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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信任对中小企业非正规融资的影响

融资难一直是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重点与难点。基

于中小企业自身存在的经营风险、财务风险以及信息不

对称导致的融资风险等诸多因素影响，中小企业很难得

到正规金融组织的信贷支持。尤其在金融市场欠发达的

国家和地区，中小企业往往更多地选择非正规融资方式，

且非正规融资的数量规模远大于正规融资。

在非正规融资市场，中小企业非正规融资的难易、融

资成本、数量规模以及风险收益各不相同，而中小企业的

社会信任网络能力和水平是决定其非正规融资的核心因

素。社会关系网络是组织间为了有效实现优质信息转移、

获取互补资源、共享知识等而建立的介于市场交易与组

织层级之间，注入契约、相互信任、授权等形式而建立的

相互紧密联结的嵌入性互动关系（Williamson，1979）。可
以说，连接社会关系网络群体的桥梁就是信任。因此，可

以把信任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结合起来诠释社会信任网

络对中小企业非正规融资的影响。

尽管社会信任网络不属于正式组织范畴，不同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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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融资可得性具有促进作用。

根据表 7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企业主与政府的关
系、集群中小企业信誉度、集群中小企业的合作程度、企

业的信用等级与中小企业集群融资可得性的相关系数依

然呈现正相关的关系，且P值较为显著。模型调整后的R2

为0.422，说明进行变量替代后的模型拟合优度仍然良好，
构建的模型通过了检验而且是稳健的。

六、结论

本次调查数据来源于浙江省绍兴地区的中小企业集

群，研究了社会资本对集群内中小企业信贷可得性的影

响。本文将社会资本界定为亲属网络层、产业网络层以及

社会网络层三个层面，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进一步科

学界定社会资本涵盖范畴将是下一步研究方向。

同时，由于受到综合地理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城市化进程等影响，地域发展差异比较明显。绍兴地区位

于沿海地带，区位优势明显，经济发展良好，城市化进程

快，但是难以代表中西部地区的中小企业集群，这使得所

选的调查对象代表性不足。下一步应扩大样本量，对中西

部地区和东部中小企业集群融资可得性进行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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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组织中的层级关系，也有别于依靠市场建立的标准交

换关系，但是这种基于信任和互动关系的社会网络更有

利于中小企业实现信息交换和资源流动。在这

种信任关系的契约下，能形成较好的社会网络

及行为规范。网络成员间共同遵守同一规则，

或维持契约变更的规则。在网络领域内，诚信

体系发挥着重要的制衡作用，从而使市场行为

得以有效延续。因此，以社会学中的社会关系

网络与社会信任理论为基础，通过对中小企业

社会信任网络影响因子展开实证分析，对于发

挥社会信任网络资源作用，提升中小企业非正

规融资效益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小企业社会信任网络影响因子的实

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本文选取广西壮族自治区内的南宁、崇

左、桂林、百色、贺州、贵港等 6个地级市的 95
家中小企业 2009年至2012年期间的有关社会
信任网络的调查数据。样本企业产业分布包括

电子、机械、冶金、化工、建材、服装以及商贸等

多个行业，有高新技术企业，也有传统的生产

流通服务产业。

由于社会信任网络本质上是互惠共同体，

有着共同的信任和规范机制。因此，本文拟选

取反映企业主社会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网络

异质性、网络强度以及网络规范五大方面共24
个指标，对企业主社会信任网络进行定量分

析。企业主对社会关系人的社会信任程度、社

会规范的评价由低至高，分别用1 ~ 6进行赋值
（赋值表略）。

（二）数据分析

在采用因子分析法对95家样本企业主的社会信任网
络与融资可获得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因子分析之前，需要

判别因子变量间是否存在公共因子。将样本企业的社会

关系网络、社会信任各数据进行KMO测度和Bartlett球体
检验。自变量样本数据的KMO测度值为 0.712>0.7，且
Bartlett球体检验概率 Sig.为 0.000，小于 0.05，说明问卷中
的数据指标间有较强的相关性，样本数据适合进行因子

分析。在方差分解表（表略）中，特征值大于 1且方差贡献
率都大于 5%的因子有 7项，即在 24个指标中萃取 7个因
子，这7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2.872%，这说明 7个
因子能够解释所有原设计自变量的 72.872%的信息，涵盖
了绝大部分的数据信息。由于因子负载的绝对值决定了

