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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1 月 21日，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七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刘鹤主持会议。会议表示要“努力帮助民营经济、中小企业解决最直接的

现实困难。要把握好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大力支持中小企

业健康发展，金融机构要不断提升能力，做到敢贷、愿贷、能贷、会贷。” 

点评要点： 

 中小企业发展现状与问题：融资难、融资贵现象依旧显著 

2018 年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指出，我国中

小企业发展特征可以概括为“五六七八九”，即“贡献了 50%以上的税收，

60%以上的 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

的企业数量。”整体上 2013 至 2018 年期间，我国中小微企业营商环境不

断改善，总量规模不断扩大，产业分布更趋合理，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中的作用日益显著。但随着中小企业的总量扩张，民营中小微企业面临的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也愈发突出。 

首先是结构层面上的融资贵问题，民营企业由于企业性质原因存在显著的

“民营企业融资溢价”，即同评级地方国企与民营企业发行的产业债存在

明显信用利差。另外一方面则是总量侧面的融资贵问题，由于货币政策传

导不畅问题的存在，导致央行通过压低短端货币市场利率的政策操作不能

有效传导至信贷市场，历史上，短端 7天同业拆借利率向 1Y 期 SHIBOR 的

传导较为有效，但对于贷款利率的传导并不明显。 

 金融机构要敢贷、愿贷、能贷、会贷”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政策体系上延用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要保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

性与可持续性”，即总量政策上，货币市场以及中期利率中枢仍需要保持

在较低的相对水平，同时注重疏通传导机制，实现总量上的“降成本”；

结构性政策上，要发挥精准导向的货币政策效用，实现精准滴灌。 

服务体系上由于中小银行天然有寻找较高息差资产的特性，因此中小银行

更偏好中小企业贷款。同时，中小银行具有显著的渠道下沉优势，即相较

于大型商业银行可以更加充分了解当地企业的经营情况，对其信用风险进

行更加有效的判断。因此应支持地方性“中小银行”对接“中小企业”。 

发展环境上，要注重改善中小企业的营商环境，保护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权益。首先要构建公平竞争的环境，同时要注意完善产权制度，健全数据

立法，放宽市场准入，为中小企业发展创新提供动力。 

风险提示：疫情反复，经济出现超预期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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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1 月 21 日，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鹤主持会议并讲话。“努力帮

助民营经济、中小企业解决最直接的现实困难。要把握好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金融机构要不断提升能力，做到敢贷、愿贷、能贷、会贷。” 

1. 中小企业发展现状与问题：融资难、融资贵现象依旧显著 

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

分办法（2017）》，中小企业分类标准如下： 

表 1：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农、林、牧、渔业 营业收入(Y) 万元 Y≥20000  500≤Y＜20000  50≤Y＜500 Y＜50 

工业 *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40000 2000≤Y＜40000  300≤Y＜2000 Y＜300 

建筑业 营业收入(Y) 万元 Y≥80000 6000≤Y＜80000  300≤Y＜6000 Y＜300 

 资产总额(Z) 万元 Z≥80000 5000≤Z＜80000  300≤Z＜5000 Z＜300 

批发业 从业人员(X) 人 X≥200 20≤X＜200  5≤X＜20 X＜5 

 营业收入(Y) 万元 Y≥40000 5000≤Y＜40000 1000≤Y＜5000 Y＜1000 

零售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50≤X＜300 10≤X＜5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20000  500≤Y＜20000 100≤Y＜500  Y＜100 

交通运输业 *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30000 3000≤Y＜30000  200≤Y＜3000 Y＜200 

仓储业* 从业人员(X) 人 X≥200 100≤X＜200  20≤X＜1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30000 1000≤Y＜30000  100≤Y＜1000 Y＜100 

邮政业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30000 2000≤Y＜30000  100≤Y＜2000 Y＜100 

住宿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 2000≤Y＜10000  100≤Y＜2000 Y＜100 

餐饮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 2000≤Y＜10000  100≤Y＜2000 Y＜100 

信息传输业 * 从业人员(X) 人 X≥2000 100≤X＜20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0  1000≤Y＜100000  100≤Y＜1000 Y＜100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 1000≤Y＜10000   50≤Y＜1000 Y＜50 

房地产开发经营 营业收入(Y) 万元 Y≥200000  1000≤Y＜200000  100≤Y＜1000 Y＜100 

 资产总额(Z) 万元 Z≥10000 5000≤Z＜10000 2000≤Z＜5000    Z＜2000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Y≥5000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资产总额(Z) 万元 Z≥120000  8000≤Z＜120000  100≤Z＜8000 Z＜100 

其他未列明行业 *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原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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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指出，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特征可

