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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ＤＥＡ模型的中原地区中小企业融资效率研究 

肖俊斌，王　炜

（湖南工业大学 财经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通过构建ＤＥＡ模型，对以河南省为代表的在深圳中小板上市的２２家样本企业的融资效率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
明：河南省乃至整个中原地区中小企业的整体融资效率偏低，而规模效率较高、纯技术效率较低则是其普遍存在的问题，应

从加强中小企业自身建设、优化中小企业外部融资环境、完善政府相关职能诸方面入手，切实提高中小企业融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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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中
小企业也在不断成长壮大，现已成为市场经济的一

支重要力量。它在繁荣国民经济、优化产业结构、

加速科技创新、创造就业岗位及维护社会稳定等方

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小企业自身

特点，如初创期风险高，信用评价体系不完善，财务

制度不健全，可供抵押资产有限等，其在发展过程

中普遍存在着融资难、融资效率低下的问题，这已

成为阻碍中小企业成长壮大的首要“瓶颈”。这种

状况同样也出现在中原地区中小企业中。提高中

小企业融资效率迫在眉睫，这是关乎我国中小企业

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兴衰的关键。

从广义上讲，中原地区是指涵盖河南全省以及

河南周边地市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而狭义的“中原”

专指河南，这里地理位置重要，经济总量大，市场潜

力巨大，文化底蕴深厚，有着良好的适合中小企业

发展的环境。２０１１年，根据新的《中小企业划型标
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２０１１）３００号），河南省现
有中小企业３９万余家，约占全部的９２％，贡献了全
省６０％以上的ＧＤＰ，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６０％，
纳税和新增就业岗位分别超过６０％、９０％［１］。但是

中原地区人口稠密，农村人口比例大，人均企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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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较少，每万人拥有的中小企业数量远远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要想改善这种情况，将庞大的人口基数

劣势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从总体上讲，就必须大

力发展中小企业，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更多

的经济贡献。但由于一些原因，中小企业出现了融

资难、融资结构不合理、融资效率低等问题，这严重

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因此，如何解决好这些问

题，提高融资效率是现阶段中原地区中小企业所面

临的迫切问题。基于这些背景，本文对中原地区中

小企业融资效率进行研究。

　　一　中原地区小企业融资效率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建立

１９７８年，著名的运筹学家 Ａ．Ｃｈａｒｎｅｓ（查恩
斯），Ｗ．Ｗ．Ｃｏｏｐｅｒ（库伯）及 Ｅ．Ｒｈｏｄｅｓ（罗兹）首次
提出数据包络分析方法（ＤａｔａＥｎ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简称ＤＥＡ）。这是一种基于线性规划的用于评
价同类型组织工作绩效相对有效性的特殊方法。

他们的第一个模型被命名为 ＣＣＲ（Ｃ２Ｒ）模型。
这一模型能够很好地解决具有多个输入，特别是具

有多个输出的决策单元间的相对有效性，但其假设

前提是规模报酬不变，也就是说决策单元可以通过

增大投入来等比例地扩大产出，也即边际报酬是恒

定的，不受投入规模大小的影响，但这一假设明显

不符合现实的经济活动。随后，Ｂａｎｋｅｒ、Ｃｈａｒｎｅｓ和
Ｃｏｏｐｅｒ在１９８４年将假设放宽到规模报酬可变，提
出了ＢＣＣ（ＢＣ２）模型［２］。

假设有ｎ个决策单元（ＤＭＵ），每个决策单元
均有ｍ种类型的投入以及 ｓ种类型的产出。用
Ｘｉｊ（ｉ＝１，２，３，…，ｍ）表示第ｊ个决策单元的第ｉ项
投入量，用Ｙｒｊ（ｒ＝１，２，３，…，ｓ）表示第 ｊ个决策单
元的第ｒ项产出量。则 Ｘｊ＝（ｘ１ｊ，ｘ２ｊ，…，ｘｍｊ）表示
第ｊ个决策单元的所有输入向量，Ｙｊ＝（ｙ１ｊ，ｙ２ｊ，…，
ｙｓｊ）表示第ｊ个决策单元的所有输出向量。
１．规模报酬不变模型。对任意决策单元 ＤＭＵｊ

