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开伟：大力支持中小企业
健康发展 金融机构该如何
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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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6日，在广州第 17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和首届中小企业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作书面

致辞时指出：中小企业是国家财富的重要创造者，是提供就业的主渠道，

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是造就大企业的蓄水池。强调各部门各地方要为中

小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解决中小企业面临的各种困难，大力支持中小

企业健康发展。 

刘副总理再次强调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表明了中央高层对中小企

业发展的高度重视，也再次显现了中小企业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的重要

地位。当然，之前中央政府也在各种不同会议上多次强调支持中小企业发

展，并为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出台了大量优惠财税金融政策，使我国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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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一些实际困难比如融资贵、融资难、税赋重等问题得到了不同程度的

解决，对中小企业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但刘副总理此时再次强调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也在一定程度

上表明了当前我国中小企业确实还面临着不少问题，有些问题也一直没有

得到很好的解决，这对中小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较大的拖累。目前

来看存在的主要问题有：行政审批事项仍然较多，政策透明度不够，企业

时常陷入无所适从境地；各类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快，中小企业面临较大的

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压力；融资难融资贵是一大金融顽疾一直没有得到根本

解决等等。 

今天刘副总理强调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作为金融机构应充当

重要角色，承担重要使命；且金融机构在信贷服务、上市融资、创新金融

服务工具等方面都可以大有作为，在金融服务方面的拓展空间还相当之大。

所以，作为金融机构应责无旁贷，深知肩上使命，认真学习领会刘副总理

的讲话精神，吃透吃准讲话精髓，努力布局好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的棋局，力争做出特色、做出成效，做出影响力。 

从当前现实看，金融机构应在五方面做好具体布局： 

指导思想上要树立健康金融服务意识，消除金融服务歧视行为，做到

一碗水端平。作为金融机构应端正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指导思想，正确

认识到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社会作用，既要看到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

展的经济意义，更要看到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社会政治意义。指导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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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是一切行动的指南，金融机构只有树立了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健康金融

服务意识，把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置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高度，才

能坚定自身金融服务理想与信念，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上积极主动，毫不

动摇，尤其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中遇到一些实际困难就会迎难而上，不退

缩、不回避，根据实际情况和不断变化的客观经济环境，适时调整好自身

金融发展战略定位，使自身经营发展方向与金融服务能力始终与中小企业

发展相适应，形成与中小企业患难与共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急中小企业

之所急、想中小企业之所想，始终把自己与中小企业放在平等的地位上，

通过建立各种信息交流平台，加强与中小企业的沟通交流，增强银企信息

联络的透明度，使中小企业随时了解金融政策，也使金融机构随时掌握中

央政府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精神，形成良性互动局面。同时，把支持

中小企业与支持大企业放在同等重要位置，纠正重视大企业而忽视中小企

业的片面金融服务倾向，在金融服务政策、金融服务方式、金融服务产品

等方面做到一碗水端平，让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在信贷服务、上市融资等方

面公平均等地享受金融优惠政策的阳光雨露。 

行为上要构建健康金融服务方式，消除金融支持偏向行为，做到政策

利益均沾。作为金融机构除了在思想上形成支持中小企业的健康金融服务

意识之外，在金融服务行为上也要积极构建健康向上的金融服务方式，就

是在支持中小企业信贷服务和上市融资上不能出现偏向，反对把过多机会

留给大企业，而对中小企业的信贷融资与上市融资等利益诉求不放在心上

的做法；或者支持中小企业喊在嘴上，雷声大雨点小，就是没有落实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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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运行上，阳奉阴违，大搞形式主义，将中央政府有关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的政策措施悬在空中。或者即便支持中小企业，也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

人为设置高门槛，将大量可以支持的中小企业挡在信贷服务与上市融资的

需求大门之外，人为加大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局，使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成为始终难以逾越的鸿沟。过去正是因为金融机构存在金融服务偏向，

才使得中央政府出台的若干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优惠政策措施难以落

地，既加剧了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矛盾，也使中小企业陷入更加经

营困难的尴尬局面。由此，下一步，按照刘副总理的要求，金融机构在支

持大企业与支持中小企业上平均用力，尽量让所有企业都能均等地享受金

融优惠政策，在信贷服务、上市融资、发行债券等方面都能对中小企业实

现无障碍的全方位开放。 

产品创新上要形成健康开发意识，消除顾此失彼行为，做到金融服务

全面普惠。搞好中小企业金融服务，除了金融服务指导思想、金融服务政

策、金融服务方式等摆正位置之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在金融服务产品

创新上也要有健康的开发意识。就是说金融机构在创新金融服务产品上不

能只重视大企业的金融服务工具，也应重视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工具。过

去中小企业之所以享受金融服务不均等，除了金融机构思想上的偏差之外，

还在于缺乏有效的金融服务工具，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产品创新严重不足，

使得许多中小企业面对林林总总的金融服务不能涉足，使自身融资受到很

大局限。同时，因为缺乏有效的、较强的、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工具，使

得中小企业获得金融服务的成本较高，让中小企业望金融服务兴叹；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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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为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产品开发的成本较高，金融机构也人为减少对中

小企业金融服务产品的开发，使得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瓶颈更加明显。对

此，下一步落实刘副总理讲话精神，需要金融机构在金融产品创新上消除

顾此失彼的行为，在金融科技投入上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服务力度，

尽快改变当前与大企业相比处于落后的格局，开发出种类齐全、服务到位

的金融服务产品，补齐中小企业金融产品创新短板，让中小企业能够在金

融服务上充分享受普惠的阳光，茁壮成中国经济大家庭中的重要力量。 

机构协作上形成健康互动意识，消除彼此拆台行为，做到互利共赢。

在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上，金融机构的力量固然重要，但金融机构

毕竟只能在融资方面提供尽可能的服务，力量十分有限，不是包打天下的

“英雄”，在很多方面更是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有力支持。如果离开了政府

机构以及各部门密切配合与支持，金融机构只能陷入唱“独角戏”尴尬境

地，金融机构或将一事无成，不仅会误中小企业的发展，也会让金融机构

陷入“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本”的困难经营境地。这是很好的经验教训，过

去正是因为政府与金融机构缺乏有效沟通，没有建立互信互助关系，使很

多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难以落实到位，或受到较大的阻力只

能半途而废。对此，要很好地落实刘副总理的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出金融

机构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主观能动性，必须摆正自身位置，加强

与政府机构以及部门的联系，积极主动向政府机构以及部门汇报，将自己

支持中小企业的想法与政府机构沟通好，让政府了解金融机构的真实服务

意图，引起政府机构对金融机构服务中小企业工作的支持，消除政府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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