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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0年初疫情以来，短时间内的居家隔离、停产等使得大量中小企业陷入困境，中央和地方相继出台多

项金融政策为中小企业纾困。后疫情进入了常态化管理与控制阶段，中小微企业作为解决就业，拉动经

济增长的重要市场组成部分，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这类企业的复产复工、

后续发展都需要得到重视，国家政策组合拳及时到位，充分发挥了体制优势，据此本文调研昆明市中小

微企业的金融需求，寻找国家层面、云南省层面以及昆明市所出台的政策以及其他努力，找到普惠金融

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着资源错配、政策宣传不到位、缺乏长效的监督机制等问题，据此给出相应的政策

意见，企业应该努力发展自身增收与节支并行，稳住现金流量，引入高素质管理人才、数字化人才，提

升企业实力，推动合作机会，互帮互助渡过难关。政府要建设数字化基础设施，逐步改善所辖地区的制

度环境，在宏观政策的指引下，强化数字基础设施的全面维护建立完备的风险提示和披露机制，进而加

强对数字普惠金融的信心，才能帮助中小企业进行融资行为。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应当并肩作战，提升

政策扶持中小企业的精准有效，最终实现稳增长、稳就业，使得经济产生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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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COVID-19 in early 2020, a large number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have been in 
trouble due to home isolation and production suspension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The central and lo-
cal governments have successively introduced a number of financial policies to rescue small and me-
dium-sized enterprises. The post pandemic has entered a stage of normalized management and con-
trol. As an important market component for solving employment and driving economic growth,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are the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resumption of production and work, as well as the subsequent devel-
opment of such enterprises, need to be given attention. The combination of national policies has been 
put in place in a timely manner, fully leveraging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financial need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Kunming, searching for poli-
cies and other efforts introduced at the national level, Yunnan Province level, and Kunming City, and 
identifies resource mismatches and inadequate policy promotion between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inclusive finance Based on the lack of a long-term supervision mechanism and other issues, corres-
ponding policy opinions are given. Enterprises should strive to develop their own income growth and 
expenditure savings, stabilize cash flow, introduce high-quality management and digital talents, en-
hance enterprise strength, promote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and help each other overcome difficul-
ties.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build digital infrastructure, gradually improve the institutional envi-
ronment in its jurisdiction, strengthen the comprehensive maintenance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cro policies, establish a complete risk warning and disclosure mechanism, and 
strengthen confidence in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 order to assist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
es in financing behavior. Local government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im-
prove the precis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policy support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ulti-
mately achieving stable growth, employment,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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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初的疫情让全球措手不及。我国为了减小新冠蔓延带来的危害，省市响应中央安排，从采取

居家隔离到减轻税负、减少房租的一系列举措，在 2020 年 3 月起，已经逐步复产复工，但国际上对于疫

情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累计确诊人数超过 4000 万，我国依旧面临较大的境外输入风险，随着时间的

推移，我国的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 
2021 年 2 月，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零三五年远

景目标纲要》，提出应当大力推进“数字云南”建设，同时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健

全政府引导、社会多渠道投入机制，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形成多元化融资

体系。以昆明市辖区 1内共 14 个县、市、区 1中小微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云南省在“后疫情”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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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昆明市辖五华、盘龙、官渡、西山、呈贡、东川、晋宁 7 区，富民、宜良、嵩明 3 县，石林彝族、禄劝彝族苗族、寻甸回族彝族

3 自治县，安宁 1 县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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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小微企业金融支持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推进对中小微企业金融支持建设可以促进云南省经济产业结

构化改革进程，也是云南省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必然要求。 
首先，数字普惠金融支持举措可以推进云南省产业升级。“十三五”以来，全省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三次产业结构从 2016 年的 13.6:35.1:51.3 演变为 2020 年的 14.7:33.8:51.5，并稳定呈现“三二一”状态。

2020 年，第一产业比重较“十二五”末上升 0.8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下降 2.9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

比重则从“十二五”末的 49.4%，提高到 50%以上。这标志着云南省行业结构向高端高新转变，产业基

础能力、产业链水平以及产业结构态势进一步增强。其次，研究对中小微企业金融支持建设可以为昆明

市政府有关部门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这一条件下支持中小微企业决策提供参考。本文的普惠金融支持中小

微企业路径探索对支持和帮助中小微企业积极应对疫情冲击顺利渡过难关有着参考价值。加大对中小微

企业、初创企业支持，完善省级“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培育政策体系，培育更多“小巨人”、单项冠

军、隐形冠军和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形成中小微企业“铺天盖地”的发展局面。最后，探索中

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建设路径可以为探索稳住基本盘，培育更大规模的市场主体，助力“双循环”的

有效途径提供帮助。云南省自由贸易区成立以来，德宏片区、红河片区、昆明片区外贸出口与跨境电商

稳步发展，然而在疫情背景下，我国依旧存在外贸依存度较高、经济安全风险大等问题，云南省支持中

小微企业自主发展创新能够形成在开放环境下实现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2. 相关概念 