基于凸性、锥性、无效性和最小性的公理假设，有生

产可能集［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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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ｍ和 ｓ分别表示输入输出指标的个数，
ｓ－ｉ和ｓ

＋
ｒ分别为松弛变量，ｘｉｊ０和ｙｒｊ０分别表示第ｊ０个

中小企业的第ｉ项输入和第 ｒ项输出，ε为非阿基
米德无穷小量，在运算中取正的无穷小。设 θ，
ｓ＋，ｓ－是该式的最优解，则根据模型定义，其有效
性的判定标准如下：

（１）若θ ＝１，ｓ＋ ＝０，ｓ－ ＝０，则决策单元ｊ０
为ＤＥＡ有效，即此时没有投入过度，也没有产出不
足，该ＤＭＵ同时实现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最佳。

（２）若θ ＝１，但ｓ＋，ｓ－不同时为零，则决策
单元ｊ０为ＤＥＡ弱有效，此时该ＤＭＵ的初始投入ｘ０
无需等比例减少，只要减少 ｓ－就仍可以保持原产
出ｙ０不变，或者在原投入 ｘ０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将
原产出ｙ０提高ｓ

＋，也就是说此时存在着投入冗余

或产出不足的情况。

（３）若θ ＜１，且ｓ＋≠０，ｓ－≠０，则决策单元
ｊ０为ＤＥＡ无效，此时该ＤＭＵ的初始投入ｘ０按θ等
比例减少也可保持原产出ｙ０不变。
２．规模报酬可变模型。对ＤＭＵｊ仅基于凸性、

锥性和无效性的公理假设，有生产可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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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得到规模报酬可变的 ＤＥＡ模型，即 ＢＣ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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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ＣＣ模型符号含义与 ＣＣＲ模型相同，由于
ＢＣＣ模型假设规模报酬可变，所以 ＢＣＣ模型得到
的技术效率为纯技术效率（ＰＴＥ），该模型的有效性
判断标准如下：

（１）若θ ＝１，ｓ＋ ＝０，ｓ－ ＝０，则决策单元
ｊ０纯技术效率有效，效率达到最佳。

（２）若θ ＜１，或者ｓ＋≠０，ｓ－≠０，则称决策
单元ｊ０纯技术效率无效。

由于技术效率（ＴＥ）＝纯技术效率（ＰＴＥ）规
模效率（ＳＥ），因此综合利用以上两个模型可以得
出决策单元的技术效率（ＣＣＲ模型中的技术效率
即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进而计算得到其规模

效率。

（二）指标选取

在参考大量文献及结合中原地区中小企业自

身特点的基础上，本文选择以下 ７个输入输出
指标：

１．输入指标。（１）资产总额。该指标反映了中
小企业的融资规模，是企业进行经营活动的基础，

从总体上反映一个企业的融资情况。（２）资产负债
率。这一指标反映了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率，

从融资的角度看，该指标不仅可以表示企业的资本

构成，同时也能据此判断企业资本结构是否合理。

企业若要长期健康发展，必须保持合理的资产负债

比率。（３）主营业务成本。该指标是指中小企业进
行主营业务活动所需付出的代价，反映了中小企业

对其资产的运用能力。（４）股权集中度。该指标反
映了中小企业的股权分布状态，同时在一定程度上

也反映了企业的稳定性、组织效率，本文用最大股

东持股比例来表示。

２．输出指标。（１）净资产收益率。这是企业净
利润与净资产总额的百分比，能够反映企业对自有

资产的运用水平，是对中小企业盈利能力的综合反

映。（２）总资产周转率。是中小企业在一定期间内
的主营业务收入与平均资产总额的比率，反映企业

全部资产从投入到产出的流转速度，是考察企业资

产运营效率的一项重要指标。（３）主营业务收入增
长率。该指标反映了企业所处的成长阶段，同时也

是评价其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

（三）数据来源及样本的选取

河南省，作为中原地区的主体，其中小企业融

资效率状况可基本反映中原地区中小企业的这一

状况。因此本文以河南省中小企业为代表进行研

究。由于一般的非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难以获得，

因此本文以河南省上市中小企业为样本进行研究。

本文选取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之前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板上市的，同时非 ＳＴ、ＳＴ类的企业作为样
本，共２２个。这２２个样本各自的７个输入输出指
标值分别是其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度相应数据的平均值，
数据来自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网站、巨潮资讯网

