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nance 金融, 2022, 12(5), 524-530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fin 
https://doi.org/10.12677/fin.2022.125056   

文章引用: 王英华. 政策性银行缓解中小微文旅企业融资约束对策研究[J]. 金融, 2022, 12(5): 524-530.  
DOI: 10.12677/fin.2022.125056 

 
 

政策性银行缓解中小微文旅企业融资约束对策

研究 

王英华 

云南财经大学，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2022年8月15日；录用日期：2022年9月9日；发布日期：2022年9月26日 

 
 

 
摘  要 

在文旅融合、全民旅游、全域旅游的趋势下，中小微文旅企业在促进经济发展，满足人民精神需求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大多中小微文旅企业由于难以提供足质的抵押资产，经营活动容易受到不可控因

素的干扰等，往往面临着严重的融资约束。政策性银行是我国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拾遗补

缺的政策性导向功能。本文通过对政策性银行和中小微文旅企业的融资约束状况进行论述，分析政策性

银行在缓解中小微文旅企业融资困境中的作用，并提出政策性银行缓解中小微文旅企业融资约束的建议，

以期帮助中小微文旅企业更好地获得政策性资金支持，缓解融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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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tourism integration, national tourism and global tourism,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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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sized and micro-cultural tourism enterprises play a vital role in promoting economic de-
velopment and meeting people’s spiritual needs. However, most of them are difficult to provide 
adequate mortgage assets, and their business activities are easily disturbed by uncontrollable fac-
tors, often facing serious financing constraints. Policy bank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bank-
ing system and play a policy-oriented function of picking up and making up deficiencies. This pa-
per discusses the policy banks and the financing constraints of medium and small-sized micro-cultural 
tourism enterprises, analyzes the role of policy banks in relieving the financing difficulties of me-
dium and small-sized micro-cultural tourism enterprise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policy banks to relieve the financing constraints of medium and small-sized micro-cultural tourism 
enterprises, in order to help them obtain policy financial support better and alleviate the financ-
ing constr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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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策性银行概述 

政策性银行是由政府创设、参股或保证，不以盈利为目的，专门为实施经济社会政策而进行融资和

信用服务的金融机构，同时具有政策性与金融性双重特性(陈相甫，2020；曾维彪，2006；谢平，等，2017) 
[1] [2] [3]。企业通过政策性银行进行融资的方式主要包括：政策性银行贷款、政策性银行投资和政策性

银行担保(丁孜山，等，2005) [4]。不同于普通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融资具有明显的引导性、优惠性和

限制性(马雪峰，2014) [5]。政策性银行向特定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政府的扶持意

愿，从而能够引导其他来源的资金流入企业。“保本微利”是政策性银行的经营原则之一，其向具有较

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企业提供的资金支持往往具有利率较低、期限较长、规模较大的特点。但是，

政策性银行的扶持对象以及扶持资金的用途也具有较强的限制性(刘庆生，等，1997；丁孜山，2003) [6] [7]。 

2. 中小微文旅企业融资状况分析 

由中国旅游协会文旅投资分会牵头发布的《文化旅游行业投融资需求调研报告》指出约 60%的文旅

企业存在资金缺口，其中约有 70%资金缺口在 500 万元以上，近 60%的企业亟需注入长期资金；在文旅

企业的融资渠道调查中发现，内部集资、银行和信用社贷款分别居于第一位和第二位；在疫情的长期影

响下，多数投资机构对文旅项目持谨慎态度 1。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文旅企业资金需求旺盛，资金来源渠

道传统且有限，融资压力较大。具体分析，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我国文旅企业尤其是中小微文旅

企业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 

2.1. 自身桎梏造成资金流受阻 

中小微文旅企业具有“轻资产”的特点，难以提供足质的抵押物，而且生产经营活动容易受到外部因

素的冲击，不确定性较大(褚杉尔，等，2018；王大为，等，2015；周晓光，等，2018) [8] [9] [10]，再加

上财务信息不透明、征信系统不完善等(彭祝斌，等，2016) [11]造成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外部融资渠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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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获得的信贷资金往往规模较小、期限较短、成本较高，面临着较为严苛的融资约束(赵文平，2010) [12]。 

