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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小微企业在融资时遇到的不公平待遇成了企业的融

资难题，同时也是中小银行在为贷款对象选择产品和业

务研发上的难题。小微企业与银行的信息不对称和小微

企业的缺乏规模经济使得银行与小微企业无法达到互惠

的经济效益。相关理论研究认为，加大对中小银行的扶持

力度，出台相应的政策加快地方性中小银行专业化发展

步伐，利用专业化的发展优势和小微企业友好合作，采用

关系型融资模式可以缓解小微企业的融资困境。

本文基于我国对中小银行和小微企业的扶持政策，

结合我国城市商业银行专业服务小微企业的发展经验和

美国社区银行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的成功经验，运用实证

方法，发现我国专业化中小银行和小微企业融资存在互

利共生性，利用它可以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二、美国社区银行与小微企业融资的互利共生性

小微企业的成长蕴藏着一个国家技术创新的巨大潜

力，彰显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活力和国际竞争力。近几年，

美国小微企业的出色经营为美国带来了大约 9 000亿美
元的净出口额，创造了65项有巨大效益的发明，小微企业
凭借活跃的自主创新能力做出了重大的经济贡献。

以下研究数据来源于美国联邦保险公司网络银行，

时间区间为2010 ~ 2014年的各季度数据。根据研究需要，
我们将美国银行分为三大板块：资产规模小于 1亿美元、
大于1亿美元小于10亿美元、大于10亿美元。本文主要以
前两种为研究对象，第三种作为对比。变量选取银行净资

产收益率ROE、小微企业贷款量 SME、大企业贷款量
BIG，利用SPSS软件，分别对三类银行进行相关性的Pear⁃
son检验，得出三类不同规模银行与小微企业贷款相关性
的显著性结果，对比结果分析美国社区银行和小微企业

之间的互利共生关系。

表 1列示了Pearson检验结果，从中看出，1亿美元以
下资产规模社区银行的ROE与SME在5%的水平上系数
为 0.487，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OE与BIG两者之间在
两个水平上都不呈显著相关关系。这说明资产规模小于1
亿美元社区银行的盈利与小企业贷款具有显著的正相关

关系，即存在金融共生性。

表 2列示了Pearson检验结果，从中看出，大于 1亿美
元小于10亿美元资产规模社区银行的ROE与SME在1%
的水平上，ROE与BIG在 5%的水平上分别存在负相关
关系、正相关关系。结果表明，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扩大，

其盈利能力与小企业贷款呈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大于1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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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银行业主导的融资体系下，综合性大银行的信贷歧视和专业化中小银行发展的滞后，是我国小微企

业陷入融资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基于我国中小银行的发展现状和小微企业融资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城市商

业银行专业服务小微企业发展经验和美国社区银行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的经验，运用实证方法，发现我国专业化中小

银行和小微企业融资存在互利共生性，据此对小微企业、中小银行和政府部门提出了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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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资产规模小于1亿美元银行的Pearson相关性检验

表 2 资产规模大于1亿小于10亿
美元银行的Pearson相关性检验

ROE

SME

BIG

Pearson相关性
显著性

Pearson相关性
显著性

Pearson相关性
显著性

ROE

1

-0.852∗
0.000

0.519∗∗
0.033

SME

-0.852∗
0.000

1

-0.630∗∗
0.007

BIG

0.519∗∗
0.033

-0.630∗∗
0.007

1

ROE

SME

BIG

Pearson相关性
显著性

Pearson相关性
显著性

Pearson相关性
显著性

ROE

1

0.487∗∗
0.048

0.416
0.097

SME

0.487∗∗
0.048

1

0.093∗
0.000

BIG

0.416
0.097

0.093∗
0.000

1

注：∗∗、∗分别表示在5%、10%的水平上显著相关，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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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小于10亿美元资产规模的社区银行和小微企业的共
生性已经减弱，随着商业银行规模的扩大，其贷款目标就

从小企业、小项目转变为大企业、大项目。

表3列示了Pearson检验结果，从中看出：大于10亿美
元资产规模的社区银行的ROE与SME无显著相关性，而
ROE与BIG在5%的水平上呈显著的正相关性。说明随着
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不断扩大，银行与小微企业贷款之

