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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信号理论，以新三板挂牌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风险投资作为一
种认证信号对被投中小企业银行贷款可获得性的影响。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参与的中小

企业获得了更多的银行贷款规模（含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更低的贷款成本、更宽松的

贷款条件（更大概率获得纯信用型贷款），即风险投资的参与能够显著提高中小企业的银

行贷款可获得性；并且，这一正向影响主要存在于信贷约束更严重的中小企业，如处于银

行发展水平欠发达地区的中小企业、高新技术型中小企业、非国有中小企业等。进一步研

究发现，风险投资的参与这一认证信号显著放松了银行贷款对企业财务信息质量的依赖，

而关于银行贷款对企业抵押品（固定资产）的依赖未见显著影响，表明风险投资的参与虽

然无法替代抵押品等信贷“硬”信息，却可以有效弥补中小企业财务信息质量的欠缺。本

文从银行贷款方面拓展了风险投资对企业影响的相关研究，并将风险投资的认证效应延

伸到银行贷款融资领域，为商业银行“投贷联动”金融创新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证支撑，

在当前社会资金配置仍以银行信贷为主的中国经济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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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信贷约束是当前制约我国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８年 １１月 １日
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形象地提到，融资的高山是不少民营企业家近来遇到的“三座大山”之

一，“要优先解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甚至融不到资问题，同时逐步降低融资成本”，

“把银行业绩考核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挂钩，解决不敢贷、不愿贷的问题”。随后，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于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７日强调，考虑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实现“一二五”目标，即
“在新增的公司类贷款中，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不低于 １／３，中小型银行不低于 ２／３，争取在
三年以后银行业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占新增公司类贷款的比例不低于 ５０％”。由于民营企业中绝大
部分都是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整体上具有更高的风险特性，因此，如何控制中小企业贷款风险，提

高增量贷款资源在中小企业中的配置效率，以保障上述贷款目标的可持续实现，是当前乃至未来一

段时期内摆在我国银行业面前的重要课题。

信息不对称是制约贷款风险评估和导致信贷约束的根本因素（Ｓｔｉｇｌｉｔｚ和 Ｗｅｉｓｓ，１９８１［１］；徐忠

和邹传伟，２０１０［２］）。当银行缺乏足够的信息去识别企业未来的还贷意愿和还贷能力时，为避免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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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就只能采取信贷配给，而非简单地提高利率。中小企业往往缺乏抵押品，且因

缺乏规范的财务制度而难以提供高质量的财务信息，即在传统的信贷“硬”信息方面存在天然的劣

势，因而在信贷配给中容易受到信贷歧视，导致信贷约束。如何变通地借助银企关系等其他间接的

“软”信息，向银行表达自身较高公司质量和较强还贷能力，就成为中小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关键

问题（Ｂｅｒｇｅ和 Ｕｎｄｅｌｌ，２００２［３］，２００６［４］；Ｂｅｒｔｏｍｅｕ和 Ｍａｒｉｎｏｖｉｃ，２０１６［５］；Ｚｈａｎｇ等，２０１６［６］）。
有别于以往研究，本文是将风险投资的参与作为一种间接的“软”信息，基于认证效应的信号理

论，探讨风险投资的参与能否作为被投中小企业的一种质量认证信号，向银行传递额外的正面软信

息，提高中小企业贷款可获得性，并以新三板挂牌公司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度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
具体回答以下三个问题：（１）风险投资的参与，能否作为认证信号向银行传递公司质量的“软”信息，
降低信息不对称风险，提高中小企业的银行贷款可获得性（包括贷款规模、贷款成本和贷款条件）？

（２）根据以往研究，宏观层面的银行业发展水平、中观层面的高新技术行业属性、微观层面的资产规模
（规模歧视）和产权性质（产权歧视）是影响中小企业信贷约束程度的主要因素，那么对于因这些因素

而受到严重信贷约束的中小企业，风险投资这一认证信号对银行贷款可获得性的作用是否更强？

（３）银行在评估企业贷款申请时，通常重点依赖的是抵押品和财务报告这些传统的信贷“硬”信息，那
么风险投资的参与这一认证信号对传统“硬”信息存在何种交互作用，究竟是替代还是协同？

本文研究具有如下创新和贡献：

（１）基于国内融资环境的特殊性，将风险投资对企业财务决策的影响研究拓展到企业银行贷款可获
得性领域。虽然关于风险投资对企业财务决策的研究众多，但大多仅将其作为一种积极的股权投资者，

探讨其对被投企业公司治理（Ｈｅｌｌｍａｎｎ和 Ｐｕｒｉ，２００２［７］；Ｎａｈａｔａ，２００８［８］；Ｈｏｃｈｂｅｒｇ，２０１２［９］；蔡宁等，
２０１７［１０］）、投资行为（吴超鹏等，２０１２［１１］；黄福广等，２０１３［１２］）、技术创新（陈思等，２０１７［１３］；许昊等，
２０１７［１４］）、股利分配（吴超鹏和张媛，２０１７）［１５］等方面的影响，而极少涉及风险投资对被投企业银行贷款可
获得性的影响。究其原因，在以欧美成熟市场为背景的研究环境中，这一问题并不重要：一是基于中小企

业的融资周期理论（Ｂｅｒｇｅｒ和Ｕｄｅｌｌ，２００６）［４］，中小企业因本身经营风险普遍较高，在新增外部融资时应
以股权融资为主，以降低风险；二是风险机构自身实力较强，且可以很方便地以基金的方式募集资金，风

投机构自身已能为被投中小企业提供足够的股权发展资金（Ｋａｐｌａｎ和Ｓｔｒｏｍｂｅｒｇ，２００３）［１６］；三是即使被投
企业因调整资本结构等需要债务融资，风险投资机构本身也能对被投企业提供直接借款，而无须过于依

赖外部的商业银行，因此风险投资对被投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研究更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但是，我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内社会融资结构和风险投资行业发展情况明显异于国外成熟市

场，风险投资对中小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第一，长期以来我国社会资金配置主要依

赖以商业银行为主的贷款系统，尽管近年来政府一直强调要提高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中的占比，但

直至２０１７年底新增人民币贷款仍占社会融资规模的 ７１２０％。因此，有别于国外成熟市场，银行
贷款对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第二，我国风险投资行业真正快速发展还是始于

２００９年创业板推出之后，时间尚短，整体发展水平和发展环境尚欠成熟。受自身规模和融资条件
所限，我国风险投资为被投企业提供的资本有限，在上市公司中的持股比例仅为 ７６％（吴超鹏和
张媛，２０１７）［１５］，均远低于美国的４６７％（Ｋａｐｌａｎ和 Ｓｔｒｏｍｂｅｒｇ，２００３）［１６］。因此，有别于国外成熟市
场，即使有风险投资参与，银行贷款等其他外部融资渠道对我国中小企业也非常重要。

然而，这一主题的研究却明显不足，且结果也不一致。国际金融学排名前三位的学术期刊

（ＪＦ、ＪＦＥ和 ＲＦＳ）自 ２０００年以来仅有一篇相关文献（Ｈｅｌｌｍａｎｎ等，２００８）［１７］研究发现，有银行背景
的风险投资可以显著为被投企业带来更多的银行贷款，但该文是基于美国成熟市场环境，商业银行

为了在后期的贷款市场获得战略优势，而借助其风险投资与企业提前建立关系，是研究商业银行在

风投行业中的行为，而不是专门探讨风投对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国内权威期刊自２０１０年以来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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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风险投资对企业债务融资影响的论文仅有两篇，即吴超鹏等（２０１２）［１１］、胡刘芬和周泽将
（２０１８）［１８］。其中，前者主要研究风险投资对企业投资效率、融资决策的整体影响，相关结果表明，
风险投资参与的公司能够获得显著更高的短期有息债务融资；后者主要研究风险投资对企业融资

约束的影响及其机理，相关结果表明，风险投资参与的公司能够获得更多的经营负债，而并没有显

著获得更多的金融负债融资。两者都是以上市公司为样本，且都不是专门关于风险投资对企业银

行贷款可获得性影响的系统性研究，相关实证结果也并不一致。

因此，本文基于信号理论和认证效应，从贷款规模、贷款成本、贷款条件三方面系统研究了风险

投资的参与对中小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并探讨了风险投资参与这一认证信号对传统信贷“硬”信

息的交互作用，有助于拓展风险投资对企业财务影响的相关研究。

（２）将风险投资认证效应的相关研究从 ＩＰＯ抑价事件拓展到信贷融资领域，为风险投资的认
证效应提供了新的证据，也是对信号理论的一种丰富。风险投资的“认证效应（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由
Ｍｅｇｇｉｎｓｏｎ和 Ｗｅｉｓｓ（１９９１）［１９］提出，认为风险投资为控制投资风险，需要事前对中小企业经营状况
和发展前景做详细的调研和评估，然后才做出投资决策，事后又会运用自身的专业化管理经验提高

被投企业的治理水平（Ｈｅｌｌｍａｎｎ和 Ｐｕｒｉ，２００２［７］；Ｎａｈａｔａ，２００８［８］；Ｈｏｃｈｂｅｒｇ，２０１２［９］；蔡宁等，
２０１７［１０］），因此，风险投资的参与能够作为公司质量的一种认证信号，向投资者传递 ＩＰＯ公司质量
的正面信息，进而减少信息不对称和 ＩＰＯ抑价。但是，陈工孟等（２０１１）［２０］通过对不同证券市场的
比较却发现，风险投资的参与也可能增大 ＩＰＯ抑价，即存在另一种对立假说“声誉效应”。本文将
风险投资认证效应理论引入到对被投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研究，是对原有以 ＩＰＯ抑价事件为主的
认证效应研究的拓展，同时，也从信贷融资领域为风险投资的认证效应提供了新的证据。

（３）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为银行开展“投贷联动”等金融创新提供理论支撑，并为缓解中小企
业信贷约束和优化银行信贷资源在中小企业中的配置效率提供政策指导。信贷约束是制约中小企