2.1. 数字普惠金融 

联合国在“2005 年国际小额信贷年”的活动中提及普惠金融这一概念，随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对这

一概念进行了持续推广。2015 年底，国务院发布《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对普惠金融如

何发展的工作进行了指导，并在其中首次明确了普惠金融的定义：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

业可持续原贝 IJ，通过加大政策引导扶持、加强金融体系建设、健全金融基础设施，以可负担的成本为

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的、有效的金融服务。而数字普惠金融首次被提起是在 2016
年 G20 峰会通过的《G20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贝 IJ》倡议中，该原则指出数字普惠金融为“泛指一切通

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 

2.2. 中小微企业 

中小微企业是与企业经营规模有关的一个相对概念。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规模较小，

相比微型企业来说其生产经营规模又较大。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人口数量不同，因此它们

针对企业规模的划型标准一般也不相同，但这些规定大多将企业划分为大型、中型、小型或微型企业四种。

而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国家和政府通常在政策和支持上也有所区别。对于不同行业而言，由于各个行业经

营特点相差较大，对企业划型标准也会有所不同。我国国家统计局与工信部等单位联合印发的《中小企业划

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为划分企业规模类型的现行标准。这一标准对我国中小企业分为大

型、中型、小型和微型企业四类，并考虑了不同行业的特点，从企业的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和资产规模等指

标出发对中小企业进行界定。本文选择该标准来对中小企业进行划分，篇幅问题不在此进行列示。 

3. 相关文献综述 

3.1. 传统金融对中小企业的支持现状 

目前传统的金融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较少，金融抑制理论由 1973 年被提出，研究认为发展不完全的

金融市场会抑制经济的正常增长。传统的银行会更倾向于将资金借给国有企业、上市企业以及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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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大中型企业，而对于中小企业则“避而远之”，使得中小企业的贷款难度显著提升 Brand et al. (2003)。
薛燕(2020) [1]指出资本规模越大的企业越容易获得贷款；此外“企业主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与贷款

可获得性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财务信息方面，银行更关注中小企业的还款能力，其次才是盈利能力，

谢磊睿(2021) [2]研究表明在中小微企业中，产权不明晰的情况较多，家庭财产与企业财产难以区分的情

况加剧了传统金融对中小微企业的不信任。而企业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管理人员降低风险的意识与

企业经营理念正确与否尚未得到市场的检验，因此也存在着企业融资成本过高，所需付出的利息更多等

问题。这一结论与宁依依(2022) [3]的研究结论类似，其认为即使目前企业金融支持的力度越来越大，贷

款审批速度也更加迅速，但中小微企业想要获得金融支持依旧很困难。 

3.2.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张希颖等(2022) [4]的研究发现，从增速来看，最近 10 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增速有所放缓，一定程度

上表明随着数字金融市场的发展越来越成熟，该行业开始由高速增长阶段向常态增长过渡。2020 年，我

国经济社会各方面均受到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全年经济增速较往年显著下降，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仍

然比 2019 年增长 5.6%，显示了数字金融在疫情时代的独特优势和强大韧性。李师语(2022) [5]认为我国

数字普惠金融近年来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增幅均在 400%以上，平均增幅 899%。

尤其河南、江西、云南、西藏、新疆、吉林、贵州、甘肃和青海均增长 10 倍以上，但因其基础相对较弱，

其总指数水平较发达地区仍有较大差距。上海、北京和浙江等发达地区的指数虽然长期保持靠前序列，

但其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各地区在数字化程度上的差距正逐渐缩小，未来数字普惠金融的突破仍集中在

深度和广度的维度上。孟江(2021) [6]认为目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还存在很大的空间，潜在客户很多，受

疫情的影响，一方面，部分企业和个人可能面临着此前没有遇到过的资金短缺的问题，从而社会的贷款

需求增加；另一方面，医药器械等企业由于社会需求增加和疫苗科研经费的增加，会在此前的基础上扩

大贷款需求。胡嘉瑶(2021) [7]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东西部地区发展差异较大，存在数字化程度两极分化，

消费者认知水平不足，行业标准未统一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3.3. 数字普惠金融的优势 

数字信息技术推动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使得其可获得性更强，特别是与传统的一些机构金融服务

模式来看，该种模式更加的便利于企业的广泛应用，特别是一些农村偏远地区，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

得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更好的应用于金融服务。目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仍然借鉴国际经验，并且需要

进行不断地完善，但我国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仍具有明显的优势。苏依婷(2022) [8]研究认为如数字普惠金