间正向的共生关系已经慢慢消失了。

三、我国专业化中小银行与小微企业融资互利共生

性的实证分析

金融共生性的实质是通过交互式作用，使得不同规

模不同性质的金融机构，在相同的环境下达到和谐共生

发展关系，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区域金融生态的平衡。

本文利用金融共生原理，选取银行净资产收益率、大企业

和小企业的贷款金额为研究对象，检验我国专业化中小

银行与小微企业融资的互利共生关系。

我国中小银行逐渐成为专业支持小微企业的重要力

量，为了加快专业服务步伐，一些有战略眼光的区域性中

小银行抢占先机，如：浙江泰隆银行为小微企业融资做出

了表率；富滇银行把小微企业业务拓展到国外，经营各种

外汇业务和处理国际业务作为其专业发展的特色。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宁波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分别是

小、中、大规模银行里服务小微企业的金融引领者，所以

选取这三家代表性银行作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银监

会网站和各银行年度报告，变量选取银行净资产收益率

ROE、小微企业贷款量 SME、大企业贷款量BIG。本文主
要以前两者作为研究对象，第三个作为对比，数据样本为

2006 ~ 2014年各银行的年度数据，利用SPSS软件，分别进
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对比结果分析我国银行和小微企
业之间的互利共生关系。

表 4列示了Pearson检验结果，从中看出：浙江泰隆银
行的ROE与 SME在 5%的水平上系数为 0.436，呈显著的
正向相关关系。ROE与BIG检测后都不存在显著关系。说
明泰隆银行的盈利能力与小企业贷款呈正相关关系，在

金融共生原理下，两者可以互惠互利。

表 5列示了Pearson检验结果，从中看出：宁波银行的
ROE与SME没有显著关系，而与BIG在5%的水平上具有
正向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与泰隆银行相比，宁波银行

的规模更大，而规模更大的宁波银行的盈利能力与大企

业呈正相关关系，与小企业无显著的相关关系。说明宁波

银行与小微企业融资贷款的共生性已经减弱。所以随着

商业银行规模的扩大，它们的贷款目标会逐渐从小企业

转变为大企业。

表 6列示了Pearson检验结果，从中看出：中国建设银
行的ROE与 SME无明显相关关系，而ROE与BIG在 5%
和 10%水平上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建设
银行与小微企业贷款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说明随着商

业银行的资产规模不断扩大，银行和小微企业贷款的金

融共生性关系正在慢慢消失。

上述三组数据结果显示，浙江泰隆商业银行与小微

企业贷款的金融相关性最显著，宁波银行与小微企业贷

款的共生性相比前者有所减弱，而建设银行与小微企业

贷款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由此说明专业化更强的中小

银行和小微企业贷款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伴着显著的

金融共生性。小微企业贷款可以提高社区银行的效益，促

进其经营发展，达到共同可持续发展和区域金融生态平

衡，最终形成互利共生的和谐局面。

四、结论

本文通过调查中小银行的发展现状和小微企业融资

的问题，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发现银行的盈利能力和小微

表 3 资产规模大于10亿美元银行的Pearson相关性检验

表 4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的Pearson相关性检验

表 5 宁波银行的Pearson相关性检验

ROE

SME

BIG

Pearson相关性
显著性

Pearson相关性
显著性

Pearson相关性
显著性

ROE

1

0.200
0.369

0.607∗∗
0.075

SME

0.200
0.369

1

0.341
0.423

BIG

0.607∗∗
0.075

0.341
0.423

1

ROE

SME

BIG

Pearson相关性
显著性

Pearson相关性
显著性

Pearson相关性
显著性

ROE

1

0.309
0.001

0.578∗∗
0.024

SME

0.309
0.001

1

-0.672∗
0.006

BIG

0.578∗∗
0.024

-0.672∗
0.006

1

ROE

SME

BIG

Pearson相关性
显著性

Pearson相关性
显著性

Pearson相关性
显著性

ROE

1

0.436∗∗
0.030

0.406
0.087

SME

0.436∗∗
0.030

1

0.920∗
0.001

BIG

0.406
0.087

0.920∗
0.001

1

ROE

SME

BIG

Pearson相关性
显著性

Pearson相关性
显著性

Pearson相关性
显著性

ROE

1

-0.226
0.399

0.407∗∗
0.068

SME

0.226
0.399

1

0.221
0.411

BIG

0.407∗∗
0.068

0.221
0.411

1

表 6 中国建设银行的Pearson相关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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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贷款具有金融共生性。据此，运用金融共生性原理，

