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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资金运转在整个企业运营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由于中小微企业的轻资产性质，长期存在难以得到银行金

融政策青睐的问题。近期，穗港两地互联网社团对在穗港

籍 IT创业者展开疫情影响调研。调研数据显示，73%的互联

网企业预估本年度营收下降，其中 67%的企业预估下降幅度

30%以上，互联网中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受到较大影响，收

入锐减，资金周转困难，随时面临倒闭的风险，对应急经

营资金的融资需求强烈，但实际获取融资操作困难。 

 

二、问题： 

疫情期间，政府出台了多项金融救助措施，要求银行

对中小微企业增加贷款，降低利率和各项费用。但当前实

际情况是，基本上只有大企业和优质的中小企业才能享受

到此类金融政策。大企业数量少，税务信息完整，各种信

用信息比较全面，因此政府在纾困扶持方面容易找到落实

点，不管是信贷、还是减免租金、就业补贴，都可以直接

扶持到企业，甚至直接支持到个人。但中小微企业量多面

广，产值低、用人少，政府不能掌握全面、精确的信息，

因而难以建立企业信用记录。 

其次，再贷款、再贴现、延长还款期限，是针对已有

贷款的企业的政策，但是，互联网中小微企业一般没有固

定资产、抵押担保，很难获得银行贷款。加强企业首贷、

续贷服务，提升中小微企业“首贷率”和小微企业无还本

续贷占比，对小微企业减半收取融资担保、再担保费等政

策，也难以真正落地，政策的触角深入不到互联网中小微

企业。虽然政府出台不少针对科技企业的金融产品，但银

行实际放贷操作困难。 

再者，除了贷款资格审批较为严苛外，针对互联网中



小微企业的银行贷款发放也相对较慢。比较常见的情况是，

互联网中小微企业当下急需资金周转，还没有等到银行贷

款到账，已经在快速迭代的互联网生态圈竞争中错失抢占

市场或技术升级的良机。 

 

三、建议： 

（一）针对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实现普惠型中小微企业

的贷款综合成本进一步降低。提高互联网中小微企业贷款

中的信用贷款、续贷和中长期贷款的比例，放宽借贷条件。 

（二）加强政府部门与平台数据共享，推动粤港澳大

湾区信用信息共享，完善粤港澳大湾区信用信息、风险分

担等机制建设。研究建立粤港澳大湾区信贷数据库的可行

性, 透过信贷数据库提供具高可信性的信贷申请人/公司背

景, 信贷纪录, 信贷评分等资料, 为金融机构减低信贷风险。

" 

（三）政府应该主导设计由企业、银行共同管理风险

的，由政府承担风险兜底的特殊供应链金融服务。首要原

则是政府承担担保责任，实现信用兜底。企业提供供应商

和客户信息，银行进行评估和金融服务设计。这个模式既

保证的企业运转，为上下游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提

供了资金支持，又让银行避免风险隐患，可以放下包袱大

胆执行。 

因应疫情影响, 大湾区内各区政府都有各自推出支持当

地企业融资的方案, 但缺乏对跨区营业企业的融资支持对策。

例如, 因应疫情, 香港特区政府在原有的"中小企融资担保

计划"下, 推出由政府作百分百担保的“特惠低息 贷款担保

计划”, 但金融机构所提供的相关信贷产品, 一般只会接受

在香港营业, 在本地注册的企业。建议有关单位研究放宽跨

区营业企业的融资支持方案。此外, 可考虑研究由各区政府

或团体成立粤港澳大湾区信息科技中小微企业融资支持基

金, 推出相关担保计划,支持合资格企业的紧急融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