融依托于互联网信息技术，通过云计算和大数据实现了技术服务功能的提高，特别是数字普惠金融模式和

传统模式的极大不同，导致其具有独特的优势，融资效率大幅提升，可以降低金融服务的运营成本，扩大

金融服务的供给覆盖面，根据客户在金融平台上日常交易、生活所产生的各项数据进行分析，来评定金融

参与者的信用等级，从而更好地判断能否为其提供信贷服务(马千等，2022) [9]。邱兆祥，邱兆祥(2018) [10]
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明显的发展优势，同时能够为普惠金融都完善注入活力。王晓(2012) [11]提出从 2011
年起，数字技术的兴起极大地完善了普惠金融的发展，使其内部存在的风险及成本问题得到有效的缓解，

进而拓宽了金融服务的服务范围和区域。但随着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的融合，新的挑战和问题将会出现。 

4. 后疫情时代昆明市中小微企业对数字普惠金融支持的需求 

4.1. 调研城市背景与数据来源 

本次调研地点为云南省省会昆明市下辖的各个区县，昆明市是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之一。地处中国

https://doi.org/10.12677/fin.2023.134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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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自由贸易区、澜湄合作区域、泛珠三角经济圈交会点，是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乃至中东、南欧、

非洲的前沿和重要门户，具有“东连黔桂通沿海，北经川渝进中原，南下越老达泰柬，西接缅甸连印巴”

的独特区位优势，土地面积 21012.54 平方千米，常住人口 850.20 万人，户籍人口 588.60 万人，因此企

业众多，经济发展较快。 
2021 年，昆明市克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疫情防控常态化等多重困难，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统筹安全和发展，经济健康运行，社会和谐稳定。全年实现生产总值 7222.50 亿元，按可比价

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3.7%，两年平均增长 3.0%。其中，第一产业增值 333.12 亿元，增长 6.9%；第二产

业增值 2287.71 亿元，下降 0.3%；第三产业增值 4601.67 亿元，增长 5.4%。三次产业结构为 4.6:31.7:63.7，
三次产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8.8%、−2.6%和 93.8%，分别拉动 GDP 增长 0.3、−0.1 和 3.5 个百

分点。 
全市工业增加值 1571.95 亿元，比上年增长 6.2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7.0%。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689.12 亿元，增长 5.9%。其中，税收收入 541.23 亿元，增长 5.0%；非税收入 147.89 亿元，

增长 9.5%。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28.2 亿元，增长 6.1%。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3.2%。

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10.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10.4%，住房保障支出增长 2.5%。固定资

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7.8%，两年平均下降 0.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386.4 亿元，增长 10.3%；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52,523 元、19,507 元，分别增长 9.4%、10.1%。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比上年上涨 0.2%。至 2021 年末，全市提供有效就业岗位 17.33 万个，城镇新增就业 17.89 万人，城

镇登记失业率为 3.86%，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12.17 万人。为了得到昆明市的企业数据，项目组成员

以网上发布问卷、电话访谈、线下扫楼以及参与企业招聘会现场等形式，选取了昆明市 120 家企业进

行了问卷调查，尽可能多的了解企业的真实情况，经过筛选，有效问卷为 98 家中小微企业。调研时

间为 2022 年 4 月到 2022 年 8 月，经过了两轮的调研，调研期间仍旧处于后疫情时期，政策为常态化

管理。调研内容分为两个方向，一方面是企业的基本情况，例如规模、年收入、注册资本等，另一方

面是企业对于普惠金融的需求，是否了解当地的金融支持政策、以及是否获得了普惠金融支持等，问

卷问题共有 15 个。 

4.2. 样本情况 

目前，昆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将择优选取一批优质中小企业给予资金补助，力争 2023 年培育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超 50 户。集中抓好中小微企业市场主体倍增培育工作，力争中小微企业市场主体数量突破

50 万户。本次调研的昆明市中小微企业都属于民营企业，总计有效数量 98 家。在调研的企业中，70.1%
企业的员工人数不超过 50 人，51~100 人的企业占 15.4%，101~500 人的企业占 14.5%，员工人数在 100
人以内的企业占 85%y 以上。同时，5%的企业是国有控股企业，1.1%的企业是集体控股企业，93.9%的

企业是私人控股企业。行业分布上，批发和零售业占 23.6%，住宿和餐饮业占 14%，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占 11%，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 7.3%，农、林、牧、渔业占 7.2%，建筑业占 5%。被调查企业背景统计

见下表 1。 

4.3. 问卷调研结果 

4.3.1. 调查整体情况分析 
所调研的企业由于都属于中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差，即使是在疫情的常态化防控期间，大多数

都面临较大的压力，有一半以上的企业认为此次疫情对自身发展造成了极大影响，甚至导致企业的经营

困难，约 25%的企业认为影响不明确或者可以接受，仅有不到 10%的企业认为不存在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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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urvey questionnaire sample statistics 
表 1. 调查问卷样本统计 

