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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微企业是促进就业、改善民生、推动创新、

发展经济的基础性力量，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举

足轻重。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

重大冲击，相对于大中型企业而言，小微企业的经

营恢复和生存压力更大，成为经济持续恢复需要重

点破解的问题。而且相关研究表明，在经济遭受冲

击而处于下行期时，银行信贷存在“选大放小”的

“质量逃亡”效应（Flight to Quality）。如何创新小微

企业金融服务模式，实质性改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质效，对于小微企业应对当前疫情带来的经营冲击

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都至关重要。

一、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监管政策
引导要求不断迭代升级

为解决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问题，监管政策引导

要求不断迭代升级。

一是从单一政策要求转为多维政策目标。从最

初的“一个不低于”（小企业信贷增速不低于上年），

到 2008年的“两个不低于”（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

增速，增量不低于上年），再到 2015年的“三个不低

于”（小微企业贷款户数不低于上年同期户数，小微

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小微企业

申贷获得率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再到 2020年提

出的“四维目标”（增量、扩面、提质、降本），政策的

目标不断丰富。

二是以监管政策引导带动监管评价检查。在近

年来金融监管部门的年度重点检查和市场乱象整

治中，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政策的落实情况一

直是重点。2020 年 6 月，银保监会印发《商业银行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监管评价暂行办法（试行）》，明

确了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评价体系和奖惩机

制，将评价结果与监管评优、政策奖励或监督整改

挂钩。

三是从外部监管政策下沉到内部经营要求。为

了激励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倾斜提供金融服务，监

管部门提升了银行的小微贷款不良容忍度，降低

了小微企业信贷的风险权重。在外部政策激励的

同时，监管部门也对金融机构提出了“内部经营要

求”：设立小微企业事业部，推行小微企业授信尽职

免责，全国性银行普惠性小微企业贷款内部资金转

移定价优惠力度不低于 50个基点，将普惠金融在

分支行综合绩效考核中的权重提升至 10%以上等。

在监管政策的引导和推动下，我国小微企业贷

款持续快速增长。截至 2020年 5月，我国普惠型小

微企业贷款余额超过 1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速

27.6%；平均利率 6.03％，较 2019 年全年平均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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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 0.67个百分点①。

二、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关键
在于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和机制

尽管我国小微企业贷款得到了快速增长，但是

其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然持续存在，小微企业金融

服务难题仍未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小微企业融资的

供需缺口依然较大。

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系

统性问题，但金融机构的服务模式和机制创新是关

键。从宏观上看，我国的融资结构不合理，长期由间

接融资主导导致小微企业资金需求过于依赖银行

信贷。从行业上看，缺乏专门针对小微企业的政策

性金融机构，融资的政策型担保、风险分担机制不

完善。从业务经营上看，小微企业信贷的经营模式

和供给函数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金融机构服务小

微企业的内生动力和信贷能力仍然不足。宏观和中

观层面的影响因素非常重要，但这两个都是慢变

量，且近年来我国金融体系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

结构在优化，政策性银行支持和政策型融资担保力

度也在加大，但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却没有得到实

质性解决。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解决好小微企业

融资难题还需要更加重视金融机构的服务模式和

机制创新。

供需两端的问题相互交织，让金融机构服务小

微企业面临“不敢贷、不能贷、不愿贷”的三角循环。

小微企业存在信息不完善、财务报表不规范、抵质

押物缺乏、风险防控压力大等问题，金融机构在营

销获客上缺乏差异性，在贷款定价上缺乏精细化，

在风险管理上过于依赖抵质押物，在产品供给上匹

配性不高，使得金融机构在传统模式下经营小微企

业贷款面临很大的压力，不敢贷、不能贷、不愿贷。

也正因如此，虽然小微金融服务自上而下的政策部

署不断完善，但是自下而上的承接能力缺口持续较

大。事实上，金融机构“不敢贷、不能贷、不愿贷”三

角循环的背后，是金融机构在传统的信贷经营模式

下，小微企业贷款的“规模—成本—风险”函数关系

一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在没有新的信贷模式和机

制创新情况下，金融机构“不敢贷、不能贷、不愿贷”