业发展的世界性难题，而这一问题在我国尤为突出（Ｔｓａｉ，２０１６［２１］；Ｇｏｕ等，２０１６［２２］）。据中国产业
调研网发布的《２０１８年中国中小企业市场现状调研与发展趋势预测分析报告》显示，我国中小微企
业占全国企业总数９９７％，提供了超过 ８０％的城镇就业岗位，创造了 ６０％的国内生产总值，上缴
了５０％的利税，完成了６５％的中国发明专利、７５％的企业技术创新和 ８０％的新产品开发，却只获
得了不足２０％的银行贷款投放；尽管我国已基本建立了多层次资本市场，但由于门槛限制，中小企
业外源融资仍基本以银行贷款为主，比例高达 ６５７％，且利率普遍上浮 ３０％以上。本文研究结果
表明，风险投资的参与能够作为一种认证信号，弥补中小企业财务信息质量不足，有效缓解银企间

信息不对称，提高中小企业贷款可获得性（尤其是在信贷约束更严重的中小企业中更有效），并降

低贷款违约概率。围绕这些研究发现，本文还从中小企业、银行和政府部门三个角度提出了具体的

应用建议，为有效落实 ２０１８年 １１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未来对民营（中小）企业实
现“一二五”的贷款增量目标提供指引。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１．信息不对称、信号理论与中小企业银行贷款
造成中小企业信贷约束的根本原因在于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的存在，

必然导致信贷市场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即积极寻求贷款且愿意承受高利率的融资企业

可能是风险较大、资质很差甚至不具备偿还能力的低质量公司，而高质量公司往往不愿意承受较高

的借款利率，结果导致以高成本获得贷款的企业往往是那些违约风险较大的低质量公司。因此，为

控制信贷风险，银行通常不会简单地调整利率，而会对企业采用信贷配给，以鼓励资信度高的企业

借款，限制资信度低的企业准入（Ｓｔｉｇｌｉｔｚ和 Ｗｅｉｓｓ，１９８１［１］；徐忠和邹传伟，２０１０［２］）。由于企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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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银行贷款本息偿付的最终保证，因此，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资产规模是传递银行贷款风险的首要

信号，而处于规模劣势的中小企业自然就会在银行贷款资源配给中受到天然的歧视。

除企业规模外，抵押品和财务报告是银行在信贷资源配给中考察企业的两类重要“硬”信息。

抵押品是银行贷款风险控制的直接保障，但受限于企业资产总体规模，中小企业拥有的抵押品规模

也相对有限，尤其是对于那些本身属于轻资产运营的高新技术企业，其抵押品在总资产中的占比通

常更低，更不易于获得银行贷款。财务报告是反映企业综合状况的重要信息来源，但由于运营成本

等多种因素，中小企业在财务人员水平、财务制度建设等方面通常弱于大型企业，导致财务报告的

规范性较差，直接影响了其所传递的财务信息质量。因而，这些“硬”信息的不足进一步加剧了银

行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歧视（Ｂｅｒｇｅｒ和 Ｕｎｄｅｌｌ，２００２［３］，２００６［４］；Ｂｅｒｔｏｍｅｕ和 Ｍａｒｉｎｏｖｉｃ，２０１６［５］；Ｚｈａｎｇ
等，２０１６［６］）。此外，宏观层面的银行业发展不足（Ｈｏ和 Ｉｙｋｅ，２０１８）［２３］、行业层面的高新技术属性
（Ｓｏｈｎ和 Ｋｉｍ，２０１３［２４］；Ｂｒｉｎｃｋｍａｎｎ等，２０１１［２５］）、微观层面的非国有属性（卢峰和姚洋，２００４［２６］；
Ａｌｌｅｎ等，２００５［２７］；祝继高等，２０１５［２８］；李晓翔和刘春林，２０１８［２９］）都会进一步加剧银企之间的信息
不对称，导致企业受到更为严重的信贷约束。

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途径之一是信号的运用。Ｓｐｅｎｃｅ（１９７４）［３０］提出信号理论，认为在信息不对称
的市场环境中，占有信息的第三方个体会通过“信号传递”将信息传递给处于信息劣势的个体，从而实

现市场均衡。早期金融领域大部分相关研究都是将信号理论用于对 ＩＰＯ公司的研究，比如研究会计
师事务所排名（Ｔｉｔｍａｎ和 Ｔｒｕｅｍａｎ，１９８６）［３１］、承销商声誉（Ｃａｒｔｅｒ和 Ｍａｎａｓｔｅｒ，１９９０）［３２］和风险投资
（Ｍｅｇｇｉｎｓｏｎ和 Ｗｅｉｓｓ，１９９１［１９］；陈工孟等，２０１１［２０］）对 ＩＰＯ折价的影响，发现这些特征能够作为认证信
号降低公众对 ＩＰＯ公司的信息不对称，减少 ＩＰＯ折价。近年来，信号理论也被用于研究债务融资、风
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等融资问题（Ｂａｌｂｏａ和 Ｍａｒｔｉ，２００７）［３３］，例如 Ｍａｒｔｉ和 Ｑｕａｓ（２０１８）［３４］研究发
现，企业获得的政府贷款可以作为一种认证信号提高中小企业从商业银行获得的贷款规模。

近年来，在政策的引导推动下，我国商业银行纷纷联合风险投资机构积极推出“投贷联动”的

创新融资业务。那么，在信贷市场上，风险投资的参与能否作为一种认证信号，向银行传递中小企

业公司质量的正面信息，从而有助于提高被投中小企业的银行贷款可获得性？对信息不对称更为

严重的中小企业，如处于金融发展不足地区的中小企业、高新技术型的中小企业、规模更小的中小

企业和非国有的中小企业，风险投资的这一认证效应是否能对企业的银行贷款可获得性发挥更强

的作用？风险投资的这一认证信号是否能够有效替代传统的信贷“硬”信息，如财务报告信息和抵

押品等？后文将从这些方面展开探讨。

２．风险投资对中小企业银行贷款的认证效应分析
首先，风险投资机构能够有效辨别中小企业质量，成为一种认证信号（Ｂａｒｒｙ等，１９９０［３５］；

Ｍｅｇｇｉｎｓｏｎ和 Ｗｅｉｓｓ，１９９１［１９］；Ｍａｒｔｉ和 Ｑｕａｓ，２０１８［３４］）。风险投资机构是具有专业投资经验的长期
股权投资者，他们对被投企业的投资期限通常在五年以上，需要承受比银行更大的投资风险，在项

目筛选时会对企业做尽可能详尽的尽职调查和谨慎地筛选，因此，能够获得风险投资参与的中小企

业通常是从众多被选企业中脱颖而出的，应该具备较高的公司质量。实际上，这就相当于风险投资

机构利用自己的专业投资知识和经验，为银行做了细致的前期信息搜集和资质评估工作，有利于降

低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息搜集成本。

其次，风险投资机构与银行具有广泛的关系基础，有能力成为传递认证信号的中介。信息的传递和

接受需要建立在了解和信任的基础之上，而风险投资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因业务往来通常具有较

好的关系网络和关系基础（Ｂａｒｒｙ等，１９９０［３５］；Ｈｏｃｈｂｅｒｇ等，２００７［３６］；Ｈｅｌｌｍａｎｎ等，２００８［１７］），风险投资参与
这一认证信号更易于被传递到关系网络中的各商业银行，也更易于被这些商业银行所接受。

最后，风险投资机构参与中小企业后，有动机成为传递认证信号的中介。当被投中小企业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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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外部融资需求时，风险投资作为积极的股权投资者，会更倾向于让被投企业优先选用银行贷

款。其一，债务融资不会摊薄风险投资机构的持股比例，并且当贷款成本一定的情况下，债务融资

能够为股权投资者带来更多的剩余收益；其二，外部债务具有治理效应，避免经理人对自由现金流

的滥用，减轻经理人的代理问题，更利于企业绩效提升；其三，在债务融资中，债券发行对我国中小

企业而言具有较高门槛，而民间借贷等其他贷款渠道通常成本又较高，所以债务融资通常首选银行

贷款。因此，当被投企业后续出现融资需求时，风险投资机构有动机积极帮助被投企业寻求银行贷

款支持，而不是直接为其追加注资。Ｃｒｏｃｅ等（２０１５）［３７］也发现，风险投资参与的公司在第一轮投资
之前通常具有较低的负债率水平，但在风险投资参与后，其负债率水平相对没有风险投资参与的公

司会显著上升。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限定其他条件，相对于没有风险投资参与的中小企业，有风险投资参与的中小企业具有更
好的银行贷款可获得性，即可以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规模、更低的贷款成本和更宽松的贷款条件。

３．风险投资对中小企业银行贷款认证效应的作用差异
中小企业所处的环境不同，它们与银行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信贷约束程度也不尽相同。根

据以往文献，宏观层面的银行业发展不足（Ｈｏ和 Ｉｙｋｅ，２０１８）［２３］、中观层面的高新技术行业属性
（Ｓｏｈｎ和 Ｋｉｍ，２０１３［２４］；Ｂｒｉｎｃｋｍａｎｎ等，２０１１［２５］），以及微观层面的公司规模较小（Ｓｔｉｇｌｉｔｚ和 Ｗｅｉｓｓ，
１９８１［１］；徐忠和邹传伟，２０１０［２］；Ｂｅｒｔｏｍｅｕ和 Ｍａｒｉｎｏｖｉｃ，２０１６［５］；Ｚｈａｎｇ等，２０１６［６］）和非国有属性
（卢峰和姚洋，２００４［２６］；Ａｌｌｅｎ等，２００５［２７］；祝继高等，２０１５［２８］；李晓翔和刘春林，２０１８［２９］）都会加剧
信息不对称和信贷约束程度。那么，对于这些信贷约束更严重的中小企业，风险投资的参与这一认

证信号是否更有助于其获得银行贷款？

第一，所处地区银行业发展水平差异。银行的专业化水平越高，就越能够通过多种渠道获取中

小企业质量信息，以及通过多种方法评估中小企业贷款风险，那么银行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就越小。事实上，以美、英为代表的“主市场制”金融系统，就是通过不断提高其市场化水平而降低

银企间信息不对称，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Ｈｏ和 Ｉｙｋｅ，２０１８）［２３］。因此，当银行业发展水平较高
时，银企间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风险投资这一认证信号所传递的信息存在冗余的可能性就越大，