员工规模 企业控股类型划分 行业分布划分 

员工人数 比例 控股类型 比例 行业分布 比例 行业分布 比例 

50 人及以下 70.1% 国有控股 5% 农、林、牧、渔业 7.2%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1% 

51~100 人 15.4% 集体控股 1.1% 采矿业 1.1% 房地产业 4% 

101~500 人 14.5% 私人企 
业控股 

93.9% 制造业 11.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7.3%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 

3.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5% 

    建筑业 5%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1% 

    批发和零售业 23.6%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2%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2% 卫生和社会工作 0.2% 

    住宿和餐饮业 14%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1% 

数据来源：根据回收的调查问卷整理得到。 
 

企业面临的压力中(如图 1)，选项设置为多选题，70%的中小微企业感受到了疫情带来的安全压力，

超过一半的中小微企业认为企业的成本上升了，疫情期间，企业虽然停工停产，但工人工资、房租、贷

款本息等成本费用支出依然刚性，复工复产后，口罩、额温枪、酒精等防护物资的采购也增加了企业的

生产成本，加剧了资金紧张的局面。在疫情爆发初期面临着订单无法如期交付的压力，这与经济形势不

好有关，企业资金流入减少，也有 2020 年初实行的居家隔离与管控相关，只有 13.5%的企业认为其债务

偿还压力大。 
 

 
Figure 1. Businesses are under pressure 
图 1. 企业面临压力 

4.3.2. 疫情对昆明市中小微企业经营的影响 
疫情严重冲击了小微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小微企业受到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共同冲击。市场萎缩、

生产受阻、成本高企，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面临巨大困难。疫情期间小微企业主要经营指标出现快速恶

化，订单、用工、收入、盈利等指标大幅下滑。2020 年 1~4 月，被调查企业表示总体经营状况“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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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占 34.8%，较 2019 年四季度疫情发生前提高 30.5 个百分点。被调查企业表示总体盈利情况“增亏

/减盈”的企业占 45.7%，较 2019 年四季度疫情发生前提高 38 个百分点。在总体经营状况“较差”和总

体盈利情况“增亏/减盈”的企业中，分行业看，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行业企业占

比较高，受疫情影响严重。有 92.5%的中小企业 2020 年的营业收入不同程度的降低了。再此之中，有 37.8%
的中小企业 2020 年营业收入较往年下降超过了 30%以上。这种负面影响将导致部分中小企业对未来企业

能否继续生存下去抱有悲观的态度，该市的中小企业信心面临严峻挑战。 

4.3.3. 后疫情时期昆明市中小微企业对贷款的基本需求 
在针对昆明市部分中小微企业的调研中，约有 68.5%的企业对于昆明市推出的金融贷款政策几乎不

了解或者很少了解，比较了解的企业占了 18.5%，非常了解的企业占比低于 5%，而了解且已经获得支持

的企业约占 10%。大多数企业表示在非常时期，希望可以获得跟多的贷款支持，但由于自己对于贷款条

件等不够了解，因此希望获得更多地政府牵头指导。 
在您的企业对支持政策向评级高企业倾斜推广是否接受这一问题的回答中，约有 20%的企业负责人

表示非常接受且理解，通过访谈得知其认为评级高的企业信誉度更高，但希望能有更为完善的评级体系，

使营商环境更为公平，55%左右的企业持比较接受或者一般的态度，原因是不了解评级体系，也有部分

其他认为评级高的企业得到更多的政策倾斜会加重一般的中小企业成长负担，这部分企业由于处于初创

期，面临的环境压力更大。 
在请问您的企业对政策发布与融资信息对接平台是否有需求中，约有 56%的企业负责人认为自己

非常需要，原因是很多时候自己对于政策的发布不能及时了解，而对平台能提供的服务信息也存在着

诸多不明白之处，政策发布与融资信息对接平台的存在，可以减少这部分的信息不对称，为企业带来

便利。 
在请问您的企业对政府提供“一对一金融服务”是否有需求这一问题中，调研发现，约有 43%的负

责人表示需要，理由是企业对于金融的了解并不多，政策发布以后可能不能及时的了解，一对一的金融

服务可以提高效率，减少企业的信息获取时间，而持一般和比较需要的企业约占 45%，访谈发现持此意

见的负责人认为一对一的服务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员以及花费大量的时间，加大了工作量，企业若有需求，

自行了解即可。 

4.3.4. 后疫情时期昆明市中小微企业对接受贷款的预期 
根据调研结果可知，超过一半的企业认为按照当前态势持续下去自身几乎无法获得任何贷款，占比

大约 60%。有近百分之二十的中小企业预期自己在未来偶尔能获得一两次贷款。从这一问题上看，这普

遍说明了该市中小企业对自身从非民间渠道获得贷款进行融资并不抱有太大的预期。这证明了有关金融

机构需要采取金融政策金融行为、疏通金融机制、开发金融产品等多方面进行金融支持，进一步促进区

域经济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协助中小企业塑造信心，进而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4.3.5. 成本补贴相关惠企政策实施情况 
成本补贴相关惠企政策实施情况为三大惠企政策中受众群体最多的，大多数不同性质的企业都享受