2.2. 投融资体系不健全，难以形成良性的资金链循环 

首先，直接融资途径闭塞。我国的股权等直接融资市场并不发达，对于文旅企业来说，缺乏文旅创

投孵化设施与产品，难以形成完整的“募、投、管、退”周期性运行，中小微文旅企业更是难以拿到直

接融资市场的入场券。其次，间接融资渠道受限。我国文旅企业的间接融资模式多为基于土地资产抵押、

索道、交通或运营设施融资租赁的债务融资(王笑宇，2021) [13]，但是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轻资产”的

限制使得中小微文旅企业的债务融资需求被拒之门外。另外，供需不对称，盲目投机现象使得资金流动

不畅。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消费者对文旅项目的需求逐渐从低层次的感官体验向更高层次的互动参与

以及知识获取转变，但是，与需求不相匹配的是，目前文旅项目的投资和建设仍呈现出明显的绿地、网

红打卡项目堆积的特点，难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释放。 
文旅企业大部分为中小微企业，与上市文旅企业相比，面临的融资约束更加严重。融资约束不仅削

弱了文旅企业的创新能力(潘玉香，等，2016；宋瑞，等，2021) [14] [15]，而且限制了文旅的资源开发，

降低了企业的盈利能力，严重制约了旅游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杨秀云，李忠平，等，2019) [16]。在疫情的

冲击下，中小微文旅企业更需要“金融活水”的灌溉。但是由于内外部因素的限制，中小微文旅企业通

常难以从以盈利性为主的商业金融机构获得信贷资金，政策性银行作为商业性金融机构的补充，理应发

挥其政策性引导功能，缓解中小微文旅企业的融资困境。但政策性银行对缓解文旅企业融资困境的相关

研究较少，具体影响机理、支持措施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3. 政策性银行融资缓解中小微文旅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机理 

3.1. 弥补商业性金融机构的金融支持缺位 

3.1.1. 对中小微文旅企业融资渠道的补充 
商业性金融机构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往往倾向于选择投资风险相对较小、投资周期短而又有较高

经济效益的项目，在融资企业的选择上也更倾向于经营状况良好，资金充裕，偿债能力较强的大型企业。

中小微文旅企业在自身和外界固有因素的限制下，收益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往

往不愿意提供融资服务，或者不能足额提供中小微文旅企业所需的资金。这就造成了中小微文旅企业“融

资难”的现象，阻碍中小微文旅企业的发展。但政策性银行具有明显的逆向选择特征，即在市场机制不

予选择或无力选择时，向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弥补市场失灵(王学人，2007；赵晓芳，等，2010) [17] [18]。
在中小微文旅企业无法获得商业性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的时候，政策性银行融资为其提供了一条可行之

径，是对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拾遗补缺”。 

3.1.2. 完善金融机构体系，营造健康的金融生态环境 
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商业性金融机构占据主要位置，但商业性金融机构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在金融

市场扭曲，金融生态环境恶化时难以发挥作用。我国的政策性银行虽然数量不多，但却发挥着商业性金

融机构不能取代的作用，弥补了以商业性金融家机构为主体的金融体系的缺陷。细化到中小微文旅企业

来讲，政策性银行完善了以商业性金融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为中小微文旅企业的发展营造了更为健康的

金融环境。 

3.2. 扩大中小微文旅企业融资规模 

政策性银行帮助中小微文旅企业扩大融资规模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策性银行通过为

中小微文旅企业提供贷款，增加其融资渠道，起到扩大中小微文旅企业融资规模的作用。二是发挥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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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导向功能，扩大中小微文旅企业的融资规模。政策性银行连接财政与金融、宏观与微观，可以以少量

资金带动大量社会资本，流向中小微文旅企业(周彦琳，2011) [19]。当政策性银行对中小微文旅企业提供

资金支持时，表明了政府对中小微文旅企业的扶植倾向，反映了经济趋势，能够激发其他投资者的投资

热情，从而能够扩大中小微文旅企业的融资规模，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田杨，2009) [20]。 

