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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三大举措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近年来，长沙市以产融合作试点工作为切入点，围绕产业链

完善资金链，聚焦企业的债权融资、股权融资和资金链安全等环

节和痛点，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和杠杆效应，不断完善

企业融资服务链条，切实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门槛和融资成本，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一、多措并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1、对挂牌新三板或湖南股交所企业给予补贴，鼓励重点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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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小微企业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壮大。为大力推动小微企业

进入“新三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挂牌融资，长沙市经信委出台

《长沙市小微企业挂牌“新三板”财政扶持资金管理细则》，对

挂牌新三板的小微企业一次性给予 30万元财政资金支持；对挂牌

湖南股交所标准板的小微企业一次性给予 10万元财政资金支持。

政策出台后，累计支出小微两创专项资金 3250万元，137家企业

得到了支持，其中 94家企业挂牌新三板，43家企业挂牌湖南股交

所标准板。 

2、给予融资性贷款担保费用补贴，降低重点产业链小微企业

贷款融资成本。为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长沙市经信委出台《长

沙市小微企业融资性贷款担保费补贴管理细则》，对小微企业通

过融资性担保机构向银行贷款承担的担保费给予一定比例的补

贴。政策出台后，累计支出小微两创专项资金 2235.43万元，395

家企业获得融资性担保费用补贴。 

3、“工业三十条”出台多项重磅政策，围绕产业链完善资金链。

为大力振兴实体经济，2017 年长沙市出台《关于振兴长沙工业实

体经济的若干意见》（工业三十条），意见要求积极帮助企业拓

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一是支持企业上市和新三板挂牌。

为鼓励企业 A 股上市，分担上市风险，减轻上市成本压力，从股

份制改造开始到上市，分阶段给予不低于 400 万元的补助；支持

中小企业新三板挂牌，对成功挂牌的企业给予不低于 120 万元的

补贴。2015-2017年，长沙市对 31家企业累计给予上市补助 2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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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对 98 家企业累计给予新三板挂牌补助 4800 万元（不含小

微两创专项资金补助），有效减轻了上市挂牌企业的负担，取得

良好成效。2015年以来，长沙市共有 20家企业成功 IPO，募集资

金 93.4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位居全国第 14、中部第 2，发行家数

位居全国第 11、中部第 1。2017年，长沙新增上市企业 12家，在

中西部城市中位居第一；全市上市公司累计达到 66家，其中 A股

上市公司 60家，总市值 6768.34亿元，企业数量和市值均居中部

首位；全市新增直接融资 1004.97亿元，首次突破 1000亿元大关，

创历年新高。截至 2018年 6月底，长沙市共有新三板挂牌公司 139

家，2015年以来融资 79次，共计实现融资 54.12亿元。二是有序

放开产业投资公司注册。工商部门在办理投资公司注册时，对有

异议的，可凭省级及以上园区、县级政府或市政府金融办、市经

信委、市科技局、市发改委任一单位书面推荐函予以办理，加快

产业投资（基金）公司注册流程。三是降低融资成本。通过设立

信贷风险补偿基金、转贷周转基金、政府性小额贷款公司、融资

担保机构，建立银行恶意抽逃贷款和财政存款挂钩联动等机制，

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着力降低贷款利率、过桥利率、担保费率

等融资成本。政策出台后，长沙星城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长沙蓝月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等政府性融担公司相继设立，长沙

市望城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国有资本增资至 8 亿元；支

持上市公司隆平高科发起设立隆平农业小贷公司，依托上下游产

业链，致力打造服务三农、种业的专业化小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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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立三大基金，降低企业融资门槛 

1、信贷风险补偿基金。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长

沙市立足产业特色，结合基金、银行各自优势领域，不断创新信

贷风险补偿运营模式。2017年 7月，长沙市出资 1亿元，设立小

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的贷款

投放力度，拟按 1∶10 的放大比例撬动各合作银行为长沙市小微

企业发放信用贷款，并先后探索出银行＋政府＋园区合作、银行

＋政府合作、银行＋政府＋保险合作 3种模式。目前，已完成 700

余家企业的融资需求摸底，前三季度对 142 家企业授信 20199.05

万元，实际放款 17475.24万元。此外，各园区也探索成立风险补

偿基金，其中，金霞经开区先后帮助 8家企业获得 4300万元银行

贷款；宁乡经开区帮助 6家企业获得银行贷款 2000万元。 

2、天使投资引导基金。设立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天使投资引导

基金，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科学决策、防范风险”的原

则规范运作，以股权投资的方式引导金融资源脱虚向实，帮助重

点产业链的科技型成长型企业实现快速发展。天使投资引导基金

首期规模为 1 亿元，下设多个子基金：小微企业创业创新投资基

金，规模 1.25亿元，以天使投资为主，风险投资为辅，重点支持

产业链小微企业；湖南影像创客投资基金，规模 5000万元，主要

用于优质影响内容孵化和优秀人才扶持，引导推进文化影像产业

健康发展；军民融合产业孵化基金，基金规模 1 亿元，重点支持

军民融合领域内优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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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转贷引导基金。2018 年年初引入社会资本设立长沙市中

小企业转贷引导基金，为全市重点产业链中小微企业提供较市场

费率大幅优惠的转贷资金，基金总规模 5 亿元，首期 1 亿元。该

基金管理平台已完成工商注册，并与长沙银行、建设银行、光大

银行、长沙农商行建立合作，截至目前，已完成 30笔转贷业务，

转贷总额 51202万元，为企业节约短期融资成本将近 380万元。 

三、建立投融资路演服务体系 

创新性建立以长沙两创企业投融资路演平台服务中心为核

心，三湘汇、青橘汇、菁朝星创三大平台为骨干，其它路演平台

和机构为支撑的“1+3+N”路演体系，分门别类为各条重点产业

链上的企业提供网格化投融资路演服务。2018 年通过全年统筹各

园区、基地、创客空间资源，共安排 222 场，并通过长沙晚报、

掌上长沙和星创同行等媒体平台发布全年路演活动安排，形成了

“周周有路演，项目找平台、体系引资金”的良好氛围。截至目

前，全市共举办投融资路演活动 127场， 163家企业（项目）达

成意向融资 32.5亿元，其中已落地 1.2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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