以概括为“五六七八九”：即“贡献了 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 GDP，70%以上的技术

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根据 2019 年末发布的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系列报告，总量规模上，截止 2018 年末，我国

共有中小微企业法人单位 1807 万家；同期，我国全部企业法人单位数目为 1857 万家，中小微

企业占比高达 97.3%。中小微企业结构上，中型企业有 23.9 万家，占比 1.3%；小型企业 239.2

万家，占比 13.2%；微型企业 1543.9 万家，占比 85.4%。就业与营收贡献上，2018 年末，中

小微企业吸纳就业人员 2.3 亿人，占全部企业就业人员的比重为 79.4%。拥有资产总计达到

402.6 万亿元，占全部企业资产总计的 77.1%；全年营业收入达到 188.2 万亿元，占全部企业

法人全年营业收入的 68.2%。 

图 1：微型企业占我国中小企业比重超过 85%  图 2：中小企业对经济总量有巨大贡献 

 

 

 

资料来源：Wind，中原证券  资料来源：Wind，中原证券 

整体上 2013 至 2018 年期间，我国中小微企业营商环境不断改善，总量规模不断扩大，产

业分布更趋合理，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著。但随着中小企业的总量扩张，民

营中小微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也愈发突出。 

融资贵问题集中表现为两个层面，首先是结构层面上的融资贵问题，民营企业由于企业性

质原因存在显著的“民营企业融资溢价”，即同评级地方国企与民营企业发行的产业债存在明显

信用利差。另外一方面则是总量侧面的融资贵问题，由于货币政策传导不畅问题的存在，导致

央行通过压低短端货币市场利率的政策操作不能有效传导至信贷市场，历史上，短端 7 天同业

拆借利率向 1Y 期 SHIBOR 的传导较为有效，但对于贷款利率的传导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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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中小企业融资贵问题依然突出 

 

 

资料来源：Wind，中原证券 

与此同时，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也尤为突出。18 年以来，民营企业信用债融资净额持续

进入负区间，且融资量级集中在 500 亿以下；与之相比国有企业的信用债融资净额鲜有负值且

量级大多在 6000 亿左右，二者相差十几倍有余。民营企业作为创新依赖型企业，相对于国企

而言报表并不好看，先进流量周转不够顺畅；同时民企缺乏资本金和优质抵押品，风险抵抗能

力有限各种因素叠加导致民企天然处于融资劣势地位。 

图 4：国有企业信用债净融资量级为 6000 亿左右  图 5：民营企业信用债净融资量时常在负区间 

 

 

 

资料来源：Wind，中原证券  资料来源：Wind，中原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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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融机构要敢贷、愿贷、能贷、会贷”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本次“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着重提出“努力帮助民营经济、中

小企业解决最直接的现实困难。要把握好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大力支持中小企

业健康发展，金融机构要不断提升能力，做到敢贷、愿贷、能贷、会贷。要充分调动各级地方

政府的积极性，创造和持续优化适宜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发展的营商环境。”会议表述直指中小

企业发展的核心问题“融资难、融资贵”，从政策体系、服务体系、发展环境三个层面上部署了

打通堵点的方案，“努力构建中小企业 321 工作体系”。 

首先，政策体系上延用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要保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与可持

续性”，即总量政策上，货币市场利率以及中期利率中枢仍需要保持在较低的相对水平，同时注

重疏通传导机制，通过 LPR 报价有效传导至最终的一般贷款利率，实现总量上的“降成本”；

结构性政策上，要发挥精准导向的货币政策效用，实现精准滴灌，近期人民银行延期了两项直

达实体经济的普惠小微贷款工具，也是这一导向的印证。 

服务体系上，要加强金融机构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植，这一点一方面要鼓励大型商业银行进

行责任承担，更重要的是对地方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金融金融政策扶植。由于中小银行较

高的资金成本以及吸纳资金能力的不足，使其天然有寻找较高息差资产的特性，因此中小银行

更偏好中小企业贷款。同时，中小银行具有显著的渠道下沉优势，即相较于大型商业银行可以

更加充分了解当地企业的经营情况，对其信用风险进行更加有效的判断。因此，支持地方性“中

小银行”对接“中小企业”，是发挥其结构性优势的重要途径。 

图 6：普惠型小微贷款占比情况  图 7：大型银行与中小银行业务导向对比 

 

 

 

资料来源：Wind，中原证券  资料来源：中原证券 

发展环境上，要注重改善中小企业的营商环境，保护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权益。首先要构

建公平竞争的环境，2020 年 7 月国务院审议通过了《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着力解决

目前仍然存在“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同时要注意完善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打

击假冒伪劣，净化知识产权的交易环境；健全数据立法，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放宽市场

准入，为中小企业发展创新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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