及新浪财经网。

在此还要说明的是，运用 ＤＥＡ模型进行效率
测度时，要求决策单元的样本数必须达到输入输出

指标总个数的两倍以上。本文研究样本数２２个，
输入输出指标总数７个，符合 ＤＥＡ的样本容量要
求。另一个，ＤＥＡ模型要求输入、输出指标值全部
为非负数，但是在本文样本中净资产收益率和主营

业务收入增长率的原始数据有负值出现，因此需要

对此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从而保证所有输

入输出值非负，采用的方法如下［４］：

Ｙｉｊ ＝ ０．１ ＋０．９
Ｘｉｊ－ｍｊ
Ｍｊ－ｍｊ

，其 中 ｍｊ ＝

ｍｉｎ（Ｘｉｊ），Ｍｊ＝ｍａｘ（Ｘｉｊ）
（四）融资效率评价结果分析

１．融资效率的总体分析。本文将之前进行过
无量纲化处理后的最终数据代入 ＤＥＡ模型，利用
ＤＥＡＰ２．１软件进行计算，得到有关２２个样本企业
融资效率的结果如下：

从表１、表２中可以看出，在这２２家样本企业
中，有８家企业达到了综合效率有效，既实现了纯
技术效率有效，又实现了规模效率有效，占样本总

量的３６．３６％。而纯技术效率有效的企业有１０家，
占样本总数的４５．４５％，其中８家实现了综合效率
有效，２家由于规模效率无效而综合效率无效。这
些综合效率非有效的企业还有提升的空间，其投入

量或产出量还没有完全达到最优状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总体上，中原地区中小

企业的融资效率不佳，很多中小企业的资金没有得

到有效的利用，资金的投入产出没有达到最大效

率，还亟待提高。

２．散点分布分析。样本企业的融资效率分布
情况如图３所示，横轴Ｘ轴代表纯技术效率（ＰＴＥ）
的值，纵轴Ｙ轴代表规模效率（ＳＥ）的值。图中分别
以Ｘ＝０．８３９、Ｙ＝０．９１８为分割线，将坐标内的平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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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划分为四个区域，其中０．８３９、０．９１８分别是 ＰＴＥ
和ＳＥ的样本均值［５］。

表１　２２家样本企业融资效率结果

样本次序 企业名称
综合效率

（ＴＥ）

纯技术

效率（ＰＴＥ）

规模效

率（ＳＥ）

规模报

酬状态

１ 华兰生物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２ 轴研科技 ０．６５９ ０．６９０ ０．９５５ ｉｒｓ
３ 新野纺织 ０．４８８ ０．５１９ ０．９４０ ｉｒｓ
４ 恒星科技 ０．４７０ ０．５７１ ０．８２２ ｉｒｓ
５ 中航光电 ０．５０８ ０．５１４ ０．９８９ ｉｒｓ
６ 利达光电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７ 三全食品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８ 濮耐股份 ０．８３７ ０．９１６ ０．９１３ ｉｒｓ
９ 辉煌科技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１０ 华英农业 ０．５９３ ０．７０８ ０．８３７ ｉｒｓ
１１ 森源电气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１２ 远东传动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１３ 多氟多 ０．８１０ ０．９７３ ０．８３３ ｉｒｓ
１４ 中原特钢 ０．４８５ ０．５２１ ０．９３２ ｉｒｓ
１５ 中原内配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１６ 雏鹰农牧 ０．４０４ ０．４４８ ０．９０２ ｉｒｓ
１７ 林州重机 ０．７０７ １．０００ ０．７０７ ｄｒｓ
１８ 西泵股份 ０．６２３ ０．６９０ ０．９０３ ｉｒｓ
１９ 通达股份 ０．９３３ ０．９９８ ０．９３５ ｉｒｓ
２０ 好想你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２１ 佰利联 ０．７４６ １．０００ ０．７４６ ｉｒｓ
２２ 北玻股份 ０．７０９ ０．９１５ ０．７７５ ｉｒｓ

