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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界定与报告背景

注释：仅摘录部分行业划分标准作示例之用，详见《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
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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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工信部等四部委发布的《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对我国各行业中大、中、小、微型企
业的划分标准进行了修订，按照修订后的标准，以零售业为例，微型企业指从业人数10人以下且营业收入100万以下的企
业，小型企业指从业人数10-50人且营业收入在100万到500万的企业，以此类推。本报告对企业规模的定义同该划分标准
保持一致。
“融资”指资金融通，广义的融资既包括资金融入还包括资金融出，本报告研究范围仅限于资金融入。资金融入又分为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两种方式，“间接融资“通过银行、信托等金融中介机构获得融资，”直接融资“则不通过
金融机构，以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获得融资，本报告研究范围仅限于“间接融资”且聚焦于贷款业务。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存在已久，2018年在经济增速放缓、流动性趋于短缺的压力下，
该难题更加突出，为缓解该问题，监管层陆续推出多项举措，使得中小微企业融资话题又一次受到广泛关注。本报告希望
对该问题进行探讨，梳理该问题的难点、分析当下各类模式和机构的价值、寻找未来行业发展趋势，并为政策监管、企业
经营及该领域的投资提供建议。

中国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标准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零售业
从业人员(X)

营业收入(Y)

人

万元

X≥300

Y≥20000

50≤X＜300

500≤Y＜20000

10≤X＜50

100≤Y＜500 

X＜10

Y＜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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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从业人员(X)

营业收入(Y)

人

万元

X≥300

Y≥120000

100≤X＜300 

8000≤Z＜120000

10≤X＜100

100≤Z＜8000

X＜10

Z＜100

建筑业
营业收入(Y)

资产总额(Z)

万元

万元

Y≥80000

Z≥80000

6000≤Y＜80000

5000≤Z＜80000

300≤Y＜6000

300≤Z＜5000

Y＜300

Z＜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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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来源：艾瑞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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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微企业贷款有较大空间

中国小微企业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占GDP的比例约60%、纳税占税收总额的比例约50%，而2017年金融机构小微企
业贷款余额占企业贷款余额的37.8%，小微企业经济贡献与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的贷款支持力度有较大差距。针对该
差距，以经济贡献测算，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未来空间预计为当前规模的1.6-2.5倍；以日本情况测算，我国金融机
构小微企业贷款未来空间预计约为当前规模的5倍。多政策出台支持小微企业融资，为空间实现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症结在于风控，具体包括提高风控效果难、成本与效果兼顾难

小微企业因管理不完善、报表不规范，其信用水平难以很好地评估；要很好地评估小微企业的信用水平，需要在获
取信息的广度、信息的丰富度、授信算法等方面有所提升，而要提升这些方面需要投诸较多的人力和成本，风控的
成本难以把控。

宏观现状

模式分析

未来趋势

建议

供应链金融授信基于真实贸易往来，在风控上具备优势

供应链金融模式具备真实的贸易往来，且贸易往来中形成的应收账款、存货、预付账款等资产可作为抵押品，供应
链金融业务在风控上具备优势。

税务信息贷款模式是当下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最佳模式，模式空间暂未释放，预计未来将高速增长

税务信息具备覆盖的企业面广、信息维度多且与风控效果相关性大、信息准确度高、电子化存储便于风控全自动等
优势，是当下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最佳模式。从我国税务监管模式和发票产业链来看，税务信息集中度高。税务
信息贷款模式的从业机构目前仅包括 “银税互动”平台或税控系统服务商旗下小微企业融资平台。

支付信息贷款模式优势多，且在覆盖微型企业方面有独特优势，模式空间暂未释放，预计未来将高速增长

支付信息贷款模式的优势同税务信息贷款模式类似，且在覆盖微型企业方面有独特优势，即随着线下支付的快速发
展，支付信息得以覆盖微型商户的经营信息。支付信息集中度较高，该模式的从业机构仅包括银行卡刷卡产业链中
的银行卡收单机构、第三方支付产业链中的第三方支付机构。

产业链将分化成“资金-风控-获客”三环节，从业机构依贷款额度差异错位竞争，关键竞争要素将趋于多元

参考消费金融行业过去三年的产业链变迁历程，预计未来小微企业贷款产业链将分化成为“资金-风控-获客”三环
节。随着产业链分化，未来关键竞争要素将趋于多元。

政策层面警惕道德风险、推动信息共享；投资看好税务信息贷款、支付信息贷款两个细分赛道

就企业经营而言，建议在不同阶段关注不同的经营要点，例如在成长期需要加强品牌建设、为小微企业提供配套服
务。就投资而言，看好税务信息贷款、支付信息贷款两个细分赛道，看好这两个细分赛道中的“银税互动”第三方
金融科技平台、税控系统服务商旗下小微企业融资平台、第三方支付产业链中第三方支付机构三类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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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结构

来源：艾瑞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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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融资并非一个行业，准确地说，是多个行业同时面临、试图解决的一个问题。本报告在探讨该问题时，遵照难题
提出、难题分析、难题解决的思路。与此同时，本报告对该难题涉及的部分细分领域按照难题分析框架进行梳理和比较。

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提出，分
析该问题的空间、政策环境。

难题
提出

难题
原因及
模式分析

典型
企业案例

行业
未来趋势

建议

分析该难题的具体原因及解决切入点，
梳理当下解决它的各种模式之间的相互
关系，逐一分析各类模式的价值点。

对典型企业进行分析，根据结果
性数据对各项能力进行衡量，以
了解各类模式的实际运用效果。

在政策监管、企业经营、投
资价值方面提供建议。

分析行业未来在宏观层面、产业链变迁、
行业竞争等方面的趋势。

报告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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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融资宏观现状 1