风险投资认证效应对银行贷款的作用就越小。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限定其他条件，风险投资的参与对银行贷款可获得性的正向影响，对处于银行业发展水平
欠佳地区的中小企业更有效。

第二，是否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通常具有更高的经营风险，未来的成长前景和企业价

值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在对其信贷申请进行审核时，银行需要补充和综合考虑更多关于企业未来

的信息（Ｓｏｈｎ和 Ｋｉｍ，２０１３［２４］；Ｂｒｉｎｃｋｍａｎｎ等，２０１１［２５］），因而通过风险投资的参与这一认证信号所
传递的关于企业未来前景的正向信息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限定其他条件，风险投资的参与对银行贷款可获得性的正向影响，在高新技术企业中更有效。
第三，公司规模差异。一方面，规模越大的企业，越容易得到市场各主体的关注和了解，银行越

易于搜集企业的相关信息，信息不对称程度越小；另一方面，企业资产是银行贷款本息偿付的最终

保障，本身就是度量贷款风险最直接的“硬”信息，是银行在贷款审批时必然考虑的关键因素。因

此，规模越大的企业，与银行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小，企业受到的信贷约束程度就越轻（Ｂｅｒｔｏｍｅｕ
和 Ｍａｒｉｎｏｖｉｃ，２０１６［５］；Ｚｈａｎｇ等，２０１６［６］），那么风险投资认证效应所传递的额外“软”信息的作用就
会越小。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４：限定其他条件，风险投资的参与对银行贷款可获得性的正向影响，对规模小的中小企业更有效。
第四，产权属性差异。通常，国有企业在陷入财务困境时会得到政府的支持，这就相当于政府

为国有企业的债务提供了强有力的无形担保（祝继高等，２０１５）［２８］。因此，国有属性本身就是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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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较低的一种认证信号（Ｍａｒｔｉ和Ｑｕａｓ，２０１８）［３４］，国有企业往往能优先获得银行贷款并享受较低
利率（卢峰和姚洋，２００４［２６］；Ａｌｌｅｎ等，２００５［２７］；李晓翔和刘春林，２０１８［２９］）。在此情况下，风险投资
这一认证信号传递的额外信息必然会与国有属性这一认证信号存在信息冗余，降低了风险投资认

证效应对被投中小企业银行贷款可获得性的作用效果。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５：限定其他条件，风险投资的参与对银行贷款可获得性的正向影响，在非国有的中小企业中
更有效。

４．风险投资认证效应对传统贷款“硬”信息的交互作用分析
如前所述，抵押品规模和财务报告信息是银行通常在审核中小企业贷款申请时必然考虑的两

大传统“硬”信息，那么进一步地，风险投资的参与这一认证信号所传递的额外“软”信息对这两类

传统的信贷“硬”信息具有何种交互作用，是替代还是协同？

对抵押品规模“硬”信息而言，它是银行能够收回贷款本息的最终保障，反映的是贷款清偿的

变现能力信息，而风险投资认证效应所传递的“软”信息更多是公司发展前景的正向信息，两类信

息并不相同，因而风险投资认证效应很难对抵押品规模信息形成替代作用。不过，风险投资认证效

应一定程度上传递了现有资产的良好成长性，意味着资产的未来变现能力较好，能够补充抵押品质

量的正向信息，进而提高抵押品的贷款能力，即同样规模的抵押品可以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规模或

更低的贷款利率，风险投资传递的“软”信息对抵押品规模具有协同作用。

对财务报告“硬”信息而言，它是企业财务状况和以往经营成果的账面反映，而风险投资参与

作为一种认证信号也是对企业财务状况和未来盈利能力的一种认可，两者所传递的信息具有高度

重叠性，因此可相互替代。此外，由于中小企业财务制度的规范性通常较差，所提供的财务信息

（如盈利能力等）的质量往往不高，而风险投资认证效应传递的“软”信息则恰好能够作为报告信息

质量不足的一种补充，降低银企间信息不对称，提高贷款可获得性，即风险投资传递的“软”信息对

财务信息质量具有替代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６：限定其他条件，风险投资的参与能够提高中小企业抵押品的银行贷款能力，即风险投资参
与对抵押品规模具有协同作用。

Ｈ７：限定其他条件，风险投资的参与能够放松银行贷款对中小企业财务信息质量的依赖，即风
险投资参与对财务信息质量具有替代作用。

三、实证方法设计

１．样本数据
未上市的中小企业样本对于研究风险投资对中小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更具代表性，但未上市

中小企业的大样本数据难以获取，因此，本文选取“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的

中小企业为研究样本。“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即新三板）正式成立于 ２０１３年 １月 １６日，
未达到 ＩＰＯ条件的中小企业可以在这里挂牌进行股权转让，这为获取相对规范可靠的非上市公司
信息提供了便利。本文选取新三板挂牌公司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的年度数据为初始样本，剔除金融业中
小企业和个别数据缺失的样本点后，共得到１０４８６家公司的２４８６６个公司 －年度数据，其中有风险
投资参与的样本有４５１２个，占比１８３０％，高于上市公司的７６％（吴超鹏和张媛，２０１７）［１５］。

风险投资（ＶＣ）的界定：本文参照张学勇和廖理（２０１１）［３８］、吴超鹏等（２０１２）［１１］、吴超鹏和张媛
（２０１７）［１５］、蔡宁（２０１７）［３９］等的认定方法，查询公司年报中披露的前十大股东名单，然后按如下步
骤予以确认：（１）从股东名称上看，出现“创业投资”“风险投资”“创业资本投资”的公司股东直接
认定为风险投资机构；（２）对没有出现上述关键词的，进一步查询投中集团的 ＣＶＳｏｕｒｃｅ数据库和
万得（ＷＩＮＤ）的风投机构名录，如果股东进入该名录，则认定为风投机构；（３）对于前十大股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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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含“高科技投资”等疑似风投机构的字样，则进一步到所在省份的工商局网站查询该股东的主

营业务范围，若其中含有“风险投资”“创业投资”，也认定为风投机构；（４）剩余没有直接证据表明
股东是风投机构的，则认定为没有风险投资参与。

风险投资信息来源以万得（ＷＩＮＤ）数据库和投中集团的 ＣＶＳｏｕｒｃｅ数据库为主，以工商局网站
登记注册信息为补充；其他财务变量数据均来自于万得（ＷＩＮＤ）数据库。为了控制极端值的影响，
按照“三倍标准差法”检验变量是否存在异常值，对于存在异常值的连续变量本文进行了上下 １％
分位的缩尾（Ｗｉｎｓ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处理。

２．模型设定与相关变量度量
（１）风险投资对中小企业银行贷款可获得性的影响检验。为检验风险投资对中小企业银行贷

款可获得性的影响，即假设 Ｈ１～假设 Ｈ５，构建以下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Ｙｉ，ｔ ＝β０＋β１ＶＣｉ，ｔ＋β２Ｑｉ，ｔ－１＋β３Ｓｉｚｅｉ，ｔ－１＋β４ＤｅＢａｎｋｉ，ｔ＋β５ＲＯＡｉ，ｔ－１＋β６Ｌｅｖｉ，ｔ－１

＋β７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１＋ＹｅａｒＤｕｍｍｙ＋ＦＥＤｕｍｍｙ＋εｉ，ｔ （１）
　　其中，解释变量 ＶＣｉ，ｔ为是否有风险投资参与的虚拟变量，被解释变量 Ｙｉ，ｔ为度量中小企业银行

贷款可获得性的一系列变量：①贷款规模：参考祝继高等（２０１５）［２８］的做法，用“短期借款与长期借
款的和除以期初总资产”（Ｂａｎｋｌｏａｎｉ，ｔ）度量银行贷款规模，并借鉴白俊和连立帅（２０１２）

［４０］
的做法

用“当期取得借款收到现金的自然对数”（Ｌｏａｎｉ，ｔ）替代 Ｂａｎｋｌｏａｎｉ，ｔ做稳健性检验，其中前者是银行
贷款规模的存量相对数，后者是新增贷款绝对数（Ｌｏａｎｉ，ｔ的度量之所以没有减去当期偿还支付的现
金，是因为短贷长投是中小企业贷款的普遍现象，及时借到新债偿还旧债的能力本身也是其贷款可

获得性的重要体现）；此外，进一步选用短期贷款指标 ＳＢａｎｋｌｏａｎｉ，ｔ（短期借款／期初总资产）和长期
贷款指标 ＬＢａｎｋｌｏａｎｉ，ｔ（长期借款／期初总资产）替代 Ｂａｎｋｌｏａｎｉ，ｔ分析风险投资的参与对贷款结构的

影响。②贷款成本（Ｂａｎｋｃｏｓｔｉ，ｔ）：借鉴程六兵等（２０１５）
［４１］
的做法，用“财务费用与银行借款的比

值”衡量银行贷款成本。③贷款条件（Ｃｒｅｄｉｔｌｏａｎｉ，ｔ）：银行贷款通常有抵押贷款、担保贷款和信用贷
款三种，而信用贷款不需要抵押和担保，是贷款条件最为宽松的一种，因此本文用能否获得信用贷

款来衡量中小企业的贷款条件宽松程度。采用陈骏（２０１１）［４２］的做法，设置信用贷款虚拟变量
Ｃｒｅｄｉｔｌｏａｎｉ，ｔ，翻阅公司年报，若公司当年存在信用贷款则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控制变量借鉴吴超鹏等（２０１２）［１１］、白俊和连立帅（２０１２）［４０］、祝继高等（２０１５）［２８］，Ｍａｒｔｉ和
Ｑｕａｓ（２０１８）［３４］等，包括：①Ｑｉ，ｔ－１：企业年初的托宾 Ｑ值，用以控制公司的成长机会；②Ｓｉｚｅｉ，ｔ－１：企业
年初总资产的自然对数，用以控制企业规模；③ＤｅＢａｎｋｉ，ｔ：地区银行业发展水平，采用王小鲁、樊纲和