　　注：ｉｒｓ表示规模报酬递增，ｄｒｓ表示规模报酬递减，— 表示规模

报酬不变

表２　２２家样本企业融资效率总体状况

效率评价结果 综合效率（ＴＥ） 纯技术效率（ＰＴＥ）
企业

个数

所占比

例（％）

企业

个数

所占比

例（％）
有效 ８ ３６．３６ １０ ４５．４５
非有效 １４ ６３．６４ １２ ５４．５５

图１　２２家样本企业融资效率分布图
注：Ａ区域右上角处点代表８个 ＴＥ＝１的样本点；Ｂ区域内

另有一代表样本１４的点

　　如图所示，Ａ区域样本分布密度最高，有 ９
个样本企业，占样本总个数的４０．１％。余下的１３
个样本企业在其余区域中分布比较均匀，其中位于

Ｂ区域内的有４家，Ｃ区域内的有４家，Ｄ区域内的
有５家。其中 Ａ区域中样本企业的 ＰＴＥ和 ＳＥ值
均较高，均高于总体的平均水平，相应的融资效率

也较高；Ｂ类区域内样本企业的 ＳＥ值较高而 ＰＴＥ
值较低，应不断加强资金管理，提高经营水平；Ｃ区
域中样本企业的 ＰＴＥ和 ＳＥ值均较低，这些企业在
经营管理与融资规模上都有待优化调整；Ｄ区域中
样本企业的ＰＴＥ值较高而 ＳＥ值较低，这些企业提
高融资效率应重点从调整融资规模入手。

从以上４个区域中样本的分布我们可以得出：
第一，河南省以及整个中原地区中小企业的整

体融资效率不高。虽然有４０．１％的样本企业的融资
状况高于样本总体平均水平，融资效率达到或接近

ＤＥＡ有效，但这里必须提醒大家注意的是，４０１％这
个数据仅仅是基于河南省的中小企业研究所得，由

于河南省中小企业整体的融资效率较低，如果与其

他发达省份相比，这个比例会大大下降。

第二，中原地区中小企业融资效率呈两极化分

布。２２个样本企业融资效率的分布呈“两极分化”
状态：Ａ区域内共有９个 ＤＥＡ有效或较有效的样
本，与之相对的Ｃ区域有４个效率值较低的样本，
这两个区域的样本数占总体样本数的１／２以上。

第三，这２２家样本企业的规模效率比较高，分
布比较集中，ＳＥ值介于０．７０７～１之间；然而纯技
术效率比较低，分布较分散，ＰＴＥ值介于０．４４８～１
之间。基于此，我们可以推断出中原地区中小企业

的规模效率较高，造成其融资效率较低的主要原因

是其纯技术效率较低，因此如何提高纯技术效率是

中原地区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当务之急。

３．规模报酬分析。从对２２个样本企的实证研
究我们可以得到这些企业的规模报酬状态如表１
所示，有８家样本企业实现了 ＳＥ＝１，约占样本总
量的３６％，说明中原地区只有少部分企业实现了规
模有效，还有一大部分企业的规模效率非有效，投

入产出规模不佳。在这些规模效率非有效的１４家
样本企业中，有１３家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状态，只有
１家为规模报酬递减。具体情况如表４所示：

从表４可以看出，有近６０％的样本企业处于规
模报酬递增阶段，这表明中原地区大多数中小企业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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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还处于成长期或者发展期。研究这１３个规模
报酬递增的样本企业，我们发现其资产规模都较

小，筹资能力不足，虽然整体处于一个发展向上的

态势，但融资效率却不佳，这可能与中原地区中小

企业融资难的现状有关。在对河南省中小企业的

相关调查中，９４．１％的企业反映贷款难是制约中小
企业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５５％的中小企业由于资
金的流动性差而导致不能达到设计能力，９２％的中
小企业由于资金短缺制约着其扩大生产规模或技

