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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海外银行中小企业

贷款研究及新进展

粟 　勤 　田秀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 　要］随着现代金融中介理论的发展 ，银行中小企业贷款问题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国外学

者在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上探讨银行的经营模式 ，证明银行具有信息生产优势 ，银行贷款能够满足中小企

业的融资需求 。早期文献提供了基于关系型贷款技术的“小银行优势”的证据 ，近期研究显示 ，大银行的

交易型贷款技术也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市场竞争对中小企业贷款技术的影响取决于银行的规模

和组织结构 ，而对于贷款可获得性的影响尚未得出一致结论 。尽管法律制度显著影响中小企业融资 ，但

跨国研究表明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银行都在积极开发中小企业贷款 。未来在贷款技术的组合 、市场

竞争的影响和转轨型国家的中小企业贷款等方面可以期待出现更多成果 。

［关键词］银行 ；中小企业贷款 ；信息不对称

Bank Loans to SMEs ：A Review of Foreign Literature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Su Qin 　 Tian Xiujuan

（School o f Banking and Finance ，University o 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
Bei j ing １０００２９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theories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there has been a
breakthrough made in the study of bank loans to SMEs（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Foreign
scholars have discussed the mode of bank operation based on asymmetric information ，proving that
banks have an advantage in information production ，and bank loans can meet the funding demands
of SMEs ．Early literature has provided evidence of ″ small bank advantage″ on the basis of
relationship lending technology ，while recent research show s that large banks can also tackle the
issue of asymmetric information with transactional lending technology ．The impact of market
competition on lending technologies depends on the size of a bank as well as it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However ，conclusion has not been reached as to how competition affects the credit
availability of SMEs ．Though legal institutions obviously affect SMEs摧s funding ，cross‐country
studies show that banks in both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actively finding ways to



solve SMEs摧 financing problems ．More fruitful research can be expected in areas such as the
combination of bank lending technologies ，the impact of market competition and the bank loans to
SMEs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
Key words ：banks ；loans to SMEs ；asymmetric information

占企业总数 ９０％ 以上的中小企业在推动经济增长 、吸纳就业人口 、促进技术创新等方面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 ，它们却面临不同程度的融资困境 。从银行的角度来看 ，中小企业信息不

透明 、贷款风险大 、成本高 ，不仅难以满足“优质客户”的标准 ，而且可能成为“信贷配给”的对象 。如

何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这一世界性的难题 ，早已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尽管该问题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长期以来 ，真正有影响的成果却不多 。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 ，随着现代金融中介理论的发展 ，中小企业贷款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

成果 。学者们分析了银行在中小企业外部融资中的重要作用 ，细致地研究了银行克服信息不对称

的途径和方法 ；同时 ，问卷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的使用 ，进一步揭示了银行的中小企业贷款技术和

银行的贷款行为 ，不断证实或推翻以往的结论 ，使我们一步步接近银行中小企业贷款的真相 。

引进和吸收国外先进的研究成果 ，不仅有利于推动我国理论研究的深入 ，还能为解决我国银行

中小企业贷款困难提供重要的启示 。本文对近二十年来国外学者最前沿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总结集

中于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银行 ①在中小企业外部融资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不同规模银行中小企业

贷款技术是否不同以及“小银行优势”是否真的存在 ？技术进步 、市场竞争与法律制度对银行中小

企业贷款技术及贷款的可获得性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银行中小企业贷款是

否存在较大差异 ？最后将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

一 、信息不对称市场上银行的信息生产优势

（一）银行在信息生产中的经营模式

信息不对称是引发中小企业贷款市场失灵的根源 。对银行克服信息不对称的理论研究源于对金

融中介存在理由的探讨 ，而这也成为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初研究银行中小企业贷款问题的理论基础 。学

者们从信息作为商品和信息市场的特点出发 ，分析了银行等金融中介信息生产的基本机制 ② 。

早期研究主要是从金融中介的市场安排或契约结构的视角探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上银行存在

的理由 ，而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后 ，研究重点转向了银行在解决信息不对称时的独特地位或经营模