到了成本补贴的各种惠企政策福利。调研得知，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甚至合资企业获得社保、薪资相

关补贴比例都己经达到了 60％以上，反映出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对援企稳岗及成本补贴相

关惠企政策的执行力度是比较大的。在减免中小企业房租层面，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获得了房租

减免等相关补贴的惠企政策更广，达到 18.3％，而民营企业获得房租减免比例为 12％，在获得其他降低

成本补贴的国有企业全样本覆盖率远高于民营企业。在获得贷款利息减免层面，国有企业受惠比例为

13.45％，要远高于民营企业的 5.8％。在这个层面，国有企业受惠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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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后疫情时代数字普惠金融支持昆明市中小微企业供给分析 

5.1. 国家层面部分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纾困的政策措施 

 
Table 2. Some financial support policies and measures for small, medium and micro enterprises at the national level 
表 2. 国家层面部分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纾困的政策措施 

时间 文件政策 主要措施 出台部门 

2020 年 2 月 

《关于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强化疫情防控重点

保障企业资金支持的紧

急通知》(财金[2020]5 号) 

规范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管理；通过专

项再贷款支持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中

央财政安排贴息资金支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切实加强应急保障资金监督管理；强化责任担

当，狠抓贯彻落实 

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工业

和信息化部、人民银行、审

计署 

2020 年 3 月 

《关于对中小微企业贷

款实施临时性延期还本

付息的通知》(银保监发

[2020]6 号) 

对于 2020 年 1 月 25 日以来到期的困难中小微

企业贷款本金，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企业延

期还本申请，结合企业受疫情影响情况和经营

状况，通过贷款展期、续贷等方式，给予企业

一定期限的临时性延期还本安排。还本日期最

长可延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银保监会、人民银行、发展

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2020 年 5 月 

《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贷

融资收费降低企业融资

综合成本的通知》(银保

监发[2020]18 号) 

信贷环节取消部分收费项目和不合理条件、助

贷环节合理控制融资综合成本、增信环节通过

多种方式为企业减负、考核环节考虑企业融资

成本因素、完善融资收费管理，加强内控与审

计监督、发挥跨部门监督合力和正向激励 

中国银保监会、工业和信息

化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 

2020 年 6 月 
《关于加大小微企业信

用贷款支持力度的通知》

(银发[2020]123 号) 

购买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政策、加大普惠小

微信用贷款投放力度、强化协作，压实责任，

狠抓落实 

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

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工业

和信息化部 

2020 年 5 月 
《关于进一步强化中小

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

意见》银发[2020]120 号 

不折不扣落实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信贷支持政

策、开展商业银行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

升工程、改革完善外部政策环境和激励约束机

制、加强中小微企业信用体系建设 

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

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

部、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

证监会、外汇局 

2022 年 11 月 

关于进一步加大对小微

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

支持力度的通知银发

[2022]252 号 

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积极支持符合条件

的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不断提升金融

供给的精准性，更好满足小微企业贷款延期需

求 

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

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工业

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 

 
上表 2 展示了疫情爆发以来的部分金融政策，2020 年 3 月 31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超 3 万亿元中

小企业融资支持计划。中国人民银行重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先后出台 3000 亿专项再贷款和 1.5 亿

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创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付工具、普惠小微企业信用支持计划。财政部推

进税费减免、社保费用单位部分减免。银保监会鼓励银行增加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款，要求对企业不得

盲目抽贷、放贷、压贷。各项政策成效明显，费用减免效果显著。2020 年中央企业为中小微企业累计减

免租金超 75 亿元、减免路费超 50 亿元。贷款优惠扶持小微企业取得一定成效。据银保监会数据显示，

至 2020 年年底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超 15 万亿元，同比增速超 30%。货币政策方面，中国人民

银行根据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恢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分层次、有梯度地出台了规模可观的宏观调控措

施，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等方式，确保信贷市场

上有较为充裕的资金，帮助小微企业及时有效获得金融纾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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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云南省层面部分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纾困的政策措施 
 
Table 3. Some financial support policies and measures for small, medium and micro enterprises at the Yunnan provincial 
level 
表 3. 云南省层面部分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纾困的政策措施 

时间 文件政策 主要措施 出台部门 

2020 年 2 月 

《关于应对疫情影响

发挥金融支持作用促

进中小微企业发展有

关事项的通知》云发

改财金〔2020〕169 号 
 

缓解企业资金流动性困难；对重点领域和重点行

业企业实行名单制管理和针对性授信；降低中小

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支持疫情防控企业债券融

资需求；进一步优化金融服务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云

南省农业农村厅、云南省财

政厅、云南省地方金融监管

局、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

支行、云南银保监局 

2020 年 10 月 

《关于进一步健全支

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

的实施意见》工信部

联企业〔2020〕108 号 

进一步健全完善融资促进制度。《实施意见》针

对为中小企业缓解融资难、融资贵，提出优化货

币信贷传导机制，健全多层次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体系，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实现中小

