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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桥贷款”隐患堪忧

今年7、8两个月，国务院先后出台两个“国十条”缓解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高的问题
，人民银行、银监会也分别作出多项政策举措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尤其针对当
前社会反映强烈的企业“过桥贷款”形成的高融资成本问题，银监会专门提出了解
决“倒贷”的“六条意见”。那么过桥贷款企业承负到底有多重？风险隐患有多大
？通过深入小微企业“过桥贷款”情况调查发现，样本40户小微企业过桥融资年化
利率高达40.8%，且“四大风险隐患”突出。

本次调查从四县（市）选取了40户生产经营状况基本正常又发生了过桥贷款的小微
企业作为样本企业。经调查发现：企业过桥贷款呈现“三高”特征，即，过桥资金
占比高、融资成本高、民间融资比重高，同时过桥贷款利率还凸现三种“追高怪圈
”。一是过桥贷款资金占比高。自2012年1月到2014年6月末，40家样本企业共办
理过桥融资57998万元归还银行贷款，占贷款总额的72%。二是过桥贷款资金成本
高。样本企业的融资平均年化利率为40.8%，是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以上。三是民
间融资比重高。

“过桥贷款”利率凸现三种“追高怪圈”。一是贷款期限越短承负利率越高。二是
资产规模越小的企业承负的利率越高。三是贷款金额越小承负的利率越高。

“四大隐患”突出

隐患一：融资成本高、资金风险大

调查结果显示：过桥贷款平均40.8%的年化利率成本，对于本就处于弱势的小微企
业难以承受。

隐患二：被掩盖的企业信用风险

对企业而言，要保持与银行的良好信贷关系和获得更高的授信等级，最重要的是按
期付息还贷，在企业生产经营不景气和资金紧缺的状况下，也会不惜高息融资归还
银行贷款，样本企业归还银行贷款有72%是过桥资金，可见企业表面按期归还贷款
，但其真实的财务信息被掩盖。

隐患三：银行员工的道德风险

当前一些银行机构的客户经理更关注完成与绩效考核相挂钩的业务营销任务和信贷
风险考核指标，重视企业能否按时全额还款，对企业高成本过桥资金还贷心知肚明
，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态度，纵容了企业“拆东墙补西墙”的行为。

隐患四：加剧银行信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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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桥贷款滋生了一系列灰色融资产业链，上饶市辖就有以民间融资为主业的各类投
资、担保公司2000余家，造成实体经济融资的恶性循环。

“过桥贷款”融资方式实为小微企业的无奈之举，其根源在于银行流动资金贷款的
“先还后贷”的管理制度，而制度设计的初衷是银行的“四性”要求，即：“短期
性、安全性、效益性、规范性”；但从现实看：银行在“四性”把握上与小微企业
的实际现状严重不符，由此产生银企矛盾并导致制度设计的“事与愿违”。

银行提供短期性流动资金与企业长期使用的矛盾。因此“先还后贷”的管理制度并
没有改变“短借长用”的现状，却使企业为此付出“过桥成本”的昂贵代价。

银行对信贷资金安全性考量与加重企业融资风险的矛盾。“先还后贷”的管理制度
也是银行对信贷资金安全性的考量，银行抽回贷款资金再办理续贷，主要看企业是
否有还款能力并视为“压力测式”，以此检验信贷资金是否安全。但事实上企业为
应付“压力测式”，资金多数是民间“高利贷”获取，测试的结果恰恰是对银行信
贷资金安全埋下风险隐患。

银行对信贷资金效益性考量与加重企业成本负担的矛盾。银行对信贷资金产生的效
益性考量也寄托于企业是否如期归还贷款本息，把一年（或半年）的信贷资金周转
期作为企业实现效益的生产周期，这不仅与企业实际生银行对信贷资金使用规范性
考量与产生资金安全风险的矛盾。

一秒通资深融资顾问就此表示，银行应根据小微企业生产经营特点、规模、周期和
风险状况，合理设定贷款期限，规避贷款期限与生产周期不匹配现象，减少企业还
贷压力。推出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辅底”与“临时”两类管理办法。针对小微企业
普遍存在的资金短缺和“短借长用”现状，可分二类管理流动资金贷款，即，一类
为企业正常生产周转的辅底资金，一次性授信并在授信期内循环使用；二类为临时
性生产资金需求，针对企业生产临时性专门用途核定贷款期限、金额，到期归还。

银行贷款投向管理避免“一刀切”。银行贷款投向管理应灵活掌握、实事求是，对
企业在贷款发放前有符合规定用途的资金投向，可向银行提供真实的凭证资料视同
银行指定用途，这样既可如实掌握企业资金的真实走向，又能有效规避企业因虚假
“受托支付”产生的资金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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