式 。作为小企业最重要和最综合化的金融服务提供者 ，银行不仅可以在贷款筛选和监督时获得借

款人的私有信息 ，还可以获得其他贷款人无法得到的有关企业交易与结算账户的信息［１］
。例如 ，银

行在向客户提供结算与转账服务时可以观察到客户资金流量的规模 、时间和方向 ，掌握客户现金流

量的变化 ，这些信息对于评估借款人的还款能力是非常有用的［２］
。总之 ，银行可以凭借其独特的地

位收集和处理外部投资者难以获得的借款人的私有信息 ，这种比较优势内生于银行的经营模

型 ———关系型银行中 ，即银行通过与客户的多次接触及多产品服务来收集客户的私有信息 ，并以此

评估银行的利润 。关系型银行不仅包括贷款业务 ，而且也包括各类其他金融服务 ，如信用证 、存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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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指以商业银行为主体 、经营多样化现代金融业务的存款类金融机构 。

有关金融中介理论的演进 ，参见张杰枟金融中介理论发展述评枠 ，载枟中国社会科学枠２００１ 年第 ６期 ，第 ７４ ８４ 页 。



支票账户和现金管理等［３］１０ １１
。尽管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可以选择关系型银行的经营模式而获得客

户的私有信息 ，但与商业银行相比 ，它们的业务单一 ，获得借款人私有信息的渠道也比较单一 。因

此 ，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相比 ，银行在收集 、整理 、加工和处理信息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

（二）银行信息生产优势的表现及其在中小企业外部融资中的作用

在证券市场越来越发达 、信息技术突飞猛进 、信息透明度日益提高的背景下 ，银行的信息生产优势

依然明显 。即使在银行贷款证券化以后 ，银行也仍然负责贷款的收款等工作 ，承担着“代理监督”的责任 。

银行不仅掌握着客户的信息 ，而且还通过多余抵押物 、信用证 、自身的信誉等提高证券的信誉度［３］１１ １２
。

如果说大型企业可以因其规范的财务报表和高度透明的信息而获得证券市场融资的话 ，那么 ，

中小企业信息不透明的特征使高度依赖于信息公开的证券市场融资难以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

途径［４ ５］
。这样 ，银行贷款就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 ，证券市场等其他途径只是银行贷款的

有益补充［６］［７］４７１
。随着银行与中小企业关系的延长 ，双方的信息交流增加［８］

，贷款的可获得性提

高［９］
。最近的研究还发现 ，在美国 ，银行小企业贷款申请的接受率为 ７１％ ，远高于非银行金融机构

（仅为 ２９％ ） ；从银行申请贷款的成本也低于非银行金融机构 。这进一步证实了银行的信息优势对

降低筛选错误和贷款成本具有重要作用［１０］
。

二 、中小企业贷款技术与“小银行优势”

（一）关系型贷款技术与“小银行优势”

既然从理论上看 ，银行能够利用其独特的经营模式较好地解决中小企业贷款中的信息不对称

问题 ，那么 ，就需要探讨银行克服信息不对称的手段 ，而中小企业贷款技术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突

破口 。 Berger和 Udell按照贷款决策所依据的信息种类将贷款技术划分为交易型贷款和关系型贷
款两大类［１１］F３６ F３７

。此后 ，他们又将中小企业贷款技术划分为 ：财务报表 、信用评分 、流动资产担

保 、保理 、固定资产抵押 、租赁 、贸易融资和关系型贷款八大类 ，前七类都是对硬信息进行处理的交

易型贷款技术［１２］２９４８ ２９５２
。由于关系型贷款不依赖于企业能否提供合格的财务信息和抵押品 ，因此 ，

它无疑适合于信息不透明 、财务制度不健全和缺乏足够抵押物的中小企业 。在某些情况下 ，关系型

贷款被看做是解决中小企业信息不透明问题最明显的 ，甚至是唯一的途经 。

早期研究发现 ，与大银行相比 ，小银行所发放的中小企业贷款在资产总额中的比例大于大银

行 ，大银行一般不愿意经营中小企业贷款［１３ １４］
。此外 ，大银行和小银行在贷款审查程序上存在差

异 ，即大银行在贷款审查中使用数量标准 ，而小银行依赖于个人接触［１５］
。由于大部分外资银行是

国际化经营的大银行 ，它们在收集和处理软信息时常常面临文化 、语言及监管等方面的阻碍 ，因此 ，

它们一般与透明度高的大企业建立关系 ，而不愿意经营中小企业贷款［１６］
。

“小银行优势”来源于银企在长期的互动关系中所形成的银行信息优势［１７］
，或者说 ，结构简单

的小银行因代理链条短 ，代理成本低 ，在收集与处理软信息时具有比较优势［１１］F３９ F４１
，而结构复杂的

大银行在处理软信息时处于比较劣势［１８］
。

（二）对“小银行优势”的质疑

就在“小银行优势”假说几乎要成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时 ，Berger 、Rosen和 Udell对此提
出了质疑 。他们认为 ，小银行发放了更大比例的中小企业贷款是因为法律限制（如单一借款人贷款

