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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金融赋能小微企业融资：影响机制与应对策略研究
罗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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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内经济市场领域范围内，小微企业扮演者极其重要的角色，其和个体工商户一起作为国内经济运行的“毛细血管”，
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合计数量超过 10800 万，在整个国内市场主体占比超 80%。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现状普遍存在，科
技金融作为金融创新及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对其加以合理化运用，能够较为有效的缓解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助力小微企业的
高质量发展。本文主要结合小微企业融资发展现状，分析科技金融在小微企业融资过程中的影响和策略，希望能为小微企业融资
发展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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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domestic economic market,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play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and together 

with individual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households, they serve as the "capillaries" of domestic economic operation, with the total number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and individual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households exceeding 108 million,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80% 

of the entire domestic market entity. As a deep integration of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financing problems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and help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financing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and strateg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in the financing process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hoping to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financing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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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融资困境与成本高企，作为阻碍其高质量发展的

核心挑战之一，根源在于风险管理的复杂性。为缓解此现象，

降低融资成本与提升服务效率成为关键路径。在现代社会持续

不断发展的情形下，科技金融的出现是经济快速发展下的必然

结果，对科技金融加以合理化运用，助力小微企业融资，即是

顺应国内政策的重要举措，也是解决小微企业发展困境的有力

措施。

1 简要分析小微企业现阶段的企业融资现状

在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小微企业扮演着不可或

缺的角色，是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重要引擎。在小微企业经营

发展过程中，融资作为解决企业自身经营资金瓶颈、激发科技

创新活力的关键途径，对小微企业的经营发展有着极其重要影

响。一直以来，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高、融资难度大的问题都较

为突出，近些年来，得益于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小微企业金

融服务展现出增量扩面的积极态势，2023年第三季度数据显示，

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有所下降，服务可及性与效率均有所提升。

然而，小微企业的规模局限性、信用体系不健全及资产轻量化

的特性，仍导致部分金融机构在贷款发放上持谨慎态度，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依旧严峻：

1.1 小微企业融资综合成本居高不下
鉴于小微企业的体量小及抵押物匮乏，小微企业的融资渠

道相对大型企业更加狭窄，在经济发展相关红利政策出台的情

形下，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有所拓宽，但相较于大型企业，其

融资成本仍然偏高。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并不仅限于借款成

本，还包括中介费用、公证费、抵押登记费等，根据中国银行

监督管理委员会估算，小微企业在银行贷款的年成本费用率大

概为 12.75%。要想降低小微企业融资综合成本，不仅需要考虑

贷款利率的降低，而且还需要金融机构优化定价策略，从评估、

担保等多个环节入手，全面降低小微企业融资负担。

1.2 金融供需结构性矛盾依旧显著
在小微企业日常经营过程中，对流动资金有着非常大的需

求量，此外，在市场竞争力度不断加剧的情形下，小微企业亟

需技术升级、产品更新等转型升级活动，这些活动的组织实施

需要资金的支持。在金融服务体系日益丰富的当下，但 = 小微

企业对于中长期资金的迫切需求与金融机构提供的短期融资产

品之间存在明显错配，这种期限不匹配迫使小微企业采取短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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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用的策略，加剧了其资金链的脆弱性，一旦信贷环境收紧，

小微企业便可能陷入流动性困境，进一步推高了小微企业的融

资成本。

1.3 融资渠道单一化瓶颈待破
尽管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设计了多样化的融资产品，但由

于小微企业本身存在体量少、抵押物匮乏的特征，小微企业的

融资渠道仍显狭窄，不能很好的满足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在

现代社会持续不断发展的情形下，金融机构服务模式趋同化现

象越发突出，大多以不动产或知识产权为抵押物开展相应的贷

款活动，不能很好的满足小微企业个性化的融资需求。资本市

场产品虽多，但门槛较高，对小微企业提出了财务报表规范透

明化及苛刻的硬性要求，小微企业往往难以跨越这些障碍，获

取必要的资金支持。

2 科技金融在小微企业融资中的影响机制

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衍生产物，科技金融的发展是构建金

融强国不可或缺的一环。实践案例充分验证了科技金融的广

泛采纳对小微企业融资环境的深远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2.1 科技金融能够促进信贷模式的转型升级
传统信贷模式侧重于抵押品与担保人的考量，这种信贷模

式虽然有效降低了金融机构的风险敞口，但同时也限制了其风

险定价策略的灵活性。由于小微企业自身的特性，在传统信贷

模式下，企业自身往往会面临融资门槛高、成本重的困境。科

技金融的融入，正引领信贷模式向更加多元化、精准化的方向

迈进，为小微企业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融资选择，进而能够缓解

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促进金融服务创新及价值增值。一方面，

它增强了信贷决策的精确性，科技金融的融入，使得信贷模式

发生变化，银行等放贷机构通过深入分析小微企业的实际违约

风险与资金成本，做出相应的信贷决策，这使得那些优质但资

产规模较小、还款意愿强烈的小微企业得以获得更为合理的风

险评估与融资机会，从而提升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另一方

面，科技金融推动了信贷评估体系由“资金导向”向“技术导向”