微企业贷款“量增价降”，强化小微企业金融差

异化监管激励机制，完善直接融资支持制度，健

全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等相关要求。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

发展改革委、科技厅、财政

厅 

2021 年 12 月 

《云南省支持中小企

业纾困发展若干措

施》云政办发〔2021〕
66 号 

用足用好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推动

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落地生效。持续释放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潜力，促进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稳中有降。加大“信易贷”、“银税互动”等信

息共享机制推广，深入推进民营小微企业首贷培

育行动、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提升工程，鼓励银

行业金融机构优化产品设计，探索发展金融咨询、

专题培训等多样化服务，支持中小微企业首贷、

续贷、信用贷，研究相关支持政策。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 年 3 月 

《关于精准做好疫情

防控加快旅游业恢复

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

通知》云政办发

〔2022〕10 号 

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合理增加旅游业有效信贷供

给。对符合续贷条件的文旅企业按正常续贷业务

办理，不得盲目惜贷、抽贷、断贷、压贷。建立

健全重点旅游企业项目融资需求库，引导金融机

构对符合条件的、预期发展前景较好的 A 级旅游

景区、旅游度假区、乡村旅游经营单位、星级酒

店、旅游演艺单位、旅行社等重点文化和旅游市

场主体加大信贷投入，适当提高贷款额度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2020 年上半年，人行昆明中心支行用好再贷款、再贴现、定向

降准的常态化政策，维持银行金融机构流动性合理充裕，确保了金融机构保持与全省实体经济发展相适

应的贷款供给能力。同时，困境中的实体，尤其是中小企业也及时获得了成本更低的融资支持。经测算，

全年内 1 次全面降准、3 次定向降准，云南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共释放资金约 124.07 亿元。截至 6 月末，

全省共 141 户企业进入全国性重点企业名单，可获得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支持。其中，81 户企业已获得

优惠利率贷款共计 30.94 亿元，加权平均利率为 2.24%。享受中央和地方财政贴息政策后，这些获贷企业

实际贷款利息的成本为零。2022 年，针对当前接触性和聚集性服务业受疫情影响较大，中小微企业、个

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经营困难增加等情况，人行昆明中心支行组织开展惠企利民纾困“十项行动”，多

方发力，持续优化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乡村振兴、制造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加大

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住宿餐饮、批发零售、文化旅游、物流运输等接触型服务业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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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昆明市层面部分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纾困的政策措施 

昆明市为了支持中小微企业，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一是创新性金融服务机制缓解信息不对称，

搭建区块链产业金融服务平台，累计解决融资需求 94.23 亿元。该平台利用区块链技术解决中小企业融

资难的产业金融服务平台，利用“区块链 + 大数据 + 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首创“互联网 + 普惠金

融”模式，推动以供应链金融撬动产业链经济杠杆。平台运行以来，有力解决了实体经济“融资难”“融

资贵”“融资慢”等问题。拓展银行获客渠道，缩短尽调时间，有效降低银行信贷风险，实现资金端愿

意贷、放心贷；拓宽企业与银行的对接通道，增加企业获得授信的机会；政府数据增信有效解决了银企

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对金融支持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激活经济发展新动能贡献了数字力量。

成立昆明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结合全市推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统一部署和要求，配合主管部门建立中小企

业服务机构的服务评价体系以及监督管理体系，宣传昆明市关于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的方针、政策。

承担政府与中小企业间的沟通和联系工作，引导中小企业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推进技术创新，推

动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的协作；协助主管部门促进完善中小企业投融资市场，引导和推动中小企业改制

上市。 
二是出台多方面政策服务于中小微企业，利用省财政下达中央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补助资金，财政

政策贴息，针对中小微企业减税降费，为帮扶企业纾困解难减负，昆明市将严格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降

低实体经济用地成本，降低物流成本。在加大中小微企业纾困帮扶力度方面，将择优筛选奖补一批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支

持力度，加快昆明市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信易贷”平台推广应用。 
三是扩宽中小微企业金融产品与融资渠道，引导商业银行针对中小微企业提高信用贷款授信额度，

定期召开银行机构座谈会，推动银行与企业之间交流合作，先后引入 2 家外资金融机构，在昆外资金融

机构数达 12 家；引入 2 家国际知名中介服务机构；云南省资产管理公司、云南省股权交易中心先后在昆

设立，逐步形成多元化、宽领域、相对健全的金融组织体系。 
四是政策支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为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信贷支持，昆明市