最高额度的限制）和分散风险的考虑 ；此外 ，以往研究没有考虑中小企业的市场分布 ，无法判断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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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信息的透明度 、贷款风险等特征 。至于银行所使用的贷款技术 ，并非来自于直接观察 ，而是从

贷款合同的特点中推导出来的 。他们的研究发现 ：中小企业从不同规模银行获得贷款的概率与当

地市场上不同规模银行的市场份额成正比 ，不同规模银行的中小企业客户无论在信息透明度还是

其他方面均无显著的不同［１９］１４ １５
。这证明小银行在中小企业贷款方面既无明显的优势 ，也无明显

的劣势 ，因为关系型贷款不是唯一适合中小企业贷款的技术 ，资产担保 、租赁 、保理等交易型贷款技

术也可以较好地解决中小企业贷款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１９］３０［２０］２２８１
。实际上 ，大部分有关发展中国

家外资银行的文献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即外资银行的进入会提高东道国中小企业贷款的可获得

性［２１ ２２］
，这对于发展中国家也不例外 ① 。

（三）信用评分技术创新与“大银行优势”

如果说传统交易型贷款技术本来就是大银行的优势所在 ，那么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 ，信用评

分技术在中小企业贷款中的运用可以看做是大银行为降低中小企业贷款差异和成本的一种重大创

新 。信用评分模型具有两个独立但不相互排斥的特点 ：生产信息与降低成本 ，前者可以提高贷款

的预期收益 ，后者可以降低贷款成本 ，二者 （或之一）可以刺激银行发放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

性［２３］１２０ １２１
。在使用了信用评分模型后 ，大银行的中小企业贷款有较大提高［２４］８２０［２５］５３

。 １９８４ — ２００１

年 ，美国银行 ２９ ５７７笔中小企业贷款数据显示 ，随着银行与中小企业客户距离的扩大 ，贷款的违约

率提高 ，但使用信用评分技术的银行所发放的中小企业贷款违约率却没有因此而明显提高［２３］１４０
。

这证明了信用评分技术有利于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 。

实际上 ，多样化经营的大银行在中小企业贷款市场上更具比较优势 。这是因为 ：首先 ，交易型

贷款技术具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特征 ，只有多样化经营的大银行能够享受这些好处 。其次 ，大

银行拥有一批大型公司客户 ，能够将中小企业客户目标定位于与这些大型公司客户有着长期良好

关系的上下游企业 ，从而更好地管理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 。再次 ，大银行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服务

平台 、技术专长 、IT 等后台设施向客户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 。最后 ，大银行比小银行利用复杂业

务模型和风险管理系统的能力更强 ，可以更好地降低成本与分散风险［２０］２２８２
。最近的研究表明 ，尽

管没有一种基于硬信息基础上的贷款技术最优 ，但与其他资产担保贷款技术相比 ，大银行在租赁技

术上比较优势最为明显 ，而小银行的确具有关系型贷款技术的比较优势［２６］
。可见 ，“小银行优势”

的正确理解应该是小银行具有关系型贷款优势 ，而不是中小企业贷款优势 。

三 、技术进步 、市场竞争与银行中小企业贷款

（一）技术进步与中小企业贷款市场边界

鉴于中小企业信息不透明的特征 ，并考虑到距离在信息收集和生产中的重要性 ，可以推断 ：中

小企业需要尽可能地接近银行 ，以便更好地传递自己的信息 。因此 ，与大企业贷款市场不同 ，中小

企业贷款市场本质上是地区性的 ，而不是全国性的 。这一理论分析得到了早期经验证据的支持 。

美国小企业融资情况调查显示 ，选择金融机构的最主要标准是“机构的位置”和“方便程度”
［２７］

。在

１ ８３６个样本中 ，７５％ 的小企业仅在 １５英里以内选择银行服务 。除租赁外 ，几乎所有的小企业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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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转轨型国家外资银行的行为 ，可参见 M ．Giannetti & S ．Ongena ，″Financial Integ r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

Evidence f rom Foreign Bank Entry in Emerging Markets ，″ ht tp ：／／www ．ecb ．int ／pub／pdf ／scpwps／ecbwp４９８畅 pdf ，
２０１０ １１ ０１ 。