小微企业融资模式分析 2

典型企业分析 3

小微企业融资未来趋势 4

监管、经营及投资建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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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微企业贷款融资难现状
小微企业的经济贡献与金融机构对小微的贷款支持不匹配
中国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比较对象是大型企业的融资情况，具体体现是，对比我国小微企业对整体经济的贡献情
况，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融资的支持力度不够。对于该问题，一组数据可见一斑，央行行长易纲的演讲报告中指出，中国
小微企业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占GDP的比例约60%、纳税占国家税收总额的比例约50%，而2017年末中国金融机构小微
企业贷款余额占企业贷款余额的比例约37.8%，小微企业的经济贡献与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的贷款支持力度有较大差距。
与我国的该情况相对比，日本中小企业（根据日本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日本中小企业的规模与中国的小微企业规模相似）
贡献的GDP比例约50%，而日本国内银行的企业贷款和贴现中中小企业占比约62%，日本与我国企业融资环境有所不同，
但可以看出日本小微企业的经济贡献与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的贷款支持力度较为相当。

注释：金融机构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银行业非存款类金融机
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信用社和财务公司。银行业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包
括信托投资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和贷款公司等银行业非存款类金融机
构；小微企业贷款包括小型企业、微型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的贷款。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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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第十届陆家嘴论坛（2018）”的主旨演讲《关于改善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几个视角》。

©2018.11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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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未来空间（1/2）
以经济贡献测算，贷款空间预计为当前规模的1.6-2.5倍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第十届陆家嘴论坛（2018）”的主旨演讲《关于改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几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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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小微企业的经济贡献与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的贷款支持不匹配，小微企业贷款业务尚存在未被满足的市场空间。
以中国小微企业的GDP占比、税收占比为基准，以中国大中型企业的融资情况为目标，估算金融机构小微企业的贷款空
间，预计分别为2017年末实际贷款余额的2.45倍、1.64倍，目前我国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业务空间较大、发展还尚处早
期。 中国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未来空间测算

编号 指标（2017年底数据） 数据 数据来源或核算方式

A1 小微企业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占GDP的比例 60% 《关于改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几个视角》

A2 大中型企业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占GDP的比例 40% =1-A1

A3 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大中型企业贷款余额（亿元人民币） 502734.2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A4 以大中型企业的GDP贡献占比测算总体企业贷款余额空间（亿元人民币） 1256835.5 =A3÷A2

A5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空间（亿元人民币） 754101.3 =A4-A3

A6 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小微企业2017年末实际贷款余额（亿元人民币） 307437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A7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空间与实际贷款余额的比例 2.45 =A5÷A6

编号 指标（2017年底数据） 数据 数据来源或核算方式

B1 小微企业纳税占国家税收总额的比例 50% 《关于改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几个视角》

B2 大中型企业纳税占国家税收总额的比例 50% =1-B1

B3 以大中型企业的纳税占比测算总体企业贷款余额空间（亿元人民币） 1005468.4 =A3÷B2

B4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空间（亿元人民币） 502734.2 =B3-A3

B5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空间与实际贷款余额的比例 1.64 =B4÷A6

测算方式一：以中国小微企业的GDP占比为基准，以中国大中型企业的融资情况为目标

测算方式二：以中国小微企业的税收占比为基准，以中国大中型企业的融资情况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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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未来空间（2/2）
以日本情况测算，我国贷款空间预计约为当前规模的5倍
以日本中小企业从日本国内银行获取的贷款和中小企业创造的GDP比例为基准，估算我国金融机构小微企业的贷款空间，
预计该空间为2017年末实际贷款余额的4.93倍，此外，以日本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占比与中小企业GDP贡献占比的比值为
基准，估算我国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空间约为实际余额的5.43倍，我国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业务空间较大、发展尚处
早期。
与我国企业融资环境相比较，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企业融资渠道较多，尤其是直接融资比例较高，使得中小微
企业融资难的程度相对缓和。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直接融资比例较小，较为接近我国情况，与此同时，日本中小企业贷款
问题得到较好地解决，因此选择日本为基准估算我国未来增长空间。

中国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未来空间测算

编号 指标（2017年底数据） 数据 数据来源或核算方式

A1 日本GDP（亿日元） 1430950 日本内阁府

A2 日本中小企业GDP比例 50% 综合公开资料后暂估

A3 日本中小企业创造的GDP（亿日元） 715475 =A1ⅹA2

A4 日本国内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的贷款和贴现余额（亿日元） 2184145
中小企业贷款和贴现余额减个人贷款余额后所得；贴现占比小；日本
中小企业的规模与中国的小微企业相似；数据来源于日本央行

A5 日本中小企业贷款与贴现余额与创造的GDP比例 3.05 =A4÷A3

A6 中国GDP（亿元人民币） 827121.7 国家统计局

A7 中国小微企业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占GDP的比例 60% 《关于改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几个视角》

A8 中国小微企业创造的GDP（亿元人民币） 496273.0 =A6ⅹA7

A9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空间（亿元人民币） 1514982.7 =A8ⅹA5

A10 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小微企业2017年末实际贷款余额（亿元人民币） 307437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A11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空间与实际贷款余额的比例 4.93 =A9÷A10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第十届陆家嘴论坛（2018）”的主旨演讲《关于改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几个视角》、日本内阁
府、日本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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