金池”由发

起人的投资基金和信用客户的信用保证金所构成。最后，银行

在此担保模式下开设中小企业落地审批、简化流程、提高效率

等融资“绿色通道”。其运营模式如图 1所示：

这种“共同下户、联合评审、独立决策、风险共担”的融资

模式实现了中小企业授信业务规模化运作，信用控制机制的

设置和资金池质押的方式降低了中小企业贷款的安全性及流

动性风险，增加了银行的信贷安全，提高了可操作性。目前，渤

海银行北京分行本着中小企业贷款“放得出、收得回、有收益”

的理念，正致力于打造中小企业互助式担保基金融资服务这

一特色品牌，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2援 多平台合作贷款融资模式。多平台合作贷款融资模式

的核心内容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基于“贷款平台”自身的承贷

能力、管理能力、政策配套程度等实际情况，与当地科技型创

业企业孵化器、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生产力促进中心、企业

信用促进会、担保公司及特色产业基地等平台单位合作，共同

搭建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融资平台。

“贷款平台”以统贷方式或直贷方式发放贷款，并借鉴工

厂流水线操作程序，实行“信贷工厂”商务模式，明确划分市场

营销、业务操作、信贷审批等环节，实现批量化营销、标准化审

贷、差异化贷后服务与特色化激励。其中，统贷方式指银行向

有借款资格和承贷能力的企事业法人发放中小企业贷款，指

定借款人以委托贷款等合法有效的资产运作方式向中小企业

提供资金支持；直贷方式指银行直接与中小企业签订借款合

同，直接向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发放贷款。此外，以中小企业

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为“担保平台”提供担保，以金融委员会下

设的“企业信用促进会”协助有融资需求的会员企业向担保公

司推荐并协调银企合作，而这些均建立在开发性金融合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的政府管理“工作平台”之上，实现了企业、担

保、银行与政府的叠加。融资操作模式如图 2所示：

该多平台合作融资模式设有全面的管理、预防及监控体

系，既能前观营销，又能后看风险，全面提升了对科技创新和

高端产业发展的金融服务水平，为成长性中小科技企业加快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国家开发银行作为开发性金融机构，基

于自身资金与地方网络优势，当前正试行此多平台合作融资

模式，已在全国 254个地区建立了中小企业贷款的多平台合

作机制，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3援“科技银（支）行”融资模式。国内各大商业银行应对科

技型中小企业开展金融服务业务，推行科技部门与银行间科

技金融合作模式创新试点。依托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区，商业银

行可以新设或改造部分分（支）行作为专门面向科技型中小企

业提供专业化优质金融服务的“科技银（支）行”。

“科技银（支）行”融资模式的运营机制：“科技银（支）行”

作为商业银行分行或直属支行，由分行直接管理，授予它一定

的审批权限，实行单独授权、单独规模、单独标准、单独核算的

运作模式，通过派驻分行首席审查员、政策督导员和业务督办

员，从而组建专门的中小企业服务团队，将中小企业融资信贷

的全流程整合到“科技银（支）行”，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授

信审查审批“一站式”服务。同时，“科技银（支）行”采用独特的

考核激励模式，对客户经理的考核主要以服务的客户数量及

余额而非以往的存贷款规模为标准。

目前，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已在张江镇设立特色科技支行

并辐射全镇，先行尝试投担联动、投贷联动，创建“政府+银

行+担保+创投”的新金融业务模式。同时交行在北京海淀也

开设了科技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北京银行于 2009年在中

关村园区开设了科技支行，在海淀区已设立 41家经营网点专

营机构，大大优化了科技企业的融资环境。

四、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融资创新模式有效实施

为了增强上述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融资创新模式的可操

作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创新模式的融资效果，银行业金融机构

应根据科技型中小企业“时间紧、需求急、金额小、频率高”的

融资需求特点，不断完善信贷管理模式、金融产品和服务手

段，着力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

1援 推进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管理模式创新。建立专门为

中小科技企业信贷服务的授权授信制度，实行“一次贷款，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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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小企业互助式担保基金融资模式

图 2 多平台合作贷款融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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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的发展阶段划分，企业纳税筹划可以分为设立阶