3.3. 降低中小微文旅企业融资成本 

政策性银行为符合标准的中小微文旅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并给予贷款期限和比例优惠，能够降低中

小微文旅企业的融资成本，减轻企业压力。此外，针对商业银行向符合规定的小微文旅企业所投放的信

贷，政策性商业银行也将予以利息补偿，这就间接地减少了中小微文旅企业的投资成本。同时，也有助

于引导合作的商业银行对中小微文旅项目进行直接融资扶持，从而增加了对中小微文旅项目的直接投资

规模。另外，通过政策性商业银行所开展的转贷款等服务，将构建政策性商业银行和中小银行业机构之

间优势互补的资金协调体系，向合作商业银行批发直接融资产品，以低成本融资方式带动合作银行利率

下行，从而大大降低了对中小微文旅产业的直接投资成本。 

4. 政策性银行促进中小微文旅企业融资发展的建议 

政策性银行更好服务中小微文旅企业，需要资金与服务相配合，紧紧围绕“增量、扩面、降本、提

质、增效”要求，向中小微文旅企业“输血”的同时，提升企业的“造血”能力。 

4.1. 扩大贷款发放规模 

4.1.1. 提升信用贷款发放比例 
首先，应改善中小微文旅企业财务信息不充分的状况，打破信息孤岛，打通信息向信用，信用向信

贷的转化链条。为此，政策性银行在贷前审核时应扩大信用信息的采集范围，通过各种方式收集中小微

文旅企业的缴费、纳税信息、管理层信用信息、旅客流、订单流信息等替代数据，增加“软信息”的考

核比重，有效解决中小微文旅企业缺乏信用评级信息的问题。另一方面政策性银行要加强风险控制，避

免提升信用贷款发放比例带来的风险增加问题。首先，应进行专业化的人员培训，实行独立的贷款审批

制度，落实制度实施，明确权责范围，从银行运行机制上严格控制风险；其次，政策性银行应着力提升

金融科技水平，发挥金融科技在风险防控过程中的作用。采用用户画像、多重风险定价等大数据分析方

法，结合区块链的可追溯性、不可窜改性，以及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提升风险控制能力及效率。

为保证中小微文旅企业按时还本付息，政策性银行可根据成本回收周期，定制分期还款期限，缓解企业

还款压力。根据中小微文旅企业的具体情况通过制定还款激励计划、联合有关部门加大违约惩罚力度等

措施激励企业履行约定。 

4.1.2. 扩大抵(质)押品的范围 
在申请抵押担保贷款时，银行业金融机构往往倾向于选择厂房设备等易于估值、所有权明晰的资产

作为抵押品。而很多中小微文旅企业尤其是一些节目表演类文旅企业，无形资产占比较大，难以提供符

合要求的抵(质)押品，从而限制了其融资能力。针对这一问题，政策性银行应根据中小微文旅企业的资产

特点，在风险可控，运营可持续的前提下，积极探索文旅设施所有权、旅游景区经营权、旅游建设用地

使用权、林权、特许经营权、知识产权抵(质)押融资，以解决中小微文旅企业抵(质)押品不足的问题，为

商业性金融机构扩大抵(质)押品范围提供可以参考的路径。 

4.1.3. 与中小银行优势互补，积极发展转贷款业务 
政策性银行分支机构少，人员不足，但在资金拥有量、资金使用成本等方面存在优势。而中小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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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经验丰富，能够掌握更多中小微文旅企业的信息，但资金使用成本高。转贷款业务能够结合政策性

银行的资金成本优势与中小商业银行的服务优势，从而使低成本的政策性资金流入中小微文旅企业。 
在开展转贷款业务时，贷款利率的确定以及风险把控和设计风险分担机制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中小

微文旅企业获得转贷款服务时，所支付的利率应低于商业性金融机构所要求的平均水平；在风险控制方

面，中小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应各司其职，分别负责对借款中小微文旅企业的筛选调查、资金贷放，