余静文《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２０１６）》［４３］中的“金融业市场化”指数，用以控制地区银行业发
展水平的宏观差异；④ＲＯＡｉ，ｔ－１：企业年初的总资产报酬率，用以控制企业的盈利能力；⑤Ｌｅｖｉ，ｔ－１：企业
年初的资产负债率，用以控制企业的整体债务风险；⑥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１：企业年初的流动比率，用以控制企业
的短期债务风险；⑦ＹｅａｒＤｕｍｍｙ和 ＦＥＤｕｍｍｙ分别表示控制年度和个体固定效应。

（２）风险投资认证效应对信贷“硬”信息的交互作用检验。为检验风险投资认证效应对抵押品
规模“硬”信息的协同作用，即假设 Ｈ６，本文在模型（１）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抵押品规模（ＦＡｉ，ｔ－１）
及其与 ＶＣｉ，ｔ的交叉变量得模型（２）。其中，关于抵押品规模的度量，虽然在政府的引导下，商业银
行也在积极开发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抵押贷款技术，但目前可用作抵押品的仍主要是固定资产。

当然，对于中国而言，土地使用权也是一项很重要且通常易于被银行接纳的抵押品，但是年报中通

常只披露无形资产总额而未对其中土地使用权的具体规模做明细披露；并且，根据本文统计，新三

板挂牌公司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报中无形资产净额占总资产比例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 ４２１％和
１２５％，规模较小，而土地使用权仅仅是无形资产的一部分，其占比应该更小，作为抵押品对获取银
行贷款的影响有限，实证中将其忽略也尚可接受。因此，本文借鉴 Ｍａｒｔｉ和 Ｑｕａｓ（２０１８）［３４］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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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总资产）作为抵押品规模 ＦＡｉ，ｔ－１的替代变量。其他变量与模型（１）相同。
Ｙｉ，ｔ ＝β０＋β１ＶＣｉ，ｔ＋β２ＦＡｉ，ｔ－１＋β３ＦＡｉ，ｔ－１×ＶＣｉ，ｔ＋β４Ｑｉ，ｔ－１＋β５Ｓｉｚｅｉ，ｔ－１＋β６ＤｅＢａｎｋｉ，ｔ

＋β７ＲＯＡｉ，ｔ－１＋β８Ｌｅｖｉ，ｔ－１＋β９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１＋ＹｅａｒＤｕｍｍｙ＋ＦＥＤｕｍｍｙ＋εｉ，ｔ （２）
　　为检验风险投资认证效应对财务报告“硬”信息的替代作用，即假设 Ｈ７，本文在模型（１）的基
础上，进一步加入财务信息质量（ＤＡｉ，ｔ－１）及其与 ＶＣｉ，ｔ的交叉变量得模型（３）。其中，财务信息质量

（或会计信息质量）通常可用盈余管理的程度进行度量，本文借鉴胡志颖等（２０１２）［４４］和蔡宁
（２０１５）［３９］的做法，用分年度分行业横截面修正的琼斯（Ｊｏｎｅｓ）模型估计出的经总资产调整后的操
纵性应计利润 ＤＡｉ，ｔ－１，作为财务信息质量的替代变量。操纵性应计利润是财务信息质量的反向指
标，即操纵性应计利润 ＤＡｉ，ｔ－１值越大，表示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大，则财务信息质量越差。其他变量
与模型（１）相同。

Ｙｉ，ｔ ＝β０＋β１ＶＣｉ，ｔ＋β２ＤＡｉ，ｔ－１＋β３ＤＡｉ，ｔ－１×ＶＣｉ，ｔ＋β４Ｑｉ，ｔ－１＋β５Ｓｉｚｅｉ，ｔ－１＋β６ＤｅＢａｎｋｉ，ｔ
＋β７ＲＯＡｉ，ｔ－１＋β８Ｌｅｖｉ，ｔ－１＋β９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１＋ＹｅａｒＤｕｍｍｙ＋ＦＥＤｕｍｍｙ＋εｉ，ｔ （３）

四、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１．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１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从银行贷款规模 Ｂａｎｋｌｏａｎｉ，ｔ、ＳＢａｎｋｌｏａｎｉ，ｔ和 ＬＢａｎｋｌｏａｎｉ，ｔ

三个指标看，中小企业的银行贷款额、短期贷款额和长期贷款额占企业总资产的均值分别约为

１６１％、１４６％和１３３％，而 Ｌｅｖｉ，ｔ－１的均值为 ４３９７％，说明中小企业债务融资中从银行获得的贷
款平均占比偏低，且银行贷款以短期贷款为主。Ｃｒｅｄｉｔｌｏａｎｉ，ｔ的均值为１８８％，意味只有不到五分之
一的中小企业能够获得银行的信用贷款，说明中小企业获得信用贷款的难度可能较大，信用贷款的

配给应该对中小企业的信息要求更高。ＦＡｉ，ｔ－１的均值为 １６６％，意味着中小企业固定资产在总资
产中的占比总体偏低，缺乏足够的抵押品，这也是中小企业较难获得银行贷款的原因之一。ＤＡｉ，ｔ－１
均值为０１３７，明显大于胡志颖等（２０１２）［４４］和蔡宁（２０１５）［３９］对 ＩＰＯ公司的统计（ＩＰＯ前、ＩＰＯ当年
和 ＩＰＯ后的均值分别为００１６、００９１８和 ００２６），说明中小企业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程度明显大于
上市公司，表明其财务报告质量普遍较差；且 ＤＡｉ，ｔ－１最小值和最大值差异较大，说明其盈余管理程
度和财务报告质量参差不齐，银行需要以其他方式补充中小企业信息。盈利能力指标 ＲＯＡｉ，ｔ－１的
最小值和最大值差异较大，表明中小企业经营状况参差不齐，对银行而言具有较大的贷款风险，这

是中小企业较难获得银行贷款的又一原因。

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均值 中位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样本数

Ａ栏：被解释变量

贷款规模

贷款存量 Ｂａｎｋｌｏａｎｉ，ｔ ０１６１ ０１２５ ０ ０７０１ ０１６７ ２４６５５
新增贷款 Ｌｏａｎｉ，ｔ １１７９ １５９６ ０ １９９７ ７７３２ ２４６５５
短期贷款 ＳＢａｎｋｌｏａｎｉ，ｔ ０１４６ ０１１０ ０ ０６７５ ０１５７ ２４６５５
长期贷款 ＬＢａｎｋｌｏａｎｉ，ｔ ００１３３ ０ ０ ０２９１ ００４６５ ２４６５５

贷款成本 Ｂａｎｋｃｏｓｔｉ，ｔ ００６３１ ００６６７ －０１３５ ０４３６ ００７４１ ２４６５５

贷款条件（有无信用贷款） Ｃｒｅｄｉｔｌｏａｎｉ，ｔ ０１８８ ０ ０ １ ０３９１ ２４６５５

Ｂ栏：解释变量

风险投资 ＶＣｉ，ｔ ０１８３ ０ ０ １ ０３８６ ２４６５５

财务信息质量 ＤＡｉ，ｔ－１ ０１３７ ００９３６ ０００１８９ ０７８５ ０１４３ ２４６５５

抵押品规模 ＦＡｉ，ｔ－１ ０１６６ ０１１８ ０００１５６ ０６５３ ０１５４ ２４６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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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均值 中位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样本数

Ｃ栏：控制变量

托宾 Ｑ值 Ｑｉ，ｔ－１ １４８２ ０６２４ ００５７８ １４１４ ２２５５ ２４６５５

公司规模 Ｓｉｚｅｉ，ｔ－１ １８０３ １８０２ １５６２ ２０７４ １１８０ ２４６５５

国有属性虚拟变量 ＳＯＥｉ，ｔ－１ ００３８ ０ ０ １ ０１９２ ２４６５５

资产报酬率 ＲＯＡｉ，ｔ－１ １０２２ ８０９８ －２３０３ ６０２３ １２１５ ２４６５５

资产负债率 Ｌｅｖｉ，ｔ－１ ４３９７ ４４４２ ３０２２ ８８７２ ２１１４ ２４６５５

流动比率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１ ２９５６ １７６７ ０４２０ ２９５４ ３８１８ ２４６５５

地区银行业发展水平 ＤｅＢａｎｋｉ，ｔ １２５２ １２８７ １０９８ １４６１ １１５８ ２４６５５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进一步将样本按有无风险投资参与（ＶＣｉ，ｔ）进行分组，对比统计结果如表 ２所示。（１）表 ２－Ａ
栏显示，相对于没有风险投资参与的样本，在有风险投资的样本中，Ｂａｎｋｌｏａｎｉ，ｔ的均值显著高了
１９％，表明获得的银行贷款规模占总资产的比例提高了 １９％；Ｃｒｅｄｉｔｌｏａｎｉ，ｔ的均值显著高了 ７％，
表明能够获得信用贷款的中小企业数量占比提高了７％。这说明有风险投资参与的中小企业能够
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和更宽松的贷款条件，风险投资的参与有助于提高中小企业银行贷款的可获

得性。（２）表２－Ｂ栏显示，从银行贷款的两大“硬”信息来看，抵押品规模 ＦＡｉ，ｔ－１在两组间没有显
著差异，而有风险投资参与公司的操纵性应计利润程度 ＤＡｉ，ｔ－１低于没有风险投资参与的公司，表明
有风险投资参与公司的财务信息质量相对较好。（３）表 ２－Ｃ栏显示，有风险投资参与的中小企
业，具有更好的成长性（Ｑｉ，ｔ－１）、更大的公司规模（Ｓｉｚｅｉ，ｔ－１）和更大的短期财务风险（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１）。当
然，上述观察只是初步统计，有待进一步回归检验。

表２ 有风险投资参与和无风险投资参与中小企业的分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有风险投资参与（ＶＣ＝１）