的转变，借助企业的诚信记录、纳税信用、知识产权等软性资

产，拓宽了信贷评估的维度，促进了科技创新与金融领域的深

度融合。

2.2 科技金融能够强化小微企业融资便捷性与可及性
融资的可及性是衡量小微企业获取资金便利程度的重要指

标。在传统融资框架下，对小微企业而言，无论是依赖金融机

构的贷款服务还是民间融资途径，均存在流程冗长、耗时较多

的弊端，难以迅速响应小微企业的紧急资金需求。科技金融的

兴起，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推动小微企业融资的增量与扩面，

显著增强了其融资的便捷性与可及性，有助于破解小微企业的

融资困境、降低其融资成本。科技金融赋能小微企业，实现“云

端”融资新体验。通过 AI、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的深度融合，构

建了专为小微企业设计的“云端”融资平台，企业自身按照平

台指引逐步提交申请，金融机构便能利用模型引擎与大规模机

器学习技术，高效完成风险评估，并迅速作出信贷决策，在借

款申请审批通过之后，资金即可秒速到账，小微企业还能够享

受随借随还、额度循环的便利，极大的提升了小微企业对信贷

资金使用的灵活性。

科技金融促进银企信息无缝对接，降低信贷筛选成本。与

大型企业相较，小微企业有着经营模式灵活多变、财务信息透

明度低的特征，这无疑增加了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估难度。科技

金融则利用大数据技术，整合来自金融、工商等多领域的数据

资源，运用人工智能与云计算技术，为小微企业绘制精准的风

险画像与信用评估，显著缩短了信贷筛选周期，减少了信贷投

放目标筛选的时间成本，实现了“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

的高效对接。科技金融助力融资供给总量跃升。它打破了传统

融资业务的部门壁垒，鼓励金融机构采用数字化、智能化、定

制化的服务模式，紧密围绕小微企业的实际需求，设计并推出

多样化的融资产品。

2.3 科技金融有助于降低融资违约风险
小微企业的信贷风险问题一直是商业银行关注的重点，对

银行而言，小微企业存货率较低，整体具备的市场风险抵御能

力较为薄弱，整体的信贷风险较高。科技金融的融入，有助于

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违约风险，其能够通过融合大数据、区块

链等先进技术，构建一套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从而能够让金

融机构对小微企业融资全流程实现相应的监控与管理，通过全

过程管控，降低企业融资违约风险。在小微企业绿色融资领域，

科技金融不仅促进了资金流向绿色产业，还通过智能化手段有

效防止了融资资金的挪用，降低了绿色融资的违约风险。此外，

科技金融还提高恶意违约的成本，通过这一举措强化了金融生

态的信用环境，有效遏制了小微企业的违约行为，维护了金融

市场的稳定与健康。

3 科技金融助力小微企业融资创新 

发展的策略研讨

3.1 深化科技金融服务价值，强化小微企业扶持力度
科技金融在促进小微企业融资创新中展现出显著优势。在

小微企业群体不断壮大的过程中，为了充分发挥科技金融的赋

能效应，助力小微企业融资发展，金融机构自身需对科技金融

进行充分细致的认知和了解，深入挖掘并拓展其服务优势，相

关思路如下：一，金融机构的首要任务是激发自身服务小微企

业的内在驱动力，当前，部分金融机构在服务小微企业时表现

出动力不足的现象，尤其是面对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时存在畏难

情绪，为了市场经济的科学健康发展，金融机构应立足于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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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的独特优势，将小微企业服务纳入战略规划，深挖服务潜

力，通过政策引导，如完善政策体系，为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

业融资提供坚实保障；二，金融机构应当结合政策内容、市场

情况，适当加大信贷支持力度，金融机构应在确保风险可控的

前提下，与公司治理深度融合，通过提升营销效能、优化风险

管理等措施，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小微企业融资服务体系，

让其自身成为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主要支撑点。

3.2 加速科技金融产品革新，拓宽小微企业融资路径
针对小微企业多样化的融资需求，金融部门应加大科技金

融产品的创新力度。一方面，金融机构应紧密结合小微企业的

实际需求，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科技金融产品体系，确保产

品能够精准对接小微企业的融资痛点，正如小微企业现阶段存

在的长期资金需求，金融机构需结合地区特点，开发相应的长

期化信贷产品，满足小微企业的长期资金需求。另一方面，金

融机构还需要充分利用互联网金融等新兴平台的力量，加大科

技金融产品的开发力度，通过多元化产品的推出，满足小微企

业的资金需求，结合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现状，金融机构需突破

传统抵押物限制，积极推广信用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新

型融资方式，并提供债券承销、财务咨询、资产管理等综合性

服务，全方位支持小微企业的成长与发展。光大银行的“积分

信用贷”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它根据企业的创新积分和经营状

况综合评估，为科技型小微企业提供定制化融资方案。

3.3 优化科技金融服务团队，提升融资服务效能
在小微企业融资发展过程中，要想对科技金融加以高效运

用，必须要构建专业化团队。因此，金融机构需通过多元化举措，

加强专业队伍建设：一是强化内部培训，围绕科技金融的最新

发展动态，定期为信贷、财务等部门员工提供专业培训，提升

其专业技能和政策理解力，确保能够熟练掌握并有效推广科技

金融产品；二是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组建具备科技创新能力、

金融市场洞察力和风险管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队伍，为小微企

业提供更加高效、专业的融资服务。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破解小微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金融机构应紧握

科技赋能的钥匙，不断创新金融产品，优化服务流程，为小微

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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