术改造［６］。如果这些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资金，同

时加快技术创新，加强生产管理，一定会带来更大

比例的产出，提高企业的融资效率。然而对于个别

企业出现规模报酬递减这一现象，其原因可能是当

这些企业随着其规模的扩大，各部分之间难以得到

协调，从而使得生产效率有所下降。这类企业需要

适当缩减投资规模，加强内部管理与技术创新，从

而提高经营绩效。

表４　２２家样本企业规模报酬状态

规模报酬不变 规模报酬递增 规模报酬递减

企业

个数

所占比

例（％）

企业

个数

所占比

例（％）

企业

个数

所占比

例（％）

８ ３６．３６ １３ ５９．０９ １ ４．５５

４．差量分析。样本企业在实现融资有效时的
输入输出指标的理想值减去实际值即为其松弛变

量值，通过分析这些需要改进的松弛变量值，我们

可以获悉提高企业融资效率的方向和幅度，从而据

此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企业产出最优化。根据

ＤＥＡＰ２．１软件计算的结果，整理可得表５。

表５　２２家样本企业需要改进的松弛变量值

序号 企业名称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Ｙ１（＋） Ｙ２（＋） Ｙ３（＋）

１ 华兰生物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 轴研科技 ６１００５．５４７ １７．５１７ １５６２１．４２４ １５．９３７ ０．１８９ ０．１２６ ０．０００

３ 新野纺织 ２３２１９２．５３５ ２９．８７７ １６７３７４．２３３ １５．８８７ ０．１２５ ０．０００ ０．１５０

４ 恒星科技 １４１４１２．１４７ ２９．８６２ ７９４３４．１４８ １４．９０９ ０．３１１ ０．０００ ０．１００

５ 中航光电 ２１１１７４．９２２ ２２．８８０ ９１８９９．０２５ ２１．８５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６ 利达光电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７ 三全食品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８ 濮耐股份 ５０９７７．５９２ １２．１６６ １３６２９．６２２ １．３０５ ０．０９４ ０．０５４ ０．０００

９ 辉煌科技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 华英农业 ９３０２７．０４２ ２２．８７１ ６８３０９．３７９ ７．０５３ ０．１９４ ０．０００ ０．４３３

１１ 森源电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２ 远东传动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３ 多氟多 ７０２５．７６４ ０．９８９ １６８２７．９０９ ０．４２７ ０．１１１ ０．０００ ０．１９８

１４ 中原特钢 １４０２２４．９４０ １８．４９１ ８８９２３．１７２ ３１．０５７ ０．３５７ ０．０００ ０．１２６

１５ 中原内配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６ 雏鹰农牧 ３０３０６０．３２１ ３１．８２５ ６８８０３．５２０ ２５．６５４ ０．０００ ０．１４７ ０．０９７

１７ 林州重机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８ 西泵股份 ６４６４４．４０３ １３．４８４ ３４４３４．６６９ １３．３９１ ０．０００ ０．１０５ ０．１９８

１９ 通达股份 ３４３．２０１ ０．０６６ ２４４４０．３０８ ０．０６４ ０．３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０ 好想你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１ 佰利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 北玻股份 １５９１９．７０９ ３．５４７ ４７０６．８７９ ２０．２８４ ０．１５３ ０．０８０ ０．１８４

　　注：上表中Ｘ１，Ｘ２，Ｘ３，Ｘ４分别表示企业资产总额、资产负债率、主营业务成本、股权集中度四项，单位分别为万元和％；Ｙ１，Ｙ２，Ｙ３分别代

表企业经营活动中营业收入增长率、总资产周转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单位为％。

如表５所示，各样本企业要实现 ＤＥＡ有效，需对上
述投入产出要素进行相应的调整。以轴研科技为

例，Ｘ１ ＝６１００５．５４７，Ｘ２ ＝１７．５１７％，Ｘ３ ＝１５
６２１４２４，Ｘ４ ＝１５．９３７％，说明企业投入冗余，应减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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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企业资产总额６１００５．５４７万元、降低资产负债率
１７５１７％、削减主营业务成本 １５６２１．４２４万元、降
低第一股东持股比例１５．９３７％；Ｙ１ ＝０．１８９，Ｙ２ ＝
０１２６，Ｙ３＝０，说明企业产出不足，应提高营业收入
增长率０．１８９％、总资产周转率０．１２６，维持净资产

