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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继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进一步提

出，要“推动普惠小微贷款明显增长、信用贷款和首贷户比重继续提升”。

这些政策信号体现出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的重视，也对金融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提出更为明确的要求。 

中小微企业所处的金融服务环境获得明显改善，但发展环境需继续改

善 

金融货币政策稳健灵活，持续加大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在党中央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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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2020年以来，人民银行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牵引带动作用，设

立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项直达实体

的货币政策工具，助力中小企业和困难行业持续恢复；通过增加再贷款、

再贴现额度支持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信贷投放，增强政策的直达性、精准

性。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多次通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LPR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等手段，引导市场利率下降，推动企业综合融资成

本稳中有降、金融系统继续向实体经济让利。通过分层次、有梯度地运用

一系列货币政策工具，保持了合理适度的货币供应量，维护了市场预期稳

定，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多部门综合施策，精准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各地政府积极出台助企

纾困系列措施，从用地、用房、财政、营商环境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财

政、税务等部门联合推动制度性、结构性、阶段性税费优惠政策组合发力，

有效降低了中小微企业税费负担。工信部等 19个部门印发《“十四五”促

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从政策体系、服务体系、发展环境等领域，提出促

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依托全国信用信息共

享平台，推广“信易贷”模式，建成运行了全国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

务平台，截至 2021 年末，通过平台累计发放贷款超过 7 万亿元；同时，

着力解决中小微企业在产权保护、招投标、市场准入等领域遇到的困难，

深入推进实施公平竞争，为中小企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金融机构全面发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在中央政策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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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谋求自身转型的双重驱动下，银行通过提高金融科技运用能力，在线

上业务、数字经营上开拓创新。例如，大型银行依托核心系统和评分卡技

术，整合小微企业、企业主行内外数据信息，替代客户财务报表数据，打

造数字普惠“五化模式”，创新“小微快贷”，并推出面向小微企业客户

的手机移动端融资新平台——“惠懂你”App，全面提高普惠金融服务覆

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塑造了行内共知、社会认可、客户点赞的普惠金

融服务品牌。 

在多方合力下，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信贷供给呈现

稳定增长态势。截至 2021年末，全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近 50万亿元；普

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19.1 万亿元，同比增速近 25%，有贷款余额户数

3358.1万户，同比增加近 785万户；小微企业信用贷款同比增速 32.6%。 

但是，由于内外部经济环境和中小企业固有特性影响，中小微企业的

发展仍显迫切。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特别是信用融资难问题仍然存在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以来，各金融机构加大普惠领域创新力度，普惠

金融整体市场发展迅速。近 3 年来，全市场普惠金融贷款增速持续保持在

30%以上，但与市场主体需求相比，仍存在融资服务覆盖面不足、信用贷

款占比偏低、贷款额度偏小等问题，需要持之以恒予以改进。 

融资服务覆盖度仍然不足。调研显示，有 60%~80%的小微企业存在



 

 - 5 - 

融资需求。相对于我国 1.5 亿庞大的市场主体数量，目前获得银行贷款的

小微企业数量约 3500万户，覆盖面为 22%，金融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还

存在缺口。特别是对于个体工商户、自就业主体、创新创业者等长尾市场，

融资需求更早、更散、更短、更小，现有的金融服务模式，尤其是信用贷

款服务能力更难满足这类客户的融资需求。 

信用融资服务比例仍然偏低。很多企业在经营环节中出现现金流不足，

而金融机构对企业发展潜力、人才储备、技术能力等“软信息”的评估和

精细化分析能力不够，迫使其更加重视企业的第二还款来源——抵押物。

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性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小微信用贷款余额占比不足

20%，头部银行信用贷款一般占比为 30%左右，还有 1/3的全国性银行的

信用贷款占比低于 10%。而中小微企业恰恰固定资产规模普遍偏小、资产

结构中可抵押物比例较低，加剧了融资难问题。此外，依靠抵押、担保等

方式，推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还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房地产行业的系统

性风险，对防范金融风险增加了难度。 

可获得的信用贷款额度仍然偏小。据调查，各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

的抵押类贷款最高额度可达 1000万元~3000万元，户均余额多在 150万

元~200万元之间，但信用类贷款额度普遍较低，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信用贷

款户均余额多在 50 万元~70 万元之间，互联网银行信用贷款户均余额大

多不超过 10万元。单纯的信用贷款，可能难以满足大部分客户的资金需求，

对于企业经营来说显得杯水车薪，只能通过补充抵质押品、增加担保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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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提高获贷额度。 

金融机构需要进一步加强创新，为信用贷款提供支撑 

数字普惠模式的实践，已经为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特别是信用融

资难提供了可行路径。持续提高中小微企业信用贷款占比，需要在数字经

济的背景下，深化数字普惠模式，不断加大模式和服务的创新力度。 

第一，金融机构需要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提高客户画像能力。从信用

贷款的供给侧看，目前只有少量头部机构，结合自身经营优势，从数字普

惠、社区金融、平台经营等方面积极探索，初步形成了信用贷款的服务模

式。大量的金融机构，需要解决缺少数据源、数据分析与挖掘能力较弱问

题、提升科技能力支撑和下沉经营力度，破除固守传统信贷业务理念。减

少过于依赖抵质押物放贷，部分商业银行小微企业抵押类贷款的占比甚至

超过 80%，不利于普惠金融的增量、扩面，所以，金融机构需要补足信用

贷款能力短板，结合自身的经营特点和优势，探索形成以数字普惠模式为

主，以社区经营、平台场景经营为有效补充，特色鲜明、功能齐全、多元

互补的普惠金融信用贷款供给体系。 

第二，金融机构需要丰富信用贷款产品体系，持续增加金融供给。从

一些数字普惠模式较为成功的金融机构实践情况看，“云税贷”“税易

贷”“税务贷”等基于小微企业纳税数据创新的贷款产品成为信用贷款的

主力。但近几年，信用贷款的产品发展也遇到了瓶颈。一方面，商业银行

产品同质化竞争激烈，优质的纳税客户成为银行间竞争的焦点，服务覆盖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9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