和贷后管理工作的监督审查，确保资金用途；在设计风险分担机制时，政府财政可发起设立贷款风险补

偿资金池，商业性金融机构共同参与，当亏损发生时，各方按事先约定的比例共同分担。 

4.1.4. 大力发展文旅供应链金融 
供应链金融可以通过核心企业获得上下游企业的信用信息，并通过核心企业进行价值链传递，为上

下游中小微企业融入免担保、低利率的资金。政策性银行发展文旅供应链金融，能够在降低银行风险的

同时，将资金输送到信用等级低、抵(质)押品不足的中小微文旅企业，将政策性金融活水引灌到中小微文

旅企业。 
政策性银行开展文旅供应链业务，一是要进一步提高对文旅供应链金融的认识，切实认识到做好文

旅供应链金融业务的重要性。二是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对处于供应链重要节点的中小微文旅企业，应

根据项目可行性、风险可控程度，增加信贷投放规模，实行弹性信贷措施。可根据核心企业提供的担保

质量，简化对上下游中小微文旅企业的贷款审批程序。三是创新业务模式，创新线上供应链业务，突破

线下模式的限制。四是加强风险防控。要严把企业准入关，选择社会效益显著的中小微文旅企业。重点

关注核心企业的风险控制，实现精准有效的全方位风险管控。 

4.2. 发挥政策性银行杠杆作用，撬动更多社会资金 

政策性银行资金来源有限，单靠自身力量难以满足中小微文旅企业的融资需求，政策性银行应通过

多种方式，激发杠杆作用，撬动更多商业资金涌向中小微文旅企业。政策性银行在经营独家贷款的同时，

可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合作，以联合贷款的方式，确定贷款比例和风险承担比例，共同向中小微文旅企业

发放贷款。此外，政策性银行应加强与保险、证券、担保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联动互补，积极整合资金、

信息和管理优势，通过债权、股权、增信多种方式为中小微文旅企业提供多元化融资服务，从而以少量

的政策性资金带动商业性资金流向中小微文旅企业。 

4.3. 积极降低中小微文旅企业融资成本 

4.3.1. 优化利率定价能力 
政策性银行向中小微文旅企业发放优惠贷款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利率优惠，因此，政策性银

行要优化利率定价能力。首先要贯彻执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积极推进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工作，使

中小微文旅企业能够享受 LPR 改革带来的红利。其次要提升差异化、精细化定价能力，在考虑自身各项

成本的基础上，根据中小微文旅企业的发展阶段、经营状况等制定适合于不同企业的定价实施细则，确

保降低处于融资困境的中小微文旅企业的融资成本。 

4.3.2. 主动减费让利，减轻中小微文旅企业负担 
在中小微文旅企业融资过程中产生的除利息以外的其他各种费用，对于一些体量较小、融资服务需

求更大的小微文旅企业来说，也是一种不小的负担。政策性银行主动减费让利，既能减轻中小微文旅企

业的资金压力，也体现了银行对企业的鼓励和关怀。政策性银行应围绕“降、减、免”等多种角度，深

度挖掘减费让利空间，通过降低融资担保费率，取消账户余额管理、资金池等收费项目，减免对中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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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企业贷款过程中产生的抵押物评估费等费用，降低中小微文旅企业融资成本，发挥政策性银行职能。 

4.4. 全面提升服务质量 

4.4.1. 重视网上门户建设，畅通信息传达渠道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通过移动端来获取信息和服务，网上门户的建设越来越

重要。政策性银行各分行通过网上门户可以根据本地企业需求和发展状况更具针对性地介绍金融产品及

服务，发布行业最新动态，公布区域的金融政策安排及落实状况，从而为本区域的中小微文旅企业提供

更优质的服务。然而，很多政策性银行各级分行并未建设独立的网上平台，仅能从总行网站的分支机构

找到分行的简单介绍。鉴于此，各政策性银行各级分行应积极加强网上平台建设，通过官方网站、微信

公众号、小程序等网上门户及时发布银行金融产品、地区金融政策、金融市场最新动态等信息。并为企

业提供线上咨询服务，借助题目设置，根据中小微文旅企业的具体回答，通过系统为其筛选适合的融资

方式，并接洽专业机构，为中小微文旅企业提供适合的融资方式。对于有特殊需要的中小微文旅企业，

政策性银行应提供人工客服服务，针对性地为企业答疑解惑，解决问题，提升中小微文旅企业的融资能

力。 

4.4.2. 线上线下对接，提升融资效率 
政策性银行网点少，人员配备不足，这会降低其服务于中小微文旅企业的效率，但由于成本限制而

且不能参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的竞争，政策性银行不能大规模增加其营业网点和人员数量。此外，中小微