收益率不变。依以上分析，轴研科技存在资产总额

这一投入冗余，但同时该企业又处于规模报酬递增

阶段，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充

分说明该企业资金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内部管理

亟需提高。

表６　２２家样本企业需要调整的指标情况

需要调整的输入输出指标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Ｙ１（＋） Ｙ２（＋） Ｙ３（＋）

需要调整的企业个数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９ ５ ８

所占比例（％） ５４．５４ ５４．５４ ５４．５４ ５４．５４ ４０．９ ２２．７３ ３６．３６

　　注：上表中分别表示企业资产总额、资产负债率、主营业务成本、股权集中度；分别代表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率、总资产周转率和净资产

收益率

　　从表６可以得出：在要素投入方面，２２家样本
企业中有１２家，约５５％的企业存在着投入冗余，这
说明以这２２个样本企业为代表的大部分中原地区
中小企业都存在着资金有效利用率低，资产结构不

合理，营业成本高，股权过于集中等问题。在产出

方面，４０．９％的样本企业需要提高其营业收入增长
率，３６．３６％的样本企业需要提高其净资产收益率，
２２．７３％的样本企业需要提高其总资产周转率。这
反映了增强盈利水平是多数中原地区中小企业提

高效率的关键所在。

　　二　提高中原地区中小企业融资效率的对策

　　结合以上实证分析和对中原地区中小企业发
展状况的了解，在此提出以下相关建议：

（一）加强中小企业自身建设

１．提高中小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从以上分析
知，中原地区大多数中小企业的纯技术效率比较

低，而这恰恰是导致其总体效率低的主要原因，因

此中小企业应建立有效的治理机制，不断改善资产

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管理水平，从而最大化的

实现资金的有效利用。

２．完善财务制度，提高信誉等级。中小企业的
财务制度不健全也是造成融资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在提升自身经营管理水平的同时，也要不断

提高财务管理水平，规范财务制度，增大企业财务

透明度，从而树立良好的信用形象，增强融资能力。

３．加快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培养核心竞争
力［７］。在中原地区，传统的制造业、农业相对较

多，发展较好，这个从样本企业就可以看出。而这

类企业的营业成本通常比较高，从表 ６的分析可
知，营业成本高已严重影响到中原地区中小企业的

融资效率。因此，中小企业要加快转型升级，培养

新的支柱产业，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

型转变，产业定位由传统型向科技型转变，从根本

上扭转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而导致的融资效率低

的问题。

４．借助外部机遇，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近年
来，高新技术产业的飞速发展以及中原经济区上升

为国家战略层面，这都为中原地区中小企业提供了

良好的发展契机。李克强总理指出以河南为主体

的中原地区要在巩固传统优势产业的基础上，积极

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

代化“三化”协调基础上强调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

的深度融合，走“四化同步”之路［８］。中原地区中

小企业应把握住这次改革发展机会，优化产业格

局，培养战略性新兴产业，从而创造新的经济增长

点，提高融资效率。

（二）优化中小企业外部融资环境

在以样本企业为例的中原地区中小企业中，超

过一半的企业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急需资金的

投入。但由于中小企业自身特点，其在发展过程中

普遍存在融资难问题。加之中原地区专为中小企

业服务的小型金融机构的发展一直处于相对落后

的位置，大型金融机构融资难、融资成本高，小型金

融机构规模小、数量少，这一情况使得已步履维艰

的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更加雪上加霜［９］。基于此，提

出以下建议：

１．大型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应不断完善
对中小企业的借贷管理。鼓励银行推出新的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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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鼓励银行精简对中小企业的放贷程序，从而

使得这一融资渠道更为方便快捷。

２．加快专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小型金融机构的
建立发展。

３．鼓励中小企业在创业板上市。政府要鼓励
中小企业，特别是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到创业板上

市。通过上市，可以完善企业治理，提升中小企业

知名度，从而获得更多更快的资金。

４．不断丰富其他融资渠道，如债券融资、票据
融资、私募股等。　

（三）完善政府职能，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

１．完善中小企业政策法规体系。政府应通过
制度保障、政策协调等措施，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

难问题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２．降低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适当增加财政
补贴。

３．设立中小企业管理服务机构。如设立中小
企业信息展示平台、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平台等，督

促这些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如资金

担保、政策咨询、人才技术推广、产品宣传等，使之

真正成为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保驾护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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