服务都由本地的金融机构来提供［２８］
。

不过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银行信用评分模型的开发与使用 ，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地理距

离有所扩大 。与关系型贷款截然不同 ，使用信用评分技术的银行不需要与企业近距离接触就可以

完成贷款的评估 ，从而改变了银行与企业交往的方式 。 Petersen和 Rajan考察了 １９９３年美国的中

小企业贷款后发现 ，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面对面交往的概率逐渐下降 ，以电话 、邮件等方式进行交

往的概率上升［２９］
。 Prager和Wolken对 １９９８年和 ２００３年美国小企业融资情况调查数据的研究证

实 ，小企业金融服务需求的地理范围在扩大 ，它们使用社区银行作为主要或唯一金融服务提供者的

概率在下降 ，而使用大型银行金融服务的概率在上升 ① ［３０］
。对 １５ ０００笔比利时银行中小企业贷款

数据的研究显示 ，贷款利率随着企业与贷款银行之间距离的扩大而下降 ，随着企业与竞争性银行之

间距离的扩大而上升［３１］
。可见 ，技术进步导致银行中小企业市场边界扩大 ，使同一市场上竞争性

银行的数量上升 ，从而加剧了市场竞争 。

（二）市场竞争与银行中小企业贷款技术

市场竞争对银行中小企业贷款的影响首先取决于面临竞争时银行所选择的贷款技术 。从关系

型贷款来看 ，集中的市场保障了银行对私有信息的垄断优势 ，增进了银企关系［３２］４０７ ４０８［３３］
，而市场竞

争则不利于银行关系贷款的发展 。但竞争也会迫使银行更努力地培养客户关系 ，提高银行开发企

业私有信息的积极性 ，从而促进关系型贷款的发展［３４］
。对此问题的实证研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 ，

有的研究发现市场竞争有利于关系型贷款的发展［３５ ３６］
，而有的则相反或者发现两者之间没有必然

联系［３２］４３３［３７ ３８］
。

Elsas［３９］５０ 、Degryse和 Ongena［４０］分别考察了德国和比利时银行的中小企业贷款数据后发现 ，

市场集中度与银行 —客户关系的紧密程度之间存在 U 形关系 ，即随着市场集中度的提高 ，银行与

客户关系的紧密程度先下降后上升 。鉴于关系型贷款的特点 ，这一结论意味着随着市场竞争的加

剧 ，银行最初会逐步减少关系型贷款 ，直到竞争达到适当的程度时再增加关系型贷款 。但他们没有

解释银行行为背后的原因 。而作出解释的是 Presbitero 和 Zazzaro ，他们认为 ，银行贷款技术的使

用不仅仅取决于市场竞争 ，而且还取决于市场上银行的规模构成和组织结构 。在大银行垄断的信

贷市场上 ，市场集中度的提高有利于银行 —客户关系的培育 ，市场竞争的小幅度提升对关系型贷款

不利 ；相反 ，当市场已经存在适度的竞争 ，大量小银行都普遍使用关系型贷款技术时 ，市场竞争的加

剧会激励银行培育更紧密的客户关系 。原因在于大 、小银行不同的比较优势 ：如果大（小）银行具

有交易型贷款（关系型贷款）的比较优势 ，那么 ，竞争将引导银行将资源投入自己擅长的技术 。这一

分析得到了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３年意大利制造业四千多家中小企业样本数据的验证［４１］
。

（三）市场竞争与中小企业贷款的可获得性

如果说市场竞争会促进（阻碍）小（大）银行关系型贷款的发展 ，那么 ，中小企业贷款的可获得性

是否增大 ，则取决于小银行关系型贷款和大银行交易型贷款的增加能否抵消大银行关系型贷款的

减少 。同样 ，这方面实证分析未得出一致结论 。如 Jayaratne和 Wolken对 １９９３年美国小企业融

资情况调查问卷的分析显示 ，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对小企业以贸易信贷为代理变量的贷款可获得性

没有影响［４２］
。 Zarutskie对 １９８７ — １９９８年美国公司数据的考察证明 ，随着市场集中度的上升 ，小企

业获得贷款的概率不断提高［４３］
。而 Scott和 Dunkelberg利用 ２００１年全美独立企业协会的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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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美国小企业贷款市场边界的变化 ，请参见 T ．H ．Hannan ，″Changes in Non‐local Lending to Small Business ，″ Journal o f
Financial Serv ices Research ，Vol ．２４ ，No ．１（２００３） ，pp ．３１ ４６ 。