均值 中位值 样本数

无风险投资参与（ＶＣ＝０）

均值 中位值 样本数

样本均值差异

双侧 ｔ检验

Ａ栏：被解释变量

贷款规模
Ｂａｎｋｌｏａｎｉ，ｔ ０１７６ ０１５６ ４５１２ ０１５７ ０１１７ ２０１４３ ００１９

Ｌｏａｎｉ，ｔ １３３８ １６９０ ４５１２ １１４３ １５７６ ２０１４３ １９５

短期贷款 ＳＢａｎｋｌｏａｎｉ，ｔ ０１５６ ０１３２ ４５１２ ０１４４ ０１０３ ２０１４３ ００１２

长期贷款 ＬＢａｎｋｌｏａｎｉ，ｔ ００１９７ ０ ４５１２ ００１１８ ０ ２０１４３ ０００７９

贷款成本 Ｂａｎｋｃｏｓｔｉ，ｔ ００６３３ ００７２３ ４５１２ ００６３１ ００６５５ ２０１４３ ００００２

信用贷款 Ｃｒｅｄｉｔｌｏａｎｉ，ｔ ０２４５ ０ ４５１２ ０１７５ ０ ２０１４３ ００７

Ｂ栏：解释变量

财务信息质量 ＤＡｉ，ｔ－１ ０１２１ ００８３８ ４５１２ ０１４０ ００９５９ ２０１４３ －００１９

抵押品规模 ＦＡｉ，ｔ－１ ０１７１ ０１３５ ４５１２ ０１６５ ０１１４ ２０１４３ ０００６

Ｃ栏：控制变量

托宾 Ｑ值 Ｑｉ，ｔ－１ １８３６ １０６７ ４５１２ １４０４ ０５９４ ２０１４３ ０４３２

公司规模 Ｓｉｚｅｉ，ｔ－１ １８６３ １８７７ ４５１２ １７９０ １７８８ ２０１４３ ０７３

国有属性 ＳＯＥｉ，ｔ－１ ００６７４ ０ ４５１２ ００３１７ ０ ２０１４３ ００３５７

资产报酬率 ＲＯＡｉ，ｔ－１ １０４６ ９２７１ ４５１２ １０１６ ８０１８ ２０１４３ ０３０
资产负债率 Ｌｅｖｉ，ｔ－１ ４２６８ ４２５６ ４５１２ ４４２６ ４５０２ ２０１４３ －１５８
流动比率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１ ２５６８ １８１８ ４５１２ ３０４３ １７５１ ２０１４３ －０４７５

　　注：、和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统计软件为 ＳＴＡＴＡ１３０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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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风险投资对中小企业银行贷款可获得性的影响检验
表３ 风险投资对中小企业银行贷款可获得性的影响检验

被解释变量
贷款规模 贷款成本 贷款条件

（１）Ｂａｎｋｌｏａｎ （２）Ｌｏａｎ （３）ＳＢａｎｋｌｏａｎ（４）ＬＢａｎｋｌｏａｎ （５）Ｂａｎｋｃｏｓｔ （６）Ｃｒｅｄｉｔｌｏａｎ

ＶＣｉ，ｔ
００６８９

（２７６３）
１９４５

（２４６０）
００５５６

（２３０７）
００１３８

（１９９０）
－０００６９５

（－１８８３）
０３０８

（１９２８）

Ｑｉ，ｔ－１
０００２２９
（０８３７）

０００６４０
（００４８０）

０００１５９
（０６０２）

００００２４６
（０３２３）

－０１３６

（－２４２３）
００３４０
（１２５８）

Ｓｉｚｅｉ，ｔ－１
０１２３

（４６１６）
１４８８
（１１４９）

００９２４

（３５９６）
００２０４

（２７５５）
００７４７
（０５６２）

０２６９

（４３３７）

ＤｅＢａｎｋｉ，ｔ
００１８４
（０４６８）

０６６７
（０３４８）

００２６１
（０６８５）

－０００４６５
（－０４２４）

００８１２
（０６２１）

－０５９６

（－９６１３）

ＲＯＡｉ，ｔ－１
００００６９３
（１２７３）

０００１４０
（００５２５）

００００４９１
（０９３２）

００００
（０５４０）

００００５８６
（００５５４）

０００７１５
（１３４５）

Ｌｅｖｉ，ｔ－１
０００１４３

（２８４９）
０００９５７
（０３９０）

０００１３８

（２８３７）
００００
（０５４２）

－０００３１７
（－０４４４）

０００３２２
（０８２９）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１
００００

（－０２３５）
－００００３３８
（－０２１３）

００００
（－０１５７）

００００
（－０２２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３３）

－０２４７

（－４８３０）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４９５
（－１４９１）

－１，４８１
（－１２９５）

－２４０７
（－１０６１）

－７３６９
（－１１２８）

３８５１
（０４９９）

ＹｅａｒＤｕｍｍｙ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ＦＥＤｕｍｍｙ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ｉｎｓ ２４６５５ ２４６５５ ２４６５５ ２４６５５ ２４６５５ ２４２４８

Ｒ２／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１４７ ００１５ ０１１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５６ ０１１４
　　注：列（６）由于被解释变量 Ｃｒｅｄｉｔｌｏａｎ为哑变量，采用 Ｌｏｇｉｔ回归；由于列（６）被解释变量是虚拟变量，而绝大部分公司的

Ｃｒｅｄｉｔｌｏａｎ在样本期间没有变化，因此列（６）采用行业固定效应模型，而其他各列控制的是公司固定效应；列（６）括号中的数值为 Ｚ

值，列（１）～（５）括号中的数值为 ｔ值；、和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统计软件为 ＳＴＡＴＡ１３０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本文从贷款规模、贷款成本和贷款条件三个方面检验了风险投资对中小企业银行贷款可获得

性的影响，结果如表３所示。首先，从对贷款规模的影响来看，列（１）、列（２）中 ＶＣｉ，ｔ的系数显著为
正，表明不论是“短期借款与长期借款的和除以期初总资产”（Ｂａｎｋｌｏａｎｉ，ｔ）度量的存量贷款规模，还
是“当期取得借款收到现金的自然对数”（Ｌｏａｎｉ，ｔ）度量的新增贷款规模，有风险投资参与的中小企
业均获得了更多的银行贷款；进一步将银行贷款分为短期贷款（ＳＢａｎｋｌｏａｎｉ，ｔ）和长期贷款
（ＬＢａｎｋｌｏａｎｉ，ｔ），列（３）、列（４）中 ＶＣｉ，ｔ系数也均显著为正，表明风险投资对中小企业银行贷款规模

的正向影响不仅存在于短期贷款，还同样显著作用于长期贷款，这一结论与吴超鹏等（２０１２）［１１］的
发现不同。其次，从对贷款成本的影响上看，列（５）的 ＶＣｉ，ｔ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有风险投资参与的
公司具有显著更低的贷款成本。再次，从对贷款条件的影响上看，列（６）的 ＶＣｉ，ｔ系数显著为正，表
明有风险投资参与的公司更有可能获得无需抵押担保的纯信用贷款，即贷款条件更为宽松。上述

结果说明，有风险投资参与的中小企业具有更好的银行贷款可获得性，与本文假设 Ｈ１一致。
同时，表３中 ＶＣｉ，ｔ的系数还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相对于没有风险投资参与的中小企业，列

（１）表明有风险投资参与的公司获得的贷款规模占总资产的比例（Ｂａｎｋｌｏａｎ）整体提高了 ６８９％
（１％显著性水平），列（３）表明其短期贷款占总资产的比例（ＳＢａｎｋｌｏａｎ）提高了 ５５６％（５％显著性
水平），而列（４）表明长期贷款占总资产的比例（ＬＢａｎｋｌｏａｎ）提高了 １３８％（５％显著性水平），以总
资产规模均值６７６５９６万元（ｅ的１８０３次方）估算，风险投资的参与使中小企业贷款总额、短期贷
款和长期贷款分别增加了４６６１７万元、３７８８９万元和 ９３３７万元；列（５）显示有风险投资参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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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的贷款成本（Ｂａｎｋｃｏｓｔ）则降低了０６９５％（１０％显著性水平），而表１的全样本描述性统计
显示贷款成本均值为６３１％（由于中小企业银行贷款绝大部分都是短期贷款，所以这一利率也基
本符合常理），相当于降低了 １０％以上的成本；列（６）则表明关于贷款条件（Ｃｒｅｄｉｔｌｏａｎ），有风险投
资参与的公司更容易获得纯信用贷款，其概率提高了３０８％（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在控制变量方面，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ｉ，ｔ－１与贷款规模（尤其是风险更高的长期贷款）、贷款条件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规模越大，企业具有越好的贷款可获得性。这一结果进一步验证了
本文的研究意义，即我国商业银行在信贷资源配给中确实存在规模歧视，中小企业亟须借助其他方

式（例如引入风险投资）向银行传递自身质量信息，以便提高银行贷款的可获得性。

３．风险投资认证效应对中小企业银行贷款可获得性的作用差异检验
根据以往文献，不同类型中小企业与银行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不同，受到的信贷约束程度不

同，那么对于这些信贷约束更严重的中小企业，风险投资的参与对其银行贷款可获得性的正向作用

是否更强？本节结合中小企业的不同类别做了进一步的分组回归检验。

分组类别包括：（１）地区银行业发展水平（ＤｅＢａｎｋｉ，ｔ），采用王小鲁、樊纲和余静文
［４３］
《中国分省份

市场化指数报告（２０１６）》中的“金融业市场化”指数，按中位数１２８７分为高、低两组；（２）高新技术企
业（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ｉ，ｔ），我国于２００８年启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本文手工整理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名录，
当年拥有高新技术企业资质的中小企业赋值为１；（３）公司规模（Ｓｉｚｅｉ，ｔ－１），按中位数１８０２分为大、小
两组；（４）国有属性（ＳＯＥｉ，ｔ－１），国有企业赋值为１，非国有企业赋值为０。回归结果列于表４，由于篇幅
所限，仅列示了关键变量风险投资（ＶＣｉ，ｔ）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等，省略了其他变量。

表４－Ａ栏的结果表明，相对于地处银行业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中小企业，风险投资的参与对处
于银行业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中小企业的贷款规模（进一步发现主要是短期贷款规模）、贷款成本和

贷款条件（更大可能获得纯信用贷款）均有更为显著的改善作用，支持假设 Ｈ２。表４－Ｂ栏的结果表明，
风险投资的参与能够显著提高高新技术企业的贷款规模（除长期贷款外），降低贷款成本，而在非高新技

术企业中对贷款规模的影响均不显著，说明风险投资对高新技术企业贷款可获得性的影响更为显著，支

持假设Ｈ３。表４－Ｄ栏的结果表明，风险投资的参与能够显著提高非国有中小企业的贷款规模（除长期
贷款外），降低贷款成本，并放宽贷款条件，而在国有企业中却未见显著影响，这一结果支持假设Ｈ５。

