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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立足于培育和发展作为金融市场根基的实体经济项目，在以扶持创新型中小企业为核心的优
质实体经济项目源培育框架下，分析和构建了“银行合格借款者项目源培育体系”。
该体系是政府引导创新型中小企业突围间接融资困境的系统性框架，在我国将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性
地位。
《构建银行合格借款者项目源培育体系：政府引导中小企业突围间接融资困境的系统性框架》的重要
突破在于转换视角提出了实体经济项目源培育体系下的银政企合作博弈分析框架，并对政府引导下银
行合格借款者项目源培育体系的构建提出了思路与建议。
希望这一制度创新能够给后危机时代的中国乃至全世界带来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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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中国国情来看，我国政府的领导力①较强，决策效率较高，属于“强势政府”的类型。
强势政府具有以下几方面优势：第一，政府具有强大的经济社会主导能力，有利于克服市场引发的失
序，应对危机；第二，有利于进行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凝聚全社会意志达成一致目标，有利于集中
力量举办大型事业；第三，有利于从根本上调节社会各阶层的关系，保障社会公正和社会正义。
　　在项目源培育中，虽然政府财政资金有限，但其具有“四两拨千斤”的“虹吸效应”，可以调动
更多的社会资源参与到项目源培育中来，使财政与金融高效对接。
同时，我国政府的强政策导向性能够以最高的效率，调动实体经济项目源培育所需的各项资源，在法
制建设、组织服务、资源配置等方面迅速突破。
　　5.3 政府参与银行合格借款者项目源培育的国际经验　　5.3.1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健全的
法律法规体系一方面可以规范市场运作秩序、优化融资环境；另一方面可以有针对性地支持实体经济
项目源发展，对社会福利附加值高的企业或项目采取优惠政策。
发达国家的法律法规体系相对比较完善。
如美国以《小企业法案》为政策基础，制定了《中小企业投资法》、《中小企业经济政策法》、《中
小企业技术革新促进法》等20多部法律法规，形成了完善的法律体系，为培育实体经济项目源营造了
良好环境，直接或间接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其中1953年出台的《小企业法案》是专门保护中小企业的基本法；1958年的《中小企业投资法》规定
，小企业管理局审查和核发许可证的小企业投资公司可从联邦政府获得优惠的信贷支持。
日本政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陆续出台多项有关中小企业的法律法规，构建了较完整的中小企业融
资支持制度体系。
1963年日本颁布的《中小企业基本法》被称为日本中小企业的“宪法”，后来在此基础上陆续制定和
修订了《中小企业投资扶持股份公司法》、《中小企业现代化资金扶持法》、《中小企业技术开发促
进临时措施法》等法规，鼓励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给予融资、保险、税收等方面的优惠。
　　5.3.2 设立专门的培育机构　　从各国的实践经验看，进行实体经济项目源培育的机构主要分为三
种类型：管理指导类机构、服务机构和资助机构。
　　（1）管理指导类机构　　管理指导类机构的主要职能是了解实体经济项目源的基本情况和生存
环境，研究项目源发展的相关课题，制定培育和发展项目源的方针政策，并指导各分支机构开展工作
。
例如，美国参众两院分别于1940年和1941年设立了中小企业委员会，并在商务部和司法部设立隶属于
联邦商务部的小企业管理局、地方小企业办公室等机构，其职责是听取小企业的意见和需求、就保护
小企业权益向联邦政府提出政策建议、帮助小企业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等。
日本于1948年设立中小企业厅，向中小企业提供管理、资金技术、发展方向等方面的指导与扶持，制
定契合中小企业需求的政策，调解中小企业内部劳资纠纷、与大企业间的矛盾等。
英国中央中小企业管理局和地方中小企业管理机构负责研究全国中小企业平衡发展的问题，对政府制
定中小企业政策提出建议，组织领导和安排对全国中小企业的培训等。
　　（2）服务机构　　服务机构的主要职能是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综合辅导和融资协助。
如美国设立指导性小企业发展中心及服务站，为中小企业提供管理技术帮助；小企业管理局与其他部
门组建出口援助中心，为小企业拓展海外业务提供信息咨询；高校和非营利性组织合作建立小企业发
展中心，共同为小企业提供技术协助。
日本的中小企业诊断制度则为中小企业提供诊断和经营指导服务，由专家根据经济规律和技术规律分
析诊断企业经营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咨询意见，给予技术指导。
　　（3）资助机构　　资助机构的主要职能是向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优惠便捷的融资方式。
如美国的中小企业管理局是美国目前最大的专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技术和管理支持的金融机构，其
提供的主要贷款种类有国际贸易贷款、国防贷款等。
日本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继成立三家由政府直接控制和出资的中小企业全国性金融机构，即中
小企业金融公库（59家）、国民金融公库（152家）和商工组中央金融公库（102家），专门向缺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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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但具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提供低息融资，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转。
德国政府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对等基金”直接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另外，德国拥有合作银行、储
蓄银行、国民银行等直接面向中小企业的银行，凡年营业额低于1亿德国马克的企业均可获得总投资
额60%的低息货款。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构建银行合格借款者项目源培育体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