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瑞：全流程助力中小银行

小微服务“新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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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程瑞 

 

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当前经济总基调保持

“稳字当头”和“稳中求进”。小微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如何做好小

微企业金融服务逐步成为保实体、保就业、保民生的问题关键。日前，国

务院金融委会议强调，金融机构必须从大局出发，坚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中小银行作为服务小微企业主力军，能否全方位评估困境、全流程应对挑

战，无疑决定着“稳”的基石能否打得牢、“进”的动力能否挖得到。 

毛细血管与微循环： 

小微企业发展需要“增提降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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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毛细血管，呈现“五六七八九”典型特征，

即在中国经济中小微企业贡献超过 50%的税收、60%的 GDP、70%的技

术创新、80%的城镇就业及占比超过90%的市场主体。作为实体经济之基、

民生就业之本，小微企业更是发挥着微循环的重要作用。数据显示，在疫

情时期，市场中小微主体从2019年的1.2亿户到2021年增长至1.5亿户，

尤其在批发零售、制造业、住宿餐饮、建筑业、居民服务等领域，小微主

体占比最高达 97%。 

 

图：小微企业发挥微循环作用 

面对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传统融资困境，普惠金融一直扮演着

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是货币政策多方发力，通过央行降准、支小再贷款等

在货币层面给予小微企业发展增加资金支持。二是货币工具直达传导，通



 

 - 4 - 

过延期还本等付息工具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实现小微企业融资流动性再

提升。三是压降融资成本，通过对小微贷款的规模、户数、信用贷、续贷

等指标量化评价，让普惠型贷款平均利率大幅降低。四是财政方面减税降

费，通过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方面的定向税费减免和优惠政策为小微企

业进一步补贴扶持。 

货币政策、信贷政策、财政政策等多措并举初步实现小微企业融资活

动的增、提、降、补，逐步释放小微经济体的市场活力。 

雁阵与蜂群： 

中小银行小微服务面临“内外交困” 

随着小微经济体活力释放，小微金融多层次市场主体格局也在初步形

成。当下，在国有大行层面，头雁效应愈加明显。据悉，从 2017 年开始，

国有大行普遍设置了独立的普惠金融事业部，采取事业部制的闭环管理，

形成专门的信贷审批、风险管理、资源保障、绩效考核等组织机制。数据

显示，国有六大行在所有银行普惠型小微贷款中占比从 2019年的 27.9%，

增长到 2021 年 34.4%。 

相较之下，中小银行呈现蜂群效应。主体数量最多，在普惠型小微贷

款体系中占比份额最高，达到 46%、接近一半，是名副其实的小微金融体

系主力军。同时，单体能力相对不足，更多通过行内自建、合作共建等方

式，靠与增信机构、助贷平台形成市场合力。例如，融资性担保公司、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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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公司等增信机构对小微金融客户下沉发挥信用支点作用；互联网助贷平

台利用技术赋能帮助区域性银行提升小微金融能力，对优化小微企业金融

生态发挥技术支点作用。 

 

图：小微服务呈现多层次体系 

正是自身能力先天不足的特点，中小银行的小微服务模式面临诸多挑

战。首先是外部挑战。在成本压力方面，疫情的冲击和大行的挤压给中小

银行服务小微带来双重负面影响。小微企业在民生类市场主体中占比较高，

当经营面临困难时，还款能力恶化，导致小微信贷不良率的风险攀升。由

于国有大行拥有比较强大的资金优势、规模效应及网点优势，也导致中小

银行的获客成本更高、业务难以持续维系。在收入压力方面，大行的挤压

和监管的收紧也带来双重负面影响。尤其中小银行面临与助贷机构合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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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的互联网贷款余额总量限制、异地放款限制等，直接倒逼助贷合作模式

亟需改造。 

其次是内部挑战，表现为风控、获客和科技三大难题。在风控难题上，

大行下沉导致中小银行不得不进一步耕耘下沉市场，被迫开发风险更大的

长尾客户，对风控能力提出严苛要求，短期内需要快速升级风控模型，而

中小银行恰恰在技术、资金和人才方面更加迟钝、匮乏。在获客难题上，

受监管要求，中小银行未来只能区域性经营，导致获客受限和空间受限，

而中小银行的物理网点的增加又很难在短期甚至在中长期内快速解决。在

科技难题上，资金不足和人才短缺也导致中小银行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缓

慢、滞后，而简单的技术升级又无法实现规模效应，从而自限于技术瓶颈。 

石子、钢筋与水泥： 

全流程重塑小微服务“新基建” 

不难发现，“内外交困”之下，中小银行小微服务的核心要素呈现共

性。回归诸多要素本身，逐个击破、全流程提升或许是小微企业服务的破

局之道。 

第一，科技支撑。中小银行对数字化转型在态度上已有共识，如何在

资源约束的条件下构建与中小银行适配的科技建设路径需要监管与市场共

同努力。是科技外包，还是抱团研发，值得更多探讨。如中小银行在抱团

研发方面已经取得成功实践。一个是农信社体系，现在很多省联社搭建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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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98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