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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中让金融回归服务本位 
 

 辜胜阻   庄芹芹  刘伟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让金融成为一池活水，更好地浇灌小微企业、“三农”等

实体经济之树。实体经济是最大的就业容纳器；金融则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其滞后发展或过度发

展都会给实体经济带来不利影响。唯有在改革中让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位，才是治本之策 
  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存在多方面的结构失衡，不仅影响着金融体系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而

且还给实体经济运行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具体表现为：市场利率过高，小微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十分严重。社会融资较多进入房地产和部分产能过剩行业，较少进入新兴、集约型高新技

术行业，对科技创新和经济结构转型的支持力度不足。由于金融资源严重错配，金融体系服务实

体经济的效率不高，“金融热、实体冷”所导致的“资金空转”蕴含巨大金融风险。而且，表外

融资过快发展，直接渠道利用不足。 
  提升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形成有利于实体经济健康、快速

发展的金融生态，需要重构多元化、多层次金融体系，推进大中型金融机构和草根金融机构、正

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商业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传统金融和新型金融业态

共生互补，实现金融领域的市场主体多元化和利率市场化，从而在改革中使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

济的本位。 
  第一，促进现有资本市场向多层次“正金字塔形”的资本市场转变，加快推进“新三板”扩

容，大力发展场外交易，显著提高中小微企业直接融资比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提高直

接融资比重。多层次“正金字塔形”的资本市场体系，不仅可以满足不同性质、不同规模的企业

的融资需求，还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并大幅增强抵抗金融风险的能力，促进实体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主板多，中小板少，创业板少，场外交易更少，与企业需

求不相适应。金融改革的重点就是要改变这种形态，要让“倒金字塔”变为“正金字塔”。比如，

创造更多有利条件以鼓励中小企业通过新三板直接融资；大力发展“四板”和“五板”市场，使

具有创新能力的优质企业与资本市场对接以缓解其融资困局。此外，要规范发展债券市场，让大

型企业融资更多转向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稳步推进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和完善多层次“门当户对”

的商业融资体系，形成多元竞争的银行市场主体，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重视从供给端发力。化解

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关键在于突破我国金融体系的最大“短板”，大力发展与之相匹配的民间金

融、草根金融和普惠金融。当前，鼓励民间资本更多的发起设立中小金融机构以弥补我国金融体

系短板已是大势所趋。在推进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中小金融机构的过程中，监管部门要将工作重

点放在“事后监管”层面上来，以更宽松的准入释放民间资本活力，以更严格的监管防范可能的

风险。要完善配套制度建设，建立退出机制、破产机制、并购接收和存款保险制度；充分激发民

间资本活力，给予民营中小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的空间，鼓励其以贴近实体经济的金融产品和

服务方式谋求自身发展。此外，商业银行也要借此契机，通过金融创新增强大型商业银行面向中

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能力。 
  第三，完善多层次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体系，大力发展直接股权投资，让更

多“闲钱”和“游资”进入实体经济。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股权投资具有要素

集成、筛选发现、企业培育、风险分散等功能，通过完善股权投资链体系能够在企业不同成长阶

段支持其发展和创新。首先，要通过培育区域创新文化、发挥政府资金的杠杆作用等方式壮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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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投资家队伍，完善天使投资信息平台，规范相关政策法规体系，促进天使投资发展。其次，要

通过减免税费、建立风险投资引导基金、跟进投资等方式，培育、优化股权投资参与主体结构，

引导风险投资由重晚轻早、急功近利行为向更多关注早期创新型企业转变，进而改变股权投资的

短期逐利性，营造长期投资氛围。拓宽风险投资基金来源，让保险资金和各类社会资本参与风险

投资基金设立，多样化其资金汇聚渠道。最后，构建股权投资多重退出机制，使股权投资退出方

式更加多样化。 
  第四，构建多层次金融担保体系，建立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推进政府金融公共服务发展。

建设包括政策性信用担保、商业性信用担保和互助型担保“三位一体”的多层次信用担保体系，

推进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制度建设，增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服务，发挥信用信息服务在融资中的作

用。要完善中小企业信息征集机制，加快中小企业在工商、国土、税务、质检等部门公共数据的

整合和共享；建立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小微企业信息沟通机制，积极推进政、银、企之间的合

作，减少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第五，完善多层次财政扶持和政策金融体系，应对市场“无形之手”失灵问题。面向小微企

业和“三农”的金融业务，高成本、高风险、低效益，对银行利润贡献低，单靠市场“无形之手”

难以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需靠多样化的税收工具等“有形之手”对金融机构的相关服务予

以激励。可考虑在现有所得税、营业税、印花税等减免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定向对创新创业型小

微企业金融业务给予税收优惠。探索建立风险补偿基金以弥补银行等金融机构发放相关贷款形成

的损失；从下调准备金率、增加信贷规模等方面对向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银行给予支持。

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成立专门面向小微企业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推动现有政策性银行运营机制和

业务模式创新，增强对“三农”及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同时，要注重产业政策、财税政策、金

融政策的联动机制，最大限度降低资产评估、抵押担保等中介收费水平，有效影响企业经营和投

资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