段的纳税筹划、经营阶段的纳税筹划、清算阶段的纳税筹划。

企业在设立阶段首先面临着组织形式的选择，选择不同组织

形式意味着纳税形式和税收优惠待遇的差异，对其税后投资

收益会产生差异，这便给企业纳税筹划提供了可能。

一、公司制企业适用法定税率时与合伙企业的税负比较

公司制企业依据《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的规

定，通常面临对公司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对股东征收个人所得

税的双重征税问题，若不考虑税收优惠政策，公司制企业法

定所得税率为 25%，税后分红个人法定所得税率为 20%。

合伙企业依据《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以合伙个人为纳

税义务人，按照合伙企业的全部生产经营所得和合伙协议约

定的分配比例确定应纳税所得额，合伙协议没有约定分配比

例的，以合伙企业全部生产经营所得和合伙人数量平均计算

每个投资者的应纳税所得额。对合伙企业合伙人课征所得税

应比照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适用 5%到 35%的五级超额

累进税率，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

1援 研究假设条件。为便于研究，本文设定以下假设条件：

基于所得税纳税筹划的企业组织形式选择

牛草林 李 宁 薛志丽

渊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呼和浩特 010000冤

【摘要】由于现行税法对不同组织形式纳税义务的规定有所不同，使得企业基于组织形式的选择进行纳税筹划成为可

能。本文通过量化比较公司制企业与合伙企业的税负，发现合伙企业较公司制企业应纳税所得额在 10万元以下的时候在

税收利益上有明显的优势；不过，一般情况下，公司制企业的非税收益远大于合伙企业。我们同时注意到企业组织形式的转

换存在转换成本，而且转换可能会丧失某种组织形式的固有优势。

【关键词】所得税纳税筹划 组织形式 税负比较 转换成本 非税因素

用随贷，额度管理，循环使用”的管理模式，为科技企业提供差

异化的授信服务。对处于成熟期、经营稳健、经济效益较好的

科技型中小企业，要优先给予信贷支持，尽量简化审贷程序；

对有市场、信誉度高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可以放宽信贷条件，

拓展其账户托管业务；对现金流和物流较稳定、发展前景好的

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合理组合信贷产品的提款期限和使用期

限的基础上适度安排授信额度。

2援 推进科技型中小企业金融产品创新。积极参与先行先

试，通过综合运用信贷、投资、债券、信托、保险等各类金融工

具，开发“贸易融资”、“中小企业联保贷款”、“供应链融资”、

“房产或设备按揭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抵质押循环

融资”、“科技型中小企业履约保险”等贴近科技企业需求的新

型金融产品，拓展多种工具相融合的一揽子金融服务。例如北

京银行面向有潜力的中小科技企业推出“瞪羚计划”、“融资

E路通”、“融信宝”等新型融资产品；交通银行推出包括“版

权通”、“税融通”、“订单融资”、“智权融资”等新型金融产品的

“科灵通”产品线，开辟了信贷融资绿色通道。

3援 推进科技型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创新。银行应面向不同

细分行业推出更为专业化的金融服务方案，实现科技金融服

务的精细化，创新贷款方式。例如针对软件企业的“软件贷”、

针对节能服务业的“节能贷”、针对制药业的“医药贷”等可大

力推广。同时，银行要灵活采用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及

多种担保方式的组合，积极尝试地方经济联合体担保、经营业

主联户担保等新型保证方式，实行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贴现

等多种贷款方式及其组合，努力提高信贷效率。

金融支持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为破解

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实现科技创新与资源配置效率提

升，金融机构应当深入掌握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需求规律，积

极引导金融要素，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建立专

业、高效的金融服务体系，不断创新金融服务方式，推动科技

型中小企业持续健康地发展。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野科

技型创业企业孵化资源配置效率及优化路径研究冶渊项目编

号院11YJA630102冤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遥

主要参考文献

1.常彪.野后危机冶 时期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路径分析.合

作经济与科技袁2010曰17

2.童伟.创新融资机制.华东科技袁2009曰11

3.杨茜.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支持问题.科学管理

研究袁2008曰26

4.赵文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及对策.中国乡镇企

业会计袁2008曰6

5.秦军.科技型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

科研管理袁2011曰32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