因子对所代表的原始指标变量的解释效果，且通常认为

负载绝对值大于0.63时，所选择的因子很好。为了解释因
子，需要对企业的社会信任网络因子负载矩阵进行旋转，

本文选用 0.660作为解释因子的分割点，旋转后的输出结
果见表1。

从旋转后的负载值表（表1）可知，因子 1上有显著载
荷的变量为企业主对密切好友的信任、对亲人信任及是

否给亲友帮助三个项目中，这种信任是来自于“自己人”，

该因子可以命名为强关系。因子2上有显著载荷的变量是
对普通朋友以及生人的信任、社会公益活动等项目，主要

反映企业主的普通信任关系，可以命名为弱关系。因子 3
上有显著载荷的变量是密切亲属的财富状况、与业务往

来企业主关系两个项目，这些关系是企业主资金的主要

来源，可以命名为利益网络。因子 4上有显著载荷的变量
是父亲职业、母亲职业两个项目，显示企业主的关系网络

的核心，是企业主最稳定、长久的关系，可以命名为先赋

资本。因子 5上有显著载荷的变量是与密切亲属关系、与
密切朋友关系两个项目，主要显示企业主对与自己密切

关系的互动频率，可以命名为网络密度。因子 6上有显著
载荷的变量是密切亲属的最高行政级别、密切朋友的最

表 1 旋转后的负载值表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社会信任网络指标

密切亲属数量

密切朋友数量

社会公益活动

加入协会情况

父亲职业

母亲职业

对密切朋友的信任

对普通朋友的信任

对生人的信任

对业务往来企业主的信任

对亲人的信任

密切亲属的最高行政级别

密切朋友的最高行政级别

密切亲属的财富状况

密切朋友的财富状况

银企关系

与密切亲属关系

与密切朋友关系

与业务往来企业主关系

与普通朋友关系

是否得到亲友资金帮助

是否给予亲友资金帮助

债务纠纷常用的解决方法

偿还贷款态度

Component（因子）

1

0.446

0.401

-0.151

0.188

0.049

-0.114

0.862

0.041

0.036

0.491

0.877

0.033

-0.027

-0.017

0.037

-0.299

0.198

0.058

-0.062

0.125

0.572

0.786

-0.173

-0.060

2

0.216

0.337

0.664

-0.057

-0.103

-0.171

0.228

0.854

0.878

0.598

-0.091

-0.006

-0.048

0.139

0.138

-0.125

0.412

-0.051

0.382

-0.186

-0.306

0.047

-0.050

0.272

3

0.242

0.592

-0.059

0.226

0.031

0.123

-0.196

0.200

0.121

0.188

0.054

0.347

-0.095

0.793

0.412

0.312

0.125

-0.150

0.717

0.099

0.088

0.160

-0.352

-0.389

4

-0.057

-0.178

0.334

0.108

0.796

0.848

0.042

-0.226

-0.137

-0.040

-0.027

-0.261

0.235

0.125

0.489

-0.333

0.145

-0.112

0.095

0.219

-0.284

0.086

-0.120

-0.062

5

-0.029

-0.129

0.200

0.404

-0.022

0.095

0.035

0.062

-0.074

-0.196

0.174

-0.170

0.064

-0.093

0.035

0.394

0.725

0.748

0.266

0.600

-0.244

0.340

0.186

-0.115

6

0.143

0.149

0.452

0.120

0.060

0.128

0.014

-0.026

-0.027

-0.164

0.012

0.701

0.857

-0.038

0.603

0.008

-0.076

-0.087

0.126

0.249

0.204

-0.123

-0.325

-0.252

7

0.662

0.185

-0.112

-0.625

-0.252

0.067

-0.084

-0.038

0.127

0.249

0.023

-0.187

-0.030

-0.085

0.058

0.322

-0.091

-0.137

-0.170

0.234

0.158

-0.180

0.656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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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政级别两个项目，主要显示了企业主关系网络内亲