文旅企业的融资需求具有“短、小、频、急”的特点，这也对政策性银行融资效率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为提升服务效率，政策性银行可通过大数据等创新技术的运用，发展线上信贷模式。在贷款审批方面，

全流程线上操作，避免提供繁琐的纸质材料，避免客户来回奔忙；在还款方式上，根据中小微文旅企业

实际资金需求，制定灵活的还款方式，随借随还，用时计息，还款后即停止计息，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

本。通过发展线上融资模式，实现政策性银行与中小微文旅企业的“线上直连”，解除时间与地点的限

制，线上线下齐发力，实现中小微文旅企业的审批快捷化、放款快速化。 
此外，政策性银行应鼓励基层从业人员下沉企业，加强对中小微文旅企业的知识普及，并通过现场

产品宣介等形式为中小微文旅企业提供综合性的金融服务，提升中小微文旅企业在贷款申请等方面的知

识和技能。同时政策性银行应加大与文旅厅的合作力度，落实名单制服务对接。全面梳理中小微文旅企

业名单，深入挖掘处于有潜力、有市场、发展前景好的企业，为每家中小微文旅企业配备客户经理和产

品经理，落实“一企一策”，为企业提供差异化、高质量的金融服务。 

4.4.3.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政策性银行在可持续的基础上为中小微文旅企业扩大信贷支持、降低融资成本、提升服务质量的重

中之重在于人才队伍的建设。首先，在人才的聘用上除了要重视其专业素质和道德素养，还应重视应聘

者的服务意识和政治觉悟。由于成本限制，政策性银行应更重视冗员问题，多渠道并用，不拘一格招聘

复合型人才，建设一支精悍的人才队伍。其次，在人才培养上，政策性银行应创新培养方式，加快员工

各项能力提升。例如，可采取“导师制”员工培养模式，选择业务精湛的员工一对一指导业务不熟练的

员工，进行人才培养长效机制建设。为培养文旅专项业务人才，政策性银行可组建“文旅金融业务兴趣

小组”，通过员工意愿征询、资格审查、理论测试等方式，在政策性银行内部选拔出一定数量的对文旅

业务感兴趣、具备扎实金融知识的员工加入“文旅金融业务研讨兴趣小组”，定期邀请金融及文旅方面

的专家对小组成员进行重点培训，组织小组成员交流学习，配套建立成长档案，持续加强文旅金融业务

后备力量，同时研讨开发具有文旅特色的金融产品，创新文旅金融特色服务。 
政策性银行应重视完善激励制度，提升员工服务于中小微文旅企业的动力。首先，应完善职工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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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使能力突出的员工能够得到合理晋升，在全行范围内形成积极向上、良性竞争的氛围，避免出现

冗员严重、消极怠慢的现象。其次，应完善绩效考核制度，不应仅以业绩作为考核标准，还应将为中小

微文旅企业提供的各项服务，以及带来的社会效益纳入评优评先、职级评定标准中，提升政策性银行服

务于中小微文旅企业的内生动力。此外，政策性银行要落实尽职免责工作。按照相关中小微文旅企业支

持政策，明确尽职免责标准、完善容错纠错机制、细化工作办法和流程，制定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保

障制度的有效落实。 

5. 结语 

文旅产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受过疫情强烈冲击之后，以更加不折不挠的韧性服

务于人们的精神文化需要，但是融资约束依然是制约中小微文旅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各政策性银行应

进一步承担起政策导向职责，多措并举帮助中小微行稳致远。同时，各中小微文旅企业也应不断从自身

寻求突破，弥补自身短板，将“金融活水”吸引到自家“田间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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