主调查问卷进行分析后发现 ，小企业感受到的银行业市场竞争程度与银行的金融服务显著正相

关［４４］
。也就是说 ，市场竞争改善了银行的小企业信贷和非信贷服务 ，提高了贷款的可获得性 。

四 、法律制度的影响及银行中小企业贷款的跨国研究

（一）法律制度对银行中小企业贷款的影响

信贷市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贷合约的法律规定 ，尤其是在信息不对称更严重的中

小企业贷款市场 。私有产权保护制度 、企业破产制度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银行使用不同中小企

业贷款技术的可行性与营利性 。 Beck 、Demirgü ‐Kunt 和 Maksimovic的研究显示 ，制度是影响中

小企业融资最显著的因素之一 ，中小企业从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中所获得的好处比大企业更

大［７］４８２
。商法等相关法律及其执行力度影响银行运用特定合约要素（包括期限 、抵押和保证等）解

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能力［４５］
。企业破产制度的效率和成本也与银行中小企业贷款有关 ，研究证

实 ，低效率的破产制度常常伴随着中小企业贷款规模的下降［４６］
。

抵押物的法律规定影响资产担保贷款的运用［４７ ４８］
。在发展中国家 ，法律制度不健全必然提高

银行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 ，此时 ，抵押物便成为银行防范风险的重要手段 。但抵押物回收与处置过

程成本高昂 、处置收益过低 ，银行不得不对抵押物提出更高的要求［４９］
，导致众多无法满足银行抵押

要求的中小企业贷款困难 。 Hainz考察了转轨型经济的银行在不同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理论模型

证明 ：抵押物不仅仅用于防范道德风险 ，而且还成为银行赚取租金的手段 ，银行的市场势力则进一

步强化了它们的抵押要求 。 Hainz对罗马尼亚和爱沙尼亚的实证研究证实了上述结论［５０］
。其他

学者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 ，如对泰国 ５６０家商业银行贷款档案的分析显示 ，发展中国家银行的贷

款抵押要求高于发达国家 ，且关系的延长并不会降低抵押要求 。抵押的作用是降低风险 ，但对抵押

物的依赖并没有显著提高银行承担风险的意愿［５１］
。此外 ，在担保法相对完善的转轨型国家 ，银行

会发放更多抵押贷款 ；在债权人保护得力 、银行收回抵押物成本较低的国家 ，外资银行向中小企业

发放更多贷款 ，并提供更优惠的贷款条件［５２］
。

由于抵押贷款依赖于良好的法律环境 ，当环境无法满足这一要求时 ，银行会转向保理和租赁等

业务［５３］
。法律制度不健全的国家还会鼓励关系型贷款的发展 ，即银行利用关系型贷款隐含的合约

来替代交易型贷款中的某些条款［１２］２９５９
。这些研究结论为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解决中

小企业贷款难的一种思路 。

（二）银行中小企业贷款现状的跨国研究

尽管国别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 ，但这些研究大都局限于少数几个国家 。不同国家 ，尤其是发展

中国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中小企业贷款方面的差异及银行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战略一直是个谜 。近

年来 ，学者们对银行中小企业贷款现状的跨国研究逐渐揭开了这一“谜底” 。

在此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是 Beck 、Demirgü ‐Kunt 和 Martí nez Períz 对涵盖欧洲 、亚洲 、非洲

和南美洲 ４５ 个发达与发展中国家 ９１ 家银行样本的分析［５４］
，de la Torre 、Martínez Pería 和

Schmukler分别对英国 、美国 、澳大利亚 、巴西等 １２个国家 ４１家银行［２０］２２９２和智利与阿根廷银行［５５］

问卷调查的对比分析 。从研究结论来看 ，令人吃惊的是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银行中小

企业贷款的相似性远远大于差异性 。这些相似性体现在 ：第一 ，大部分银行已经把中小企业金融

服务作为战略性领域进行开发 ，并已建立了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专营机构 。第二 ，中小企业贷款市

场庞大 、利润丰厚 ，但市场尚未饱和 ；相反 ，公司与个人银行业务的利润空间正在缩小 。这正是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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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银行进入中小企业金融市场的主要动因 。第三 ，银行在贷款中同时使用关系型与各种交易型

贷款技术 ，当财务信息无法获得时 ，银行利用其他硬信息和激励相容的机制来提高贷款的偿还率 ，

以弥补制度缺陷 ，从而减轻了对政府补贴的依赖 。因此 ，中小企业贷款的预期收益完全可以覆盖其

成本和风险 。第四 ，贷款只不过是银行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一个组成部分 ，银行已经开发了大量的