与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先后与 20 家在昆银行签署战略协议，建立了政金企互

联互动长效工作机制。5 年间，全市金融机构新增各项人民币贷款 7800 亿元，占全省新增贷款的 53.8%，

年均增速达 10.5%。截至 2020 年底，各驻昆银行业金融机构及下属分行已设立 45 个普惠金融事业部、

47 个普惠金融服务中心、73 家小微特色支行。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小微企业人民币贷款余额达 8096.7
亿元，较“十二五”期间增长 90.1%，占全省的 57.8%；涉农贷款余额 3670.6 亿元，占全省的 32.6%，

积极开展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保证保险、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履约保证保险。 

6. 后疫情时代数字普惠金融支持昆明市中小微企业纾困方面存在的问题 

通过前期访谈与本次问卷的数据对比，发现云南省政府以及昆明市实施的惠企政策的执行尚存在一

些比较明显的问题。比如金融支持资金投向与融资需求受众不匹配，惠企政策方向性不强、针对性不足，

难以对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企业做出有针对性的帮扶，可能会出现最大诉求的惠企政策享受不到相关

福利的情况；惠企政策知晓率低，公开宣传、信息化宣讲仍需加强；部分惠企政策执行主体不明确，需

进一步完善监督评估机制。 

6.1. 资金投向与融资需求受众不匹配 

云南银行资金投向失衡，对中小企业支持相对不足。一方面，居于垄断地位的四大行银行更关注信

用佳、抵押物充分的大企业，难以满足中小微企业的借款需求。另一方面，与中小企业关系密切的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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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金融机构自身实力又不足，即使心有余，试图支持中小微企业，但影响力低。且缺乏对不同行业企

业的针对性施策。昆明市惠企政策缺乏方向性，不能有针对性的对不同性质、不同行业的企业实施帮扶，

区分度及方向性也有所欠缺。 
昆明市提供的“支持复工复产和重大项目建设特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清单”显示，商业银行推出的中

小企业金融创新产品为中小企业提供了贷款优惠，但附带的期限、行业要求等限制条件导致覆盖面不足。

普惠金融支持政策多为增加信贷供应、降低利率、逾期贷款展贷等信贷优惠，多数银行对贷款中小企业

的本息展期不超过 3 个月，无还本续贷也有限，如何保证中小企业现金流中长期的稳健，仍是后续需要

关注的重点。 

6.2. 政策的宣传与解决不到位 

近几年，伴随自媒体快速发展，企业主在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政策信息时，很难及时获取或捕捉到

对自身需求的政策信息。不只是因为现代社会大量的信息筛选有效信息比较困难，更大的问题在于有些

惠企政策会涉及到不是那么专业的领域，难以被企业吸收获取。 
调研得知，存在很多对惠企政策是不了解的，直接体现了疫情期间企业主对惠企政策知晓程度低，

了解度不够，惠企政策的公开性、宣传力度、宣讲力度是有所欠缺的。发现主观能动性比较强、对惠企

政策了解更多的企业主，更倾向于从政府网站获取相关信息。企业主对政策的知晓度低，会直接影响省

内惠企政策执行效能。反映了省内惠企政策的宣传力度不够，也反映出了企业主对惠企政策缺乏去理解、

缺乏知晓的主观能动性。 

6.3. 资金期限与企业经营周期不匹配 

昆明市提供的“支持复工复产和重大项目建设特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清单”显示，商业银行推出的中

小企业金融创新产品为中小企业提供了贷款优惠，但附带的期限、行业要求等限制条件导致覆盖面不足。

普惠金融支持政策多为增加信贷供应、降低利率、逾期贷款展贷等信贷优惠，多数银行对贷款中小企业

的本息展期不超过半年，无还本续贷也有限，如何保证中小企业现金流中长期的稳健，仍是后续需要关

注的重点。 

6.4. 缺乏监督评估机制 

新冠疫情爆发后，该省的金融支持惠企政策快速出台，一系列扶持救助企业、恢复市场经济活力的

惠企政策出台快的同时，跟随的监督评估机制，很难同时被建立配套，这就导致在政策执行、实施以及

落地的过程中，很难对政策的效能、执行情况及时进行评估。由于缺乏了相对应的监督机制，就出现了

在面向涉及到多部门的政策，有部门工作人员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工作态度，在了解其他部门

政策情况的情况下，把办理业务推脱到其他部门，造成效率低下。相关部门只是简单的办理业务，没有

广泛的听取、收集、整理企业对于工作过程中的建议，这样既不能为决议部门提供政策修订和改进的决

策依据，也影响了政策发挥最大化的效果。 

7. 结论与建议 

7.1. 研究结论 

在疫情时期，数字普惠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纾困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全省金融系统正在组织推

动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的系列专项行动，明显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普惠性、直达性、有效性，并

