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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小微企业的成长

发展，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研究部署纾困措施，中央和地方密集出台

各类扶持政策。 2月 7日，广州发布《关于支持中小微企业在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过程中健康发展的十五条措施》，从加强金融支持、

降低房租成本、减免缓缴税费、实施援企稳岗、加大财政支持、开展

暖企行动等方面，推出一批创新政策，支持小微企业经营。虽然疫情

防控形势好转，复工复产有序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但是，

小微企业由于自身脆弱性，遭受冲击影响较大，复工复产进度相对滞

缓，账面资金难以为继。建议在落实普惠性政策基础上，成立小微企

业救助基金，专门针对小微企业制定个性化精准化扶持政策，助力小

微企业复工复产，充分释放经济活力。

一、疫情中的小微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小微企业陷入账面现金流和复工复产率双低困境。一方面，小微

企业账面现金流趋紧，若迟迟不复工账面余额难以为继。清华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对 995家中小企业的调研表明，34%

的企业账上现金可维持生存的时间仅 1个月，33.1%的企业可维持 2

个月，17.91%的企业可维持 3个月，现金余额能支撑 6个月以上的中

小企业只有 9.27%。换言之，85%的企业账上余额仅够最多维持 3个

月。另一方面，国内外疫情冲击多因素叠加导致小微企业复工复产进

程滞缓。受市场需求减少、原材料成本上升、劳动用工不能及时到位、

国外疫情持续蔓延影响全球供应链的稳定等影响，加之复工手续繁杂、

防疫风险高、复工成本高等，小微企业复工复产率偏低。工信部数据

表明，截至 2月 26日，我国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率为 32.8%。渣打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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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最新公布的 2月份中国中小企业信心指数(SMEI)也降至 40.5的历

史新低。

疫情冲击加剧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一直是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原因。间接融资是我国小微企业的主要筹

资方式，但由于企业规模小，治理结构不规范、产权不明晰、资信等

级较低，加之缺乏抵押品和担保品及单笔借款数额小、批次多、不易

进行监控等特点，小微企业借款系统性风险高，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

出。疫情冲击又加剧了这一问题。随着金融深化，各商业银行更关注

自身信贷安全问题，在缺乏风险补偿机制的前提下，单一依靠央行窗

口指导方式，难以激励商业银行增加对小微企业的贷款支持。

小微企业受短期冲击诱发资金链断裂有演变成产业链断裂的潜

在风险。我国绝大多数的产业链的末端环节都是由小微企业提供服务，

其经营困境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产业链的运营，进而对复工后

大型企业的经营也造成巨大压力。产业链环环相扣，若政策调控和帮

扶力度不足，短期的冲击导致上下游中小企业倒闭、复工不同步等将

导致产业链面临断裂风险。此外，虽然国内疫情得以控制，但是国外

疫情扩散对汇率、进出口、投资、消费和金融市场等全球经济市场的

冲击，可能会加剧全球供应链恶化风险。

二、成立小微企业疫情救助基金的政策建议

小微企业具有“五六七八九”的典型特征，是稳定经济的“半壁

江山”。贡献了 50%以上的财税收入，60%以上的 GDP，70%以上的

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以及 90%以上的企业数量。受疫

情冲击小微企业资金链断裂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若应对不当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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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率、抑制消费、增加银行不良贷款，不利于经济恢复和金融体系

稳定。因此，为小微企业提供精准救助，为市场注入强劲信心和稳定

剂意义重大。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成立小微企业疫情救助基金。为应对疫情冲击，天津市设

立了民营企业发展基金，为符合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方向、有前景的民

营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和流动性支持；湖北省设立了上市公司纾困基金，

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撬动作用带动经济复苏。广东省可交流学习相关

经验，因地制宜在小微企业集中的部分地区试点先行设立政策性融资

担保基金。同时鼓励银行、信托、私募基金等金融机构设立商业化的

中小企业救助基金，灵活设计金融工具。例如，半期限零息债务、收

入债、高收益债、可转债、股权投资等。

第二，开设小微企业快速融资绿色通道。2月 1日，央行、证监

会等五部门联合发文指出，对募集资金用于疫情防控以及疫情较重地

区金融机构和企业发行的金融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公司信用类债券

建立注册发行绿色通道。据此，小微企业疫情救助基金，可用于发行

疫情防控专项债，通过较低债券利率，降低小微企业防疫和复工复产

成本。

第三，精准化设计个性化基金救助方案。不同行业的企业生产经

营的现金流周期不同，维持生存和恢复经营需要的时间也不同，因此

小微企业疫情救助基金的使用过程中也要匹配企业维持和恢复经营

现金流特征进行个性化设计。例如，加工业、制造业，从订单获取到

交货周期长，一旦订单流失、被取消、被退货，资金沉淀在库存、生

产和销售环节，更容易出现债务违约，恢复经营的时间更长，需要更

长期限的资金。具体地，针对企业维持生存和恢复经营需要的时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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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周期特征，在还款期限、还款现金流分布等方面设计定制化的

金融工具，增加灵活性。

第四，开发企业事后保险产品。很多小微企业可能事先没有保险，

对于恢复经营的小微企业，可开发事后缴纳型保险产品。例如，疫情

引发的交通管控对家禽养殖业影响很大，饲料不足导致大量家禽死亡。

对养殖业，设计先赔付补偿养殖企业一部分损失，后续再补交保险费，

助力企业获得生产恢复资金。此外，需要研究重大灾害及疫情损失保

险产品，减少今后企业因遭遇外部重大威胁承受的损失。

第五，开展产业链层面金融救助。由于此次疫情影响波及面大，

产业上下游内部、产业之间、产业与金融之间、金融机构之间高度关

联，针对单个企业的救助可能难以奏效。例如，农业养殖业、科技制

造业，出口型企业，餐饮业，旅游业，可借力互联网平台，联合渠道

商、金融机构等，从产业链或商业生态角度，设计金融救助方案，带

动产业或细分产业或细分行业更多的企业恢复经营。

第六，建立市场化机制提高基金风险控制能力。借鉴国际经验，

发挥专业金融机构在疫情救助基金运营过程中的作用，发挥其募投管

退的专业作用，将利益和风险同投资机构适度挂钩，以保证投资的规

范运作。同时要求投入到小微企业的投资以少数股权、夹层股权为主，

投资机构收费适度降低。基金运营同市场紧密结合，以提高资金的使

用效率，同时降低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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