选取银行净资产收益率、大企业贷款量和小企业贷款量

为研究对象，通过三组数据结果显示，泰隆银行与小微企

业贷款金融相关性最显著，宁波银行有所减弱，而建设银

行和小微企业贷款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这说明，专业化

更强的中小银行和小微企业贷款具有正相关关系，并且

有显著的金融共生性。

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经验来看，专业化中小银行

的发展，能够引导民间金融借贷，改善小微企业的外部融

资环境。专业化的中小银行还可以有效缓解小微企业的

融资困境，增强中小银行与银行同业的竞争力。本文借鉴

美国的社区银行与小微企业融资的互利共生性经验，结

合以城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专门服务小微企业的发展

模式，发现对小微企业贷款的增加可以促进银行社区能

力的增长，从而有动力有能力向小微企业融资，缓解小微

企业融资困难问题。这种循环的模式，也增加了银行的盈

利能力，两者是互利共生的，并且在这种循环合作的模式

下经营，可以达到互利共生的和谐目标。基于以上分析，

政府应该鼓励民间金融向专业化中小银行转变，如可以

发起或者参与小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小型金融机构

的建立，积极推动同类型小微企业集聚可以形成企业的

规模经济，更能让中小银行利用自身的专业化比较优势，

在专业化发展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五、建议

1. 对小微企业的建议。
（1）加强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小微企业要充分运用

自身的优势来扬长避短，创新企业的管理制度，保持生产

经营规范化、财务报表标准化。在企业日常经营和管理

上，建立自己的经营思路，注重技术的投放量，积极引进

先进的科技和优秀的技术人才，建立企业经营的现代化

制度，提高企业生产产品质量和企业整体管理水平。

（2）提升企业自身信用。诚信是经营之本，小微企业
想要从银行申请到贷款，一定要提高企业自身信誉和信

用评级，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建

立完善软信息系统，组建专业的财务团队，提高财务人员

的素质，加强财务管理，保证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和可靠

性，对外界和银行提供完备的财务信息。

（3）与中小银行保持长期合作关系。经济学上有一个
理论就是，多次合作可以降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发生

的概率。小微企业可以与中小银行采用关系型借贷模式，

寻求几个合作的银行，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银行与小微

企业之间建立软信息系统，企业负责人应该经常跟银行

沟通项目进展情况，可加大小微企业的贷款概率、降低银

行的贷款风险。在银企双方合作过程中要不断地保持信

息沟通，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困难和危机，促进双方共同

进步，让信任成为双方长期合作的桥梁。

2. 对中小银行的建议。
（1）增加金融产品种类，制定小微企业审贷方式。中

小银行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竞争优势，找准市场定位，立足

于本地区，努力使自己成为优秀的本土银行，向小微企业

服务的专业化道路发展。在此基础上，银行要十分重视中

小企业的业务开通，在银行内部征集人才，建立专门服务

小微企业的咨询机构和服务团队。在防范风险的同时要

不断进行产品创新，为小微企业推出适合的金融产品，提

供相应的金融、政策、项目评估和成本盈利等服务。

（2）建立科学有效的信用评级体系及风险评价体系。
目前国家已经出台关于小微企业融资的扶持政策，银行

应该从中担任辅助监管的角色。为了防范风险，中小银行

应该充分利用内部人才，在银行与小微企业之间建立一

套完整的信用评级制度，该体系既要包括企业的财务报

表和能够充分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等“硬指标”的材料，也

要考虑企业的产品市场前景、产品经营潜力和信誉等“软

指标”，综合各方面的指标来量化企业的可投资性，加强

贷款风险管控，保持良好合作关系。

3. 对政府部门的建议。
（1）利用差别化经济政策，加大对专业化中小银行的

扶持力度。目前国内许多城商行服务小微企业取得了很

好的成绩，但是缺少政府的扶持无法形成完善的中小银

行专业化服务小微企业的服务体系。所以政府应该利用

差别化经济政策，适时提供财政支持和减税措施，积极疏

通小微企业融资渠道以缓解小微企业融资燃眉之急，并

给予指导和资金援助，加大经济和金融扶持政策，专门为

中小银行和小微企业制定贷款区别政策。

（2）合理引导、规范民间金融。在互联网金融的影响
下，小微企业有很大部分融资来自民间金融，但是民间融

资存在很多问题无法成为小微企业的政策融资渠道。政

府应该鼓励民间金融向专业化中小银行转变，如可以发

起或者参与小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小型金融机构的

建立，并完善小微企业与这些金融机构融资的法律法规

制度，维护好金融机构与小微企业的合法利益，使银企之

间关系型贷款业务得到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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