值得关注的是，表４－Ｃ栏的结果却表明，对规模较小的中小企业，风险投资的参与能够显著降低
其贷款成本和提高其获得信用贷款的可能性，却未能显著影响其贷款规模；而对规模较大的中小企

业，风险投资的参与的影响却恰恰相反，能够显著增大其贷款规模，且对长、短期贷款均有显著正向作

用，却未能显著降低其贷款成本和提高其获得纯信用贷款的可能性。这一结果虽然与假设 Ｈ４并不完
全一致，但不论是对规模较小的中小企业的贷款成本降低和贷款条件放松，还是对规模较大的中小企业

的贷款规模提高，都表明风险投资的参与能够提高中小企业银行贷款的可获得性，依然支持本文观点。

表４ 风险投资对不同类型中小企业的银行贷款环境的影响差异分析

分组类别 被解释变量
（１）

Ｂａｎｋｌｏａｎ

（２）

Ｌｏａｎ

（３）

ＳＢａｎｋｌｏａｎ

（４）

ＬＢａｎｋｌｏａｎ

（５）

Ｂａｎｋｃｏｓｔ

（６）

Ｃｒｅｄｉｔｌｏａｎ

Ａ栏：地区银

行业发展水

平（ＤｅＢａｎｋ）

低

高

ＶＣｉ，ｔ
００５６４

（２１７５）

１４５１

（２１１４）

００４１５

（１９５１）

００１４９

（２３５７）

－００１６７

（－２２０３）

０３８８

（１８４６）
Ｏｂｓ １２３２８ １２３２８ １２３２８ １２３２８ １２３２８ １１９７４

Ｒ２／ＰｓｅＲ２ ０１６５ ００８７ ０１３４ ００９３ ００８４ ０１１３

ＶＣｉ，ｔ
００８３４

（０５１４）
１５３５

（２２６６）

００２６７

（０１９６）

００６０５

（０８２７）

－００１７２

（－１３４６）

０１８６

（０７００）
Ｏｂｓ １２３２７ １２３２７ １２３２７ １２３２７ １２３２７ １１７１０

Ｒ２／ＰｓｅＲ２ ０２８５ ０２７５ ０２７４ ０１１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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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分组类别 被解释变量
（１）

Ｂａｎｋｌｏａｎ

（２）

Ｌｏａｎ

（３）

ＳＢａｎｋｌｏａｎ

（４）

ＬＢａｎｋｌｏａｎ

（５）

Ｂａｎｋｃｏｓｔ

（６）

Ｃｒｅｄｉｔｌｏａｎ

Ｂ栏：高 新

技 术 企 业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１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０

ＶＣｉ，ｔ
００４６９

（２５１７）

１９２２

（１８８２）

００２７８

（２９６４）

００１９６

（２０６７）

－０００８０５

（－１８１１）

０２１３

（１７５０）
Ｏｂｓ １４０８３ １４０８３ １４０８３ １４０８３ １４０８３ １３８７６

Ｒ２／ＰｓｅＲ２ ０２２５ ００５１ ０１７２ ００８６ ００１１ ０１４８

ＶＣｉ，ｔ
００５５１

（０７２２）

２３８４

（０５７３）

００６４３

（０８６３）

０００４５２

（０２７２）
－００２０８

（－２２１４）

０３９４

（１３３１）
Ｏｂｓ １０５７２ １０５７２ １０５７２ １０５７２ １０５７２ １０２１５

Ｒ２／ＰｓｅＲ２ ０１１８ ０１０１ ００８６ ００６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８０

Ｃ栏：公 司

规模（Ｓｉｚｅ）

小

大

ＶＣｉ，ｔ
００３１７

（０６９２）

３２４３

（１３７８）

００３８９

（０８６７）

０００４７１

（０４８２）
－００２２１

（－２４５９）

０７９４

（２７８５）

Ｏｂｓ １２３２８ １２３２８ １２３２８ １２３２８ １２３２８ １１８４３

Ｒ２／ＰｓｅＲ２ ０１５３ ００２７ ０１４１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８ ０１２２

ＶＣｉ，ｔ
０１０２

（３３８８）

１８６８

（１３４９）
００７１０

（２４９５）

００３１３

（２７１２）

－００５１９

（－０７３６）

０１２０

（０６１７）

Ｏｂｓ １２３２７ １２３２７ １２３２７ １２３２７ １２３２７ １１８８０

Ｒ２／ＰｓｅＲ２ ０２８０ ００５４ ０１９７ ０１４０ ００１７ ０１０８

Ｄ 栏：国 有

属性（ＳＯＥ）

ＳＯＥ＝０

ＳＯＥ＝１

ＶＣｉ，ｔ
００６８９

（２７０７）

１９４９

（２０８３）

００５５８

（２２６５）

００１３７

（１９４３）

－０００７０９

（－１８２８）

０３４１

（２０４９）

Ｏｂｓ ２３６９９ ２３６９９ ２３６９９ ２３６９９ ２３６９９ ２３２９２

Ｒ２／ＰｓｅＲ２ ０１４９ ００１７ ０１１５ ００４８ ０００６ ０１０７

ＶＣｉ，ｔ
００１０９

（０２８５）

－０８８０

（－０３９７）

－００００６１６

（－００１７１）

００１２５

（０９２６）

－００１４０

（－０１７９）

－１０５８

（－１２８０）

Ｏｂｓ ９５６ ９５６ ９５６ ９５６ ９５６ ８９２

Ｒ２／ＰｓｅＲ２ ０２９２ ０２６２ ０４５７ ０１４２ ０１２５ ０２７８

　　注：各类分组子样本均按模型（１）进行回归检验，仅列出了 ＶＣｉ，ｔ的系数及显著性；列（６）采用 Ｌｏｇｉｔ回归；列（６）采用行业固定

效应模型，而其他各列控制的是公司固定效应；列（６）括号中的数值为 Ｚ值，列（１）～（５）括号中的数值为 ｔ值；、和分别表

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统计软件为 ＳＴＡＴＡ１３０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４．风险投资认证效应对银行贷款传统“硬”信息的交互作用检验
本文进一步检验了风险投资的参与这一认证信号对抵押品规模、财务报告信息等传统贷款“硬”

信息的交互作用，结果如表５所示。因篇幅所限，仅列出关键变量的相关系数而略去了其他变量。
表５ 风险投资认证效应对中小企业银行贷款“硬”信息的交互作用检验

被解释变量
贷款规模 贷款成本 贷款条件

（１）Ｂａｎｋｌｏａｎ （２）Ｌｏａｎ （３）ＳＢａｎｋｌｏａｎ（４）ＬＢａｎｋｌｏａｎ （５）Ｂａｎｋｃｏｓｔ （６）Ｃｒｅｄｉｔｌｏａｎ

Ａ栏：对抵押品规模的交互作用

ＶＣｉ，ｔ
００４８２

（２６６３）
２２７８

（１７０４）
００４５４

（２６２０）
００１０４

（１８２９）
－０００６５９

（－１２２９）
０３０３

（１９９２）

ＦＡｉ，ｔ－１
０１５０

（１６８９）
１２８４

（１９６０）
０１７０

（１９８１）
００２８４

（２１５０）
－０３３９
（－０３２０）

－２３６７

（－４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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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被解释变量
贷款规模 贷款成本 贷款条件

（１）Ｂａｎｋｌｏａｎ （２）Ｌｏａｎ （３）ＳＢａｎｋｌｏａｎ（４）ＬＢａｎｋｌｏａｎ （５）Ｂａｎｋｃｏｓｔ （６）Ｃｒｅｄｉｔｌｏａｎ

Ａ栏：对抵押品规模的交互作用

ＦＡｉ，ｔ－１×ＶＣｉ，ｔ
０１９１
（１４４０）

２９９３
（０４６１）

０１０２
（０７９８）

００２７２
（０７３７）

－０２４６
（－０１０３）

００１２９
（００１１５）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４６５５ ２４６５５ ２４６５５ ２４６５５ ２４６５５ ２４２４８

Ｒ２／ＰｓｅＲ２ ０１５５ ００１５ ０１２６ ００５５ ００６０ ０１３１

Ｂ栏：对财务信息质量的交互作用

ＶＣｉ，ｔ
００５８５

（１９８８）
２００４

（１６９５）
００４２５

（２３９４）
００１６３

（１８３７）
－００１４１

（－２９３４）
０４０４

（１９７７）

ＤＡｉ，ｔ－１
－００９３７

（－２５６３）
－２５１２

（－１９４０）
－００９６８

（－２７４１）
－０００２９３
（－０２８４）

０９６３
（１０５５）

－０６８１
（－１６１７）

ＤＡｉ，ｔ－１×ＶＣｉ，ｔ
００５６３

（２３１７）
０２０２

（１７５２）
００６８１

（２１８９）
００１０２
（０４５８）

－０５０１

（－２２３８）
０７７３

（２１７６）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４６５５ ２４６５５ ２４６５５ ２４６５５ ２４６５５ ２４２４８

Ｒ２／ＰｓｅＲ２ ０１６５ ００２２ ０１３６ ００４５ ００６２ ０１１９

Ｃ栏：对抵押品规模和财务信息质量的交互作用

ＶＣｉ，ｔ
００３３２

（２０７８）
２１６１

（１８６２）
００２４８

（１７５６）
００１４４
（１５０７）

－００１４９

（－２２９７）
０３８８

（１９４０）

ＤＡｉ，ｔ－１
－０１０００

（－２７３４）
－２４７４

（－１７９３）
－０１０１

（－２８５８）
－０００２３５
（－０２２８）

０９５０
（１０３８）

－０６４５
（－１４８５）

ＤＡｉ，ｔ－１×ＶＣｉ，ｔ
００５４１

（２１７６）
０１８５

（１６９４）
００７９３

（３０２６）
００１７９

（１７９６）
－５０５８

（－２２３８）
０５４９

（１８５１）

ＦＡｉ，ｔ－１
０１５９

（１７９９）
１１４９

（１６７４）
０１８０

（２１２０）
００２９８

（２２０１）
－０４１４
（－０３９１）

－２３２５

（－４０８３）

ＦＡｉ，ｔ－１×ＶＣｉ，ｔ
０２４０

（１７９３）
１４２４
（０２１５）

０１４４
（１１１４）

００３１３
（０８３０）

０３９５
（０１６５）

－０１０２
（－００９０５）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４６５５ ２４６５５ ２４６５５ ２４６５５ ２４６５５ ２４２４８

