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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政策下西北地区小微企业
融资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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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北地区小微企业融资现状

根据企业注册资本或者经营过程中借贷资金

来源不同，主要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本文所

指的融资为外源融资。根据金融中介机构有没有进

入企业融资过程，主要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

间接融资是指企业在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等渠道

获取资金的方法，而直接融资就是从市场或投资方

直接获取资金。

（一）融资渠道较少，资金获取难 
目前西北地区小微企业融资渠道较少，大部

分通过自筹资金等方式进行融资。经分析调研数据

发现，西北地区小微企业的注册资金来源渠道除其

他外，占比最高的前三位分别为银行借贷（占比

23.33%），小生意累积（占比 20%）以及工资或农
业生产累积（占比 13.33%）。具体数据如图 1-1所示。

图 1-1 西北地区小微企业注册资金来源

占据近五分之一的企业注册资金来源的银行

借贷方面，往往是小微企业甚至大中型企业的首选。

银行贷款有国家保证，资金来源充沛，但对小微企

业来说，存在贷款门槛限制较高、对小微企业信用

评定过严等情况。

（二）缺少用于抵押担保的固定资产

图 1-2 西北地区小微企业的固定资产分布

西北地区小微企业经营规模小，企业员工有

限，多从事第三产业的经营，可用于抵押贷款的固

定资产较少，故而影响了银行的融资放贷意愿。从

调研数据来看，西北地区小微企业的固定资产中办

公设备占比 66.67%，土地及建筑物占比 33.33%，
运输工具占比 33.33%。具体数据如图 1-2所示。

二、西北地区小微企业融资困难原因

（一）信贷风险高、贷款收益低是阻碍银行等金
融机构放贷的一大因素

小微企业经营信息不透明，大型商业银行想…要

获得准确的信息很困难，为向小微企业放贷而进行

的信用识别和监督的成本很高，且部分企业缺乏信

用意识，市场形象不佳。小微企业管理者在融资的

过程中没有构建诚信的企业文化，忽视了企业信用

的问题，一旦小微企业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后，很

多企业主就逃之夭夭，其结果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将

其列入黑名单，小微企业融资更加困难。

（二）企业自身经营战略的制约
根据调研团队对西北地区小微企业经营战略

的调研成果，有 34.78%的小微企业注重企业自身
的自主研发能力，17.39%的小微企业倾向于降低
运营成本、多元化经营和建立完善的销售网络，只

有 8.7%的小微企业选择提高企业信誉。这说明小
微企业对企业信用重视度普遍不高，提高企业信誉

的意识不强。具体情况如图 2-1所示。

图 2-1 西北地区小微企业首选经营战略

小微企业在制定本公司的发展战略时，对市场

形势产生错误的判断，多数企业盲目跟随国家政策，

追求尽快转型成为创新型企业，成为行业的领头羊。

企业资金过分投入到提升研发能力中去，小微企业

本就在资金上存在缺陷，过分地投入研发将限制企

业的生产和销售，不利于企业资金的回笼，同时也

影响了企业的业绩，长此以往，支出大于收入，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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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会导致企业经营困难，资金链出现断裂。

（三）国内金融机构体系不完备，资本市场区域

化明显 

目前国内金融服务体系结构供给不够完善，企

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问题在不同地区、各行各

业中都有不同程度地体现。虽然国家提倡“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但各项服务措施未能及时落实到

位。西北地区资本市场规模结构不合理，没有充分

发挥出资本市场调配社会资源和企业资源的作用，

致使小微企业未能从资本市场上获得股权和债权融

资。以我国现有的法律来看，针对小微企业信用担

保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担保资金的补偿机

制存在缺陷，为数不多的担保机构提供的担保基金

难以满足众多小微企业巨大的资金需求。

三、破解西北地区小微企业融资困难的对策及

建议

（一）建立完善的管理机制，改善投资环境

西北经济基础薄弱，投资环境较差，通过建立

完善的金融行业管理体制，规范银行等金融信贷机

构对小微企业的信用评定体系，降低对小微企业融

资贷款的门槛，给予企业相应优惠政策，能吸引更

多企业的投资。通过“一带一路”把中国的金融服

务带出去，带到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在对外投资

的同时也学习借鉴别国成熟的金融市场体系，将优

点加以提炼转化吸收，为国内的金融市场提供更好

的服务。

（二）小微企业要提高自身的诚信意识

虽然每家公司都会有自己独特的一套管理理

念，但部分公司缺乏相应的企业道德文化建设，在

进行融资行为时，欺骗金融机构以获得资金，得到

资金后不遵守约定，对资金的支出不加管束，甚甚

至有严重者骗取国家经费，背负上刑事与民事责任。

所以，企业道德建设十分关键，需要建立起一套行

之有效的道德管理理念，公司的服务宗旨、企业领

导的正确价值观会深刻影响到企业员工的生产经营

活动，从而进一步在企业的日常经济行为中得到充

分有效的展示，甚至这些优良的影响会辐射到全社

会，带动社会诚信水平的提升。

（三）改善自身经营战略，优化资金支出占比

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下，西北小微

企业应当认清国内外市场需求，追求精益求精的品

质，加强优质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打造“丝路

经济带”上的卓越品牌。在企业内部进行资金分配

时，要充分考虑研发投入与生产经营投入的比例，

在保证企业创新性不断的前提下，提高企业产品质

量，拓宽产品销售渠道，给企业带来充分经济效益，

保持企业快速稳健的增长态势，提高企业的资金灵

活性，提升产业规模。

（四）实行差别化区域发展，重点支持特色产业

西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根据其特有的地理

位置和人文环境，在经济发展方面有着自身的特点

和优势。在“一带一路”政策的推动下，政府可以

大力实行差别化的区域发展策略，逐步进行基础设

施建设，例如：油气管网络建设、水利工程、风力

发电等工程，使优势产业逐渐向西部梯度转移。企

业产业结构、产品类型不同，经济互补性较强，贸

易潜力巨大，加快地区贸易平台建设、完善沿线省

份城市的进出口政策，确保企业的资源互通。

四、结论与展望

通过此次调研发现，在“一带一路”政策下，

国家开始大力扶持小微企业的发展，推动创业市场

多元化。企业自身虽享受到政府、金融机构、社会

等各方面的扶持，市场经营环境日趋稳定，但依然

存在不少问题亟待解决。企业融资成本高居不下，

银行等信贷机构对小微企业贷款抵押门槛较高，如

果企业采用民间融资等渠道，则会受困于较大的利

息压力，对初创的小微企业发展极为不利。本文通

过对比国内外学者对小微企业融资研究的分析，结

合我国西北地区现状，从企业融资渠道、融资现状、

融资困难原因分析的角度，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与

建议，希望可以给西北地区小微企业的发展提供一

个可靠的理论依据以及发展方式。 
小微企业的快速稳步发展反映了一个国家、一

个市场的完善。小微企业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会

给市场带来更多的选择，也会给青年大学生提供新

的思路与机会。在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环境下，越来越多高校人才选择创业，如果市场环

境完善，必定会营造出企业百花齐放的市场氛围，

激发出更多新的创意与想…法，最终促使我国从创业

走向创新，利于全国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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