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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小企業發展有許多制約因素，融資困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環，因此

OECD（2006）在「中小企業的資金融通缺口-理論與實證」（The SME 

Financing Gap-Theory and Evidence）報告中特別指出，縮小中小企業的資

金融通缺口，已成為當前世界主要國家政府施政的普世願景。資金融通缺

口在一般開發中國家，可能普遍存在於所有的中小企業之間，然而在金融

高度發展的已開發國家，則大抵限縮於創新型中小企業（ISME）與新興產

業的中小企業。我國適由開發中國家轉軌已開發國家，中小企業的融資缺

口大抵介於這兩種型態之間。 

時值經濟結構快速向服務業傾斜，人口結構快速老化與兩岸經貿隨著

ECFA 簽署進入新局之際，我國中小企業所面臨的挑戰空前，欲協助廣大

的中小企業在現階段，乃至未來的經濟建設中，充分發揮其在創造就業機

會、孵育未來大企業、促進經濟成長、增進社會安定與維護社會公平等作

用，光靠純粹市場機能導向的銀行體系顯然有所不足，亟需政府以政策性

金融機制或措施適度介入。政策性金融機制或措施雖然係為矯正市場失靈

而產生，然而若定位不盡適切，或服務客層之選擇未適度聚焦，不是無法

達到預期的效益，即是可能衍生資源浪費或配置不效率等政府失敗問題，

在運用上必須高度嚴謹與審慎。 

針對中小企業融資環境應該如何有效提升乙節，綜合先進國家的經驗

以及國內外文獻的探討，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期對我國中小企業之資金

取得有所助益。 

 

一、 適度引進美國 CRA 照顧弱勢之政策觀念 

二、 鼓勵金融實務界與學術界合作研發中小企業信用評分模型，以加速該

模型之發展 

三、 規劃合宜的中小企業會計制度，並提供稅負誘因，以強化中小企業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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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報表之可信度，解決中小企業融資之資訊不對稱問題 

四、 銀行於各地分行建置專責窗口，強化中小企業關係金融 

五、 鼓勵金融商品創新，解決中小企業融資誘因及資訊不對稱問題 

六、 投融資並重：振興創投產業，提供新創中小企業資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