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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是民营企业经营的前提，是其赖以生存的血

液，更是长期发展的基本条件，民营企业可

以通过融资满足其运营发展的需要。但随着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的资金需求与其发展速度不匹

配，融资难现象日益凸显，不仅限制了民营企业的正常

运营，更对其长期发展构成了巨大威胁。许多有潜力、

有创新精神的民营企业因为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

不得不放缓扩张的步伐，或被迫中断研发项目、削减开

支，应对资金压力；有些原本就处于资金紧张状态的企

业，更可能因无法及时获得融资而面临倒闭的风险。以

云南省为例，据云南省工商联2023年三季度对1.06万户

企业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融资满足度达到90%以上的企业

仅为2.1%。近年来，云南发生的数百起民营企业倒闭、跑

路事件，不仅给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更对当地

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加强监

管、扶持民营企业发展，解决融资难问题已迫在眉睫。

民营企业融资的重要性

一 方 面 ， 融 资 是 民 营 企 业 发 展 的 必 经 之 路 。 新 形

势下，以自身盈余扩大再生产的“滚雪球式”传统民营

企业经营模式已无法满足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在资本

高度流动、竞争激烈的资本运营市场里显得力不从心。

因此，民营企业为了抓住市场机遇，必须积极探索新的

融资途径，打破资金瓶颈，通过有效的融资策略，迅速

筹集资金支持研发创新、市场拓展和产业升级，提高市

场竞争力，推动企业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融资是民营

企业破除困境的必要手段。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企业面临着来自国内外市场的各种挑战和风险，金融危

机、新冠疫情等客观因素都可能对企业的正常生产、经

营造成强烈冲击，[1]使一部分民营企业陷入困境，此时，

民营企业通过融资，可以获取必要的资金支持，恢复正

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云南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分析

从 金 融 机 构 角 度 来 看 ， 尽 管 近 年 来 银 行 等 金 融 机

构的风险防范意识显著增强，但在面对云南民营企业贷

款时，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恐贷”情绪，这种情绪的

背后，既有对云南民营企业经营稳定性和还款能力的担

忧，也有对信贷风险控制的严格把控。因此，大部分金

融机构更愿意将资金投向风险相对较低的大中型国有企

业，导致云南民营企业外源融资不畅。[2]

从上市融资角度来看，上市融资对于民营企业具有

极大的吸引力，民营企业通过上市，可以直接从投资者

手中筹集到大量资金。然而，现实情况是，主板上市门

槛高， [3]对于大多数云南民营企业而言，要达到标准并

不容易；创业板市场虽然为中小民营企业提供了更多机

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探讨
——以云南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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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是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础，在促进科技进步、增加就业、促进稳定、

改善民生、推动进出口贸易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直以来，我国民营经济贡献着全

国50%以上税收，60%以上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城镇劳动就

业，以及90%以上企业数量，民营企业队伍具有其他类型企业无法比拟的市场影响力，

占据中国经济版图的“半壁江山”。然而，在经济增速换挡期的新形势下，我国民营企

业融资难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通过阐述民营企业融资重要性，以云南省为例，

分析造成云南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原因，提出注重人才培养，强化管理制度，建

立民营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分担机制，拓宽融资渠道，构建多元化融资市场，完善信贷评

级机制等对策，以期为解决云南省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