中小企业金融产品 ，交叉销售成为中小企业金融产品市场营销的重点 。第五 ，银行开展中小企业贷

款的主要障碍不是中小企业本身 ，而是宏观环境的不稳定（发展中国家）和市场竞争（发达国家） 。

总的来看 ，制度因素及宏观经济政策并没有阻碍银行中小企业贷款的发展 ，只是限制银行产品的

数量 。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贷款的差异主要体现在 ：首先 ，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发放更少

的中小企业贷款 ，特别是长期投资贷款 ，收取更高的贷款利率和费用 。其次 ，更多的发达国家银行

使用信用评分模型来评估中小企业贷款 ，外资银行尤其如此 。除了财务状况外 ，在发达国家 ，贷款

规模是第二重要的评估标准 ，而在发展中国家 ，信贷历史是第二重要的标准 。以上结论对于评估银

行业市场的发育程度及法律环境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

五 、简 　评

综上所述 ，国外学者对银行中小企业贷款问题的研究在近二十年里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有关银

行的信息生产优势 、银行的贷款技术 、银行业市场竞争的影响等研究成果日益增多 。在理论分析逐

渐推进的同时 ，实证研究进一步证实或推翻以往的结论 ，使我们对银行中小企业贷款问题的认识日

益深入 。

目前 ，学界在银行的信息生产优势 、交易型和关系型贷款的基本特点及其在中小企业贷款中的

作用 、法律制度的影响等方面已基本达成了共识 ，未来的研究可能朝以下几个方向深入 ：首先是对

贷款技术的深入研究 。大量研究都假定大银行在各种交易型贷款技术上具有同等的比较优势 ，且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透明度的提高 ，关系型贷款逐渐替代交易型贷款 。但实践中银行通常选择

最有效的贷款技术或同时使用多种贷款技术 ，以更好地降低成本和控制风险 。此外 ，企业规模与贷

款技术之间也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２６］７２５ ７２６
。因此 ，需要从更微观的视角深入研究银行如何实现多

种贷款技术的最佳结合以及不同交易型贷款技术的针对性 。对关系型贷款的研究更是存在较大的

改进余地 。因为在计量分析中 ，无论以信贷额度［８］３５３
、提供贷款的银行是否为主银行［３９］３３

、银行 —

客户关系持续的时间和客户在银行办理业务的种类［４０］４０６
、银行贷款在企业信贷中的比重［４１］等作为

关系型贷款的代理变量 ，都难以客观地反映银行基于软信息的贷款技术 。因此 ，未来需要寻找更合

适的关系型贷款的代理变量 。其次是市场竞争与银行并购对中小企业贷款可获得性的影响 。竞争

是否有利于大银行交易型贷款的发展 ？如果结论是肯定的 ，那么 ，考虑到关系型贷款与市场竞争之

间的非线性关系 ，如何维持适度的市场竞争以提高贷款的可获得性 ？此外 ，银行并购是通过市场竞

争实现优胜劣汰的过程 ，但并购后的大银行可能提升其垄断地位 。尽管尚未得出一致性结论 ，但大

多数对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 ，并购后大银行减少了中小企业贷款 。这可能与并购后银行发展战略

的调整 、基层银行贷款权限的变化和／或市场结构的变化有关 。为此 ，未来有必要考虑多种因素的

相互影响 ，进一步揭示因银行业并购所导致的市场结构变化对银行中小企业贷款的影响 。最后是

有关转轨型国家银行中小企业贷款的研究 。目前大部分研究针对发达国家的市场 ，而在银行业市

场尚不够发达 、法律制度仍不健全的转轨型国家 ，银行的贷款行为值得进一步探讨 。

在我国 ，银行中小企业贷款早已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但绝大部分的研究还停留于探讨我国

银行中小企业贷款难的原因 ，对于银行贷款技术创新 、市场竞争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非常少见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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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国银行业市场竞争开始向中小企业信贷市场延伸 ，且银行已经开始创新贷款技术 ，这使我国的

研究现状不仅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 ，而且落后于我国的实际 。由此 ，引进和吸收国外先进的研究成

果 ，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探讨银行中小企业贷款技术创新的特点 ，特别是借鉴国外学者的

研究方法 ，运用大量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不仅有利于推动理论研究的深入 ，而且对我国银行中

小企业贷款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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