Ｒ２／ＰｓｅＲ２ ０１７６ ００２２ ０１４８ ００５７ ００６１ ０１３２

　　注：两类交互作用分别按模型（２）和（３）进行回归检验，因篇幅所限，略去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６）由于被解释变量
Ｃｒｅｄｉｔｌｏａｎｉ，ｔ为哑变量，采用 Ｌｏｇｉｔ回归；列（６）采用行业固定效应模型，而其他各列控制的是公司固定效应列（６）括号中的数值为 Ｚ
值，列（１）～（５）括号中的数值为 ｔ值；、和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统计软件为 ＳＴＡＴＡ１３０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表５－Ａ栏是按模型（２）进行回归，对“抵押品规模协同作用”的检验结果。首先，固定资产
ＦＡｉ，ｔ－１对贷款规模具有高度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贷款总额、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的显著性水平分别
为１％、５％和５％），这与本文前述观点“固定资产等抵押品规模‘硬’信息是银行贷款配给时考虑
的首要因素”一致；固定资产 ＦＡｉ，ｔ－１与贷款条件显著负相关（１％的显著性水平），这可能是因为抵
押品充裕的中小企业可以更方便地进行抵押贷款，而且抵押品的加入会降低银行贷款风险，同等条

件下企业的贷款成本也会相应降低，拥有充裕的抵押品的中小企业也会更乐于优先考虑抵押贷款

而非信用贷款。其次，风险投资 ＶＣｉ，ｔ仍然与贷款规模和纯信用贷款正相关，与贷款成本负相关，表
明风险投资对贷款可获得性的提高作用依然稳健；并且，ＶＣｉ，ｔ在各列中的系数虽然有所变化，但总
体仍与前文表３的系数处于相近水平，表明前述关于系数经济意义的分析也基本稳健。再次，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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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变量 ＦＡｉ，ｔ－１×ＶＣｉ，ｔ在各列中的系数与 ＦＡｉ，ｔ－１同向，但都不显著，说明风险投资对抵押品规模的
协同效应并不明显，这可能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因为抵押品（固定资产）本身已是贷款风险的一种

最直接保障，而风险投资的参与这一认证信号所带来的额外信息的作用有限，因此，并没有显著支

持假设 Ｈ６的“抵押品规模协同作用”。
表５－Ｂ栏是按模型（３）进行回归，对“财务信息质量替代作用”的检验结果。首先，财务信

息质量（操纵性应计利润程度）ＤＡｉ，ｔ－１与贷款规模显著负相关（对贷款总额和短期贷款的显著
性水平分别为 ５％和 １％，而对长期贷款不显著），表明操纵性应计利润程度越低，即财务信息
质量越高，企业则越容易获得银行贷款，说明正如前文所述，财务信息质量是影响中小企业贷

款可获得性的另一重要“硬”信息，且财务信息质量越高，越能降低银企间的信息不对称而获得

银行贷款。其次，风险投资 ＶＣｉ，ｔ依然与各类贷款规模指标正相关（５％或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与贷款成本负相关（１％的显著性水平），与贷款条件正相关（５％的显著性水平），且各系数仍与
表 ３类似，表明风险投资对中小企业贷款可获得性的提高作用依旧稳健，其反映的经济意义也
同样稳健。再次，列（１）～（４）中的交叉变量 ＤＡｉ，ｔ－１×ＶＣｉ，ｔ的系数与财务信息质量 ＤＡｉ，ｔ－１的系
数均相反且显著，表明风险投资的参与能够降低银行贷款配给过程中对财务信息质量的依赖，

风险投资的参与这一认证信号对财务信息质量有着显著的替代作用，因此，支持假设 Ｈ７的“财
务信息质量替代作用”。

表５－Ｃ栏是综合 Ａ栏和 Ｂ栏的结果，将抵押品规模 ＦＡｉ，ｔ－１、财务信息质量 ＤＡｉ，ｔ－１，以及风险
投资与它们的交叉变量均作为解释变量放入模型进行再次回归，结果与表 ５－Ａ栏和表 ５－Ｂ栏类
似，表明上述关于交互作用的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５．内生性问题及其他稳健性检验
（１）内生性问题。由于风险投资参与中小企业并不是随机的，而是经过事前筛选才做出的投

资决策，因此，上述检验得到的相关性有可能存在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即变量 ＶＣｉ，ｔ对各被解释
变量所表现出的相关性有可能并不是风险投资进入后对中小企业银行贷款可获得性的正向影响，

而是中小企业本身具有较好的银行贷款融资能力才会吸引风险投资的进入。为尽量减少选择性偏

差所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权小锋和尹洪英（２０１７）［４５］采用 ＰＳＭ倾向得分匹配法，借鉴吴超
鹏等（２０１２）用同一公司在风险投资初次界入前后的对比研究，做了进一步检验。

１）ＰＳＭ倾向得分匹配法：即采用配对样本的方式控制事前选择性偏差。参考权小锋和尹洪英
（２０１７）［４５］的做法，综合考量公司规模（期末每股净资产 ＢＰＳｉ，ｔ－１）、成长性（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Ｇｒｏｗｔｈｉ，ｔ－１）、盈利性（每股营业收入 ＳＰＳｉ，ｔ－１）、财务风险（资产负债率 Ｌｅｖｉ，ｔ－１）、年度、行业等六个方
面因素，为有风险投资参与的样本公司按１∶１选择配对公司，最终得到 ４４６３对样本（原样本 ４５１２
家有风险投资参与的样本点中，有４９家因按上述六个因素找不到合适的配对公司而剔除）。采用
ＰＳＭ倾向匹配得分法进行配对样本检验的结果如表６所示。关键变量系数的相关性和显著性与前
文表５－Ｃ栏类似，表明考虑内生性后本文结论依旧稳健。
表６ ＰＳＭ倾向得分匹配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 （１）Ｂａｎｋｌｏａｎｉ，ｔ （２）Ｌｏａｎｉ，ｔ （３）ＳＢａｎｋｌｏａｎｉ，ｔ（４）ＬＢａｎｋｌｏａｎｉ，ｔ（５）Ｂａｎｋｃｏｓｔｉ，ｔ （６）Ｃｒｅｄｉｔｌｏａｎｉ，ｔ

ＶＣｉ，ｔ
００２３２

（１８５５）
０８９９

（２１６９）
００２５４

（２２１７）
－４６４ｅ－０５
（－０００５２８）

－０００２５７

（－１７３２）
０４７３

（２１０６）

ＤＡｉ，ｔ－１
００３６７

（１７２６）
１７８４

（１７８９）
００２５４

（２５２９）
００１０４
（０５１５）

－００１４１
（－０５５３）

０４６０
（０４７２）

ＤＡｉ，ｔ－１×ＶＣｉ，ｔ
－００２２６

（－１７９２）
－２４３１

（－１６７１）
－００２２４

（－１９２１）
－００４３０
（－１３２４）

００１６１
（０３９３）

０１６３
（０１０２）

５８１

２０１９年 第 ２期



续表６

被解释变量 （１）Ｂａｎｋｌｏａｎｉ，ｔ （２）Ｌｏａｎｉ，ｔ （３）ＳＢａｎｋｌｏａｎｉ，ｔ（４）ＬＢａｎｋｌｏａｎｉ，ｔ（５）Ｂａｎｋｃｏｓｔｉ，ｔ （６）Ｃｒｅｄｉｔｌｏａｎｉ，ｔ

ＦＡｉ，ｔ－１
００９７３

（１７４６）
３８９９

（２５６５）
００９５９

（１８１１）
０００１０２
（００４５９）

００８８３

（３１４４）
－１０７２

（－１８９３）

ＦＡｉ，ｔ－１×ＶＣｉ，ｔ
００７９５
（１０３４）

２１６１
（０６２９）

００４５０
（０６１７）

００３３７

（１９４０）
－００３６０
（－０９３０）

－１７４８
（－１０６７）

Ｎ ８９２６ ８９２６ ８９２６ ８９２６ ８９２６ ８９２６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３０７ ０４１０ ０２６８ ０１１４ ０１９６ ０１４１

　　注：列（６）由于被解释变量 Ｃｒｅｄｉｔｌｏａｎｉ，ｔ为哑变量，采用 Ｌｏｇｉｔ回归；列（６）括号中的数值为 Ｚ值，列（１）～（５）括号中的数值为 ｔ
值；、和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统计软件为ＳＴＡＴＡ１３０；篇幅所限，仅列出关键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他同表５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同一公司在首次风险投资参与前后贷款可获得性的对比检验：同一公司在风险投资参与前
后的纵向对比，或许更能规避事前选择性偏差的内生性问题。之所以选择首次风险投资参与事件

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如果事先已有风险投资机构介入产生了认证信号，则后续再有风险投资介

入，其再次认证所传递的正向信息必然与前期认证信号存在信息冗余，毕竟后续风投介入和前期风

投介入都是对被投中小企业公司质量和发展前景的认可，提供的信息相似。Ｍａｒｔｉ和 Ｑｕａｓ
（２０１８）［３４］研究政府支持贷款对企业获得商业银行贷款的认证效应时，也发现后续同类认证信号会
与前期认证信号存在信息冗余，显著弱化认证效果。所以，本文认为，首次风险投资机构介入才是