的三角循环难以突破。

三、金融科技破解小微企业金融
服务“三角困局”

金融科技发展和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实践

表明，金融科技与金融服务的融合发展正在创造新

的信贷模式。近年来，为了缓解小微企业贷款面临

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和更好释放数据生产力，金融机

构越来越重视金融科技的赋能作用，积极从产品设

计、资金筹集、营销获客、征信审批、风险定价、交易

支付、贷后管理到风险处置等环节入手，对银行信

贷供应链进行全流程改造。

一是布局战略化，金融机构积极出台金融数字

化转型的战略规划，明确了转型的路线图、时间表

和资源投入。

二是融合深度化，金融与技术的融合越来越紧

密，金融机构通过科技赋能，对前、中、后台进行数

字化再造。

三是业务智能化，利用金融科技推动产品创

新，并嵌入多维度、高频次的交易场景中，为客户提

供智能化的综合服务解决方案。

四是渠道一体化，金融机构不仅通过线上渠道

发力，还对线下网点进行数字化改造，推进网点转

型升级，整合形成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全渠道体系。

疫情期间，传统线下金融业务几乎停滞，金融

业务线上化、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非接触式”金

融服务快速发展。疫情发生后，在供给和需求的共

同推动下，金融机构充分利用金融科技的赋能作

用，加大产品创新，积极推进业务的线上化、数字

化、智能化改造。在信贷方面，金融科技创新应用在

疫情发生之前主要聚焦于 C 端（个人端），而疫情

发生后更加重视 B端（企业端），注重以供应链、贸

易链和产业链为基础的企业金融服务。在风险管理

①欧阳洁，屈信明.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下降
［N］.人民日报，2020-06-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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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金融机构强化贷前、贷中、贷后的场景、数据

和技术支持，积极推进风险管理的数字化、智能化

改造，降低对抵质押物和第三方担保的依赖，提升

风险评估的有效性、风险定价的精细化和风险预警

的前瞻性。这些“非接触式”金融服务对缓解小微企

业贷款难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政策部门已经意识到金融科技对小微企业金

融服务的赋能作用，积极支持金融科技发展和金融

机构的数字化转型。2019年 8月，中国人民银行发

布了《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 年—2021

年）》，提出要进一步增强金融业科技应用能力，建

立健全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四梁八柱”。疫情爆发

后，2020年 4月份银保监会发布《关于 2020年推动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增量扩面、提质降本”有关工作

的通知》，6月份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委发布《关于

进一步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都

明确提出要运用金融科技赋能小微金融服务。这两

个政策涉及到建设数字化金融基础设施、线上线下

一体化的营销获客、大数据智能风控能力、智能贷

后管理、强化产融数字一体化和金融服务模式创新

等，核心是利用金融科技优化小微企业贷款模式，

提升小微贷款供应链能力。与此同时，监管部门针

对金融数字化发展的监管政策做出了适应性调整，

如制定出台了《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

法》，探索推进银行远程开户，支持非接触式金融服

务和互联网贷款业务，不断拓宽金融数字化发展的

柔性边界。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是一个世界性难题，1931

年英国“金融产业委员会”提出的“麦克米伦缺口”

（“资金的供给方不愿意以中小企业所要求的条件

提供资金”）在全球普遍存在。世界各国近一个世纪

的政策探索和金融科技的发展实践表明，改善小微

企业金融服务和发展普惠金融的关键不靠政策补

贴，而是靠机制创新和模式创新。在数字科技和金

融科技的发展支持下，技术、场景、金融的融合发展

创造了小微金融服务的新获客模式、风控模式、盈

利模式，银行的战略部署、组织体系和信贷文化也

在随之改变，小微企业信贷的“规模—成本—风险”

函数关系正在快速改变，信贷供应链能力正在快

速提升。在金融机构、科技企业、政策部门的共同努

力下，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机制和模式正在发生

蝶变，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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