让综合融资成本有明显下降，可以提升企业的生存能力，但长尾效应有待开发，后疫情时期金融支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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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的能力不足，存在诸多企业未享受到金融的支持。 
密切关注中小企业的痛点与需求，科学制定普惠金融支持政策并改进创新以提升政策实效，对于帮

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做大做强有重要意义，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7.2. 相关建议 

7.2.1. 企业应努力发展自身 
增收与节支并行，稳住现金流量。昆明市中小企业应增收节支双举措并行，提升现金流水平。积极

争取预付现金流；利用应收账款质押贷款、应收票据贴现等金融工具；加强对各类支持政策的关注，分

享政策红利。规范化财务管理机制，大力推进转型升级昆明市经济欠发达，部分中小微企业的技术、设

备、人才都处于落后水平，在上表现尤为突出，制约企业发展。中小企业应大力推动创新和产业升级，

引入高素质管理人才、数字化人才，提升企业实力。 
实践证明，企业家的信心对经济和投资、产业等有显著影响，企业家对未来发展的信心越足，经济

的回暖便会越快，企业在这一场危机中便能走得更远。从危机中寻找潜在机会中小企业家们需结合各自

公司的业务，分析此次危机中包含的威胁与机会，并与公司现有资源进行匹配分析，优化调整公司的战

略方向，并制定措施让战略落地。随着公司战略调整、业务模式创新，亟需让员工及时掌握新的知识和

技能。在这一阶段，通过培训，提升员工素质和业务能力，让员工尽快进入工作状态，掌握线上沟通技

巧，线下执行能力，提高公司整体运转效率等。 
企业应发展风险投资基金，完善风险投资。风险投资是一种为初创企业提供财务支持并持有公司股

份的融资形式。风险投资在我国经历了长期的引进和发展，已成为中小企业做大做强的重要融资方式之

一。昆明市中小微企业有着较好的成长空间和市场远景，十分适合风险投资基金为其中小企业提供资金

支持，提供上市通道。特别是在疫情这类特殊时期，中小企业要进一步发挥风险投资的融资作用，推动

合作机会，互帮互助渡过难关。 

7.2.2. 鼓励数字金融创新，完善监管体系 
政府要大力推动数字金融服务的创新，在通过科技技术的引入下，逐步赋能于金融行业并发展数字

普惠金融，通过数字化的升级来简化金融服务的手续，最终实现金融机构服务成本的降低。小额信贷的

供给也要逐步的加强，特别是在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的时代背景下，该种形式更加便捷的促进了金

融渠道的开拓。实践中监管机构更应加强对数字普惠金融风险的监控和防范，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

以及相关责任主体责任的落实，能够有效的将风险进行有效防范，最终提升企业管控风险的能力。另外

建立完备的风险提示和披露机制，进而加强对数字普惠金融的信心，才能帮助中小企业进行融资行为。 

7.2.3. 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地区制度环境 
政府部门应加快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改善所辖地区的制度环境，在宏观政策的指引下，强

化数字基础设施的全面维护，进而完善金融市场的一些市场化内容，从而最大程度的发挥出数字普惠金

融的优势。地区化的制度环境也尤为重要，特别是在政府的引领下要优化金融环境，积极鼓励中小型企

业借鉴数字普惠金融内容，全面促进企业金融服务的加强，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小企业全面发展。打通线

上中下游小企业供应链金融，充分发挥票据市场服务中小企业作用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为确保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供需平稳，大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借助大数据和智能风控体系，依据“数据网贷”建立“标

准化、模块化、参数化”的商圈，探索以供应链企业为核心，连接上下游企业的线上供应链金融模式，

供应链金融服务不再局限于中小企业有形的可抵押资产，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核心企业信用向供应链上

游企业多级穿透。运用金融科技手段为核心企业信用精准画像，帮助上下游中小企业运用核心企业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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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与授信额度在线完成融资流程，提高中小企业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

同发展，充分激发中小企业活力，催生新业态、新产业、新服务发展。做好供应链票据融资工作，推动

辖内核心企业使用供应链票据替代其他形式的应收账款，及时将票据业务低成本资金投放到复工复产中

小企业，缓解受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7.2.4. 加大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完善金融考评机制建设 
进一步加大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的综合应用，运用低成本信贷资金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

贷投放力度，推动农信社加快改制步伐，尽快符合再贷款发放条件，强化货币政策工具带动效应。进一

步完善金融考评机制建设，修改完善《促进银行业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考核方案》等，结合疫情期间银行

支持重点保障企业融资和贷款发放情，同时加大协调沟通力度，推动征信措施优化完善。一是积极推动

地方政府增加担保资本实力，降低担保费率，减少反担保措施。二是探索建立地方财政中小微企业贷款

风险补偿机制，利用风险补偿金对无法收回的贷款及时补偿，与银行按比例承担贷款损失，构建政府和

银行业共同参与、合理分担风险的政银合作机制。三是深入推进中小微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信用数

据整合运用，着力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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