更为纯净的检验事件，更适用于做同一公司在风险投资参与前后对比的稳健性检验。具体做法是：

在样本期间内，如该公司第 ｔ年的 ＶＣ＝１，而第 ｔ－１年的 ＶＣ＝０，则将其界定为首次风险投资介入
事件，经筛选共有２２７起首次界入事件。然后，选择风险投资首次介入事件当年（第ｔ年，ＶＣ＝１）和
上一年（第 ｔ－１年，ＶＣ＝０）的公司数据组建样本，共有 ４５４个观测值。以此样本重复前述检验，具
体结果如表７所示，仍然支持本文前述实证结论。
表７ 同一公司在风险投资首次参与前后贷款可获得性的对比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 （１）Ｂａｎｋｌｏａｎｉ，ｔ （２）Ｌｏａｎｉ，ｔ （３）ＳＢａｎｋｌｏａｎｉ，ｔ（４）ＬＢａｎｋｌｏａｎｉ，ｔ（５）Ｂａｎｋｃｏｓｔｉ，ｔ （６）Ｃｒｅｄｉｔｌｏａｎｉ，ｔ

ＶＣｉ，ｔ
００６７３

（１９１９）
４３２１

（２７０８）
００６３８

（１９４２）
００００４８９
（００５２０）

－０００３１１

（－２１９０）
００７６５

（２１１６）

ＤＡｉ，ｔ－１
０２２９

（４０３９）
４５３７

（１７６１）
０２３９

（４５０８）
－００１０４
（－０６８６）

００２１８
（０８２５）

０３４１
（０３３８）

ＤＡｉ，ｔ－１×ＶＣｉ，ｔ
－０３２５

（－３３１８）
－１３０１

（－２９１８）
－０３１４

（－３４２４）
－０００７５９
（－０２８９）

－００６７６
（－１４７６）

－２８７７
（－１１７１）

ＦＡｉ，ｔ－１
００２５１

（１７３７）
１８４０

（１７５４）
００１１５

（２１６４）
００１４３
（０７１６）

００７３１

（２１００）
－３０２７

（－１８９５）

ＦＡｉ，ｔ－１×ＶＣｉ，ｔ
００６０９
（０３７０）

－１３８６
（－０１８５）

００３４６
（０２２５）

００２８８
（０６５３）

－００２４９
（－０３２４）

５０１４

（１６８４）

Ｎ ４５４ ４５４ ４５４ ４５４ ４５４ ４５４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２７２ ０２９５ ０２７５ ００７６ ０１４８ ０１１２

　　注：列（６）由于被解释变量 Ｃｒｅｄｉｔｌｏａｎｉ，ｔ为哑变量，采用 Ｌｏｇｉｔ回归；列（６）括号中的数值为 Ｚ值，列（１）－（５）括号中的数值为 ｔ
值；、和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统计软件为ＳＴＡＴＡ１３０；篇幅所限，仅列出关键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他同表５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进一步的检验风险投资对中小企业银行贷款违约的影响。本文的核心观点是风险投资的
参与能够作为认证信号传递关于中小企业质量的正向“软”信息，有助于缓解银行对企业的信息不

对称，进而提高中小企业贷款可获得性。照此思路，如果风险投资的参与这一认证信号能够降低银

行对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那么，必然也有助于银行识别和控制贷款风险，即降低中小企业的贷款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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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概率。因此，为验证这一逻辑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检验了风险投资的参与对中小企业贷款违约

的影响。设定贷款违约虚拟变量 Ｄｅｆａｕｌｔｉ，ｔ为被解释变量，由于前文结果表明风险投资影响的主要
是短期贷款，所以，以中小企业上期期末的短期借款（含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与当期偿还借款

数额（对应现金流量表中的“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的差额来衡量中小企业是否按期偿还了银

行借款，若该差额大于零，则表示中小企业发生了贷款违约行为，Ｄｅｆａｕｌｔｉ，ｔ取值为１，否则为０。由于
贷款违约相对于贷款审批具有滞后性，因此，风险投资变量 ＶＣｉ，ｔ－１采取滞后一期处理。控制变量借

鉴孙铮等（２００６）［４６］，选取 ＲＯＡｉ，ｔ（总资产报酬率）、ＣＦＩＯｉ，ｔ（经营活动减去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净
额／期初总资产）、Ｌｉｑｕｉｄｉ，ｔ（流动比率）、Ｇｒｏｗｔｈｉ，ｔ（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Ｓｉｚｅｉ，ｔ（期初总资产的自然
对数）、ＳＯＥｉ，ｔ（国有企业属性虚拟变量）。具体的检验模型如下：

Ｄｅｆａｕｌｔｉ，ｔ ＝β０＋β１ＶＣｉ，ｔ－１＋β２ＲＯＡｉ，ｔ＋β３ＣＦＩＯｉ，ｔ＋β４Ｌｉｑｕｉｄｉ，ｔ＋β５Ｇｒｏｗｔｈｉ，ｔ＋β６Ｓｉｚｅｉ，ｔ
＋β７ＳＯＥｉ，ｔ＋ＹｅａｒＤｕｍｍｙｉ，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Ｄｕｍｍｙｉ，ｔ＋ε （４）

　　分析表８的检验结果发现，风险投资虚拟变量 ＶＣｉ，ｔ－１与贷款违约虚拟变量 Ｄｅｆａｕｌｔｉ，ｔ显著负相
关，表明有风险投资参与的中小企业更不容易发生贷款违约，其违约概率降低了 ７８６％（５％的显
著性水平），与本文的理论逻辑一致，符合预期。控制变量中，企业属性 ＳＯＥｉ，ｔ的系数显著为正，表
明国有企业发生贷款违约的可能性高于非国有企业。

表８ 风险投资对中小企业贷款违约的影响

Ｄｅｆａｕｌｔｉ，ｔ ＶＣｉ，ｔ－１ ＲＯＡｉ，ｔ ＣＦＩＯｉ，ｔ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 Ｇｒｏｗｔｈｉ，ｔ Ｓｉｚｅｉ，ｔ ＳＯＥｉ，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系数 －０７８６ －０００５４４ ０１２１ －０１５１ －０００３０４ ０２３８ ０８９２ －１５７５

Ｚ值 －２０６８ －０３８８ ０２５０ －１８０５ －０８８２ １６００ １７６５ －１６０１

ｒｈｏ：０５０８（“ｒｈｏ＝０”的 ｐ值为 ００１９）　　Ｗａｌｄｃｈｉ２：１７２１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００２８０　　样本数：２３８６１

　　注：由于被解释变量 Ｄｅｆａｕｌｔｉ，ｔ为哑变量，因此采用 Ｌｏｇｉｔ回归；年度 ＹｅａｒＤｕｍｍｙ和个体随机效应已控制（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 ｃｈｉ２值为

３７９，对应ｐ值为０８０３５，因此随机效应模型比固定效应模型更合适）；、分别表示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统计软件为ＳＴＡＴＡ１３０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新三板挂牌公司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间２４８６６个公司 －年度样本，研究了风险投资参与这一认
证信号对中小企业银行贷款可获得性的改善作用。研究发现，有风险投资参与的中小企业能够获得

更多的银行贷款规模（含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更低的贷款成本和更宽松的贷款条件（更易于获得

纯信用贷款）；并且，这一改善作用主要存在于通常受信贷约束更严重的中小企业类型，如处于银行业

发展水平较差地区的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中小企业、规模更小的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中小企业。进一步

研究发现，风险投资的参与这一认证信号，能够显著替代财务信息质量在贷款配给中的作用，而对固

定资产等抵押品规模“硬”信息起不到替代作用，且互补作用也不够显著。通过 ＰＳＭ倾向匹配得分
法、同一公司在风险投资首次界入前后的对比分析等方法考虑内生性等问题后，本文结论仍然稳健；

并且，进一步检验发现风险投资的参与能够降低中小企业银行贷款违约，支持本文关于“风险投资的

参与作为一种认证信号能够降低银企间信息不对称，帮助银行识别中小企业贷款风险”的研究逻辑。

本文研究结论具有如下启示：长期以来我国社会资金配置主要依赖以银行为主的信贷系统，而

中小企业在获得银行贷款方面因财务规范性较差、信息搜集成本相对偏高等原因难以得到银行信

贷配给的青睐，存在严重的信贷约束。解决这一问题，治本的办法当然是加快银行业改革，增加银

行业的竞争程度，迫使银行优化信贷识别审批技术，这也是近年来我国正大力推进的银行业市场化

改革。但摆在银行面前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从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中以较低成本识别出资质优良

的企业，而风险投资的参与作为一种认证信号，其对中小企业投资前的谨慎筛选为银行识别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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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资质提供了“搭便车”的机会，能够直接传递公司质量的正向信息，有助于资质好的中小企业在

信贷市场上脱颖而出，提高贷款资源配置效率。基于风险投资对中小企业银行贷款的这一认证效

应，本文的具体应用建议如下：（１）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尤其是处于银行业发展水平欠发达地区、高
新技术类、民营等受到更严重信贷约束的中小企业，应积极引入风险投资，既可以得到直接的股权

资金支持和管理咨询等增值服务，还有助于改善后续贷款环境，显著缓解融资约束。中小企业也应

规范自身财务制度，提高财务信息质量，以便降低银企间信息不对称，提高银行贷款的可获得性，并

降低因信息不对称风险而承担的额外贷款成本。（２）对于银行而言，一是要树立“企业规模小并不
意味着质量差”的观念。面对日趋激烈的银行业竞争，积极开发中小企业客户是商业银行拓展生

存和盈利空间的必然之路，应主动摒弃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规模歧视和产权歧视，积极开发信

贷审核技术，着力消除对中小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以便更好控制贷款风险和提高贷款资源配置效率。

二是要树立“当前财务欠规范并不意味着贷款风险高”的观念。中小企业受发展阶段所限，普遍重发

展而轻管理，因此其财务信息质量差是普遍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小企业发展前景差和贷款风险

高，商业银行不能因此而放弃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客户，而应变通地借助其他“软”信息渠道主动识别

中小企业质量，比如将风险投资参与作为一种认证信号，充分发掘和甄别优质中小企业，以降低贷款

审批的信息搜集成本，识别和控制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风险，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保质保量完成新

时期对民营企业（大多是中小企业）的贷款增量投放任务。（３）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应大力支持风险
投资行业的发展，鼓励银行与风险投资等金融机构联合开发“投贷联动”等创新贷款技术，为风险投资

与中小企业的结合搭建平台，为风险投资与商业银行的合作创造条件，使风险投资在缓解中小企业融

资约束、降低贷款违约风险、优化银行信贷资源配置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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