朋好友所拥有的政治地位与权力，因而命名为网顶。因子

7上有显著载荷的变量是密切亲属数量，主要反映企业主
的关系资本的多寡，可以命名为网络规模。

（三）变量选择

为进一步测定社会信任网络对中小企业非正规融资

可获得性的影响，本文建立了回归分析模型。以社会信任

网络为自变量，用符号F表示；因变量为是否获得融资，用
符号Y表示；其中，Y=0表示没有获得融资，Y=1表示获
得融资，该变量为 0/1二分类变量。
在自变量中，自变量F1为强关系的因子得分。一般而

言，强关系能形成高效的资源和信息分享机制，获取各种

融资的能力强。自变量F2为弱关系，反映来自不同网络群

体之间的联系和信息沟通，能够为企业提供异质性的融

资信息和融资机会，能促进企业获取稀有资源和正规融

资，从而减少对非正规融资的需求。自变量F3为利益网络

的因子得分，密切亲属及业务交易是网络中最有价值的

资源，且亲属的财富越雄厚，商业信用程度越高，企业获

得信贷的比例和数量越大，越能满足企业主对各种融资

的需求。自变量F4为先赋资本因子得分，其中父母是企业

主情感及创业最有力的支持。在借贷关系中，父母比兄弟

姐妹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自变量 F5为网络密度的因子

得分，反映企业主与交往对象相互了解和信息对称的程

度。一般而言，与亲朋关系越好，在信任网络中相互的信

息越对称，获取各种社会资源的能力也就越强，从而就会

减少对非正规融资的依赖。自变量F6为网顶的因子得分，

说明企业主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的丰富程度，对企业的

融资可获得性具有积极作用。自变量F7为网络规模的因

子得分，反映企业主的关系资本的多寡，影响到企业主的

关系网络的大小，与网络密度对融资的影响一致。

上述7个变量指数的符号及其对融资可获得性的可
能影响方向如表2所示。
（四）社会信任网络对中小企业非正规融可获得性的

影响

通过 Binary Logistic 模型，分析社会信任网络各因子
对非正规融资可获得性的影响。以社会信任网络作为自

变量，利用 SPSS 工具采用针对二分类变量的Binary Lo⁃
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采用 Backward-Conditional进
行变量筛选，剔除小于规定标准的变量，最终运行结果见

表3、表4。
在最终的回归模型中，剔除不符合规定标准的 F1、

F4、F5、F6、F7变量，将符合标准的、显著的变量保留在模型

中。因此，根据由这些具有显著性的变量所组成的模型在

整体上是显著的（α=0.05）。由此建立的非正规融资可获
得性的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为：

logit=0.933-0.692F2-0.469F3

通过以上模型可知，弱关系、利益网络两个自变量在

5%的水平上是显著的，其系数都为负值，说明弱关系与预
期的假设影响方向一致，而网络利益与预期的假设影响方

向不一致。

（五）结论

1. 弱关系与利益网络两个变量的影响显著，并呈负
向关系。关系是对普通朋友、生人的关系。由于网络成员来

自于不同领域，具有异质性，会带来不同的社会资源，使得

中小企业获取正规融资比例提高，从而减少了对密切亲属

的财富以及对业务交易对象关系的依赖。利益网络与预期

的假设影响的反向关系说明密切亲属普遍不富裕，或者是

亲属间借贷不普遍。此外，在区域内，供应链环节中的企业

间缺乏信任，导致企业间的借贷不普遍，因而非正规融资

可获得性低。

2. 强关系、先赋资本、网络密度、网顶和网络规模等
对非正规融资的影响不显著。一般而言，强关系、先赋资本

变
量

因
变
量

自
变
量

变量名

融资可
获得性

强关系

弱关系

利益网络

先赋资本

网络密度

网顶

网络规模

变量
符号

Y

F1

F2

F3

F4

F5

F6

F7

变量含义

2009～2012年企业是否获得
融资及其经营资金是否主要
来源于融资（是=1，否=0）

反映对最亲近朋友、亲人的
关系等的因子得分

反映对普通朋友、生人的关
系、社会公益活动等的因子
得分

反映密切亲属的最富有财富
状况、与业务往来企业主关
系等的因子得分

反映父亲职业、母亲职业等
的因子得分

反映密切亲属关系、与密切
朋友关系等的因子得分

反映密切朋友的最高行政级
别、密切亲属的最高行政级
别等的因子得分

反映密切亲属数量因子得分

影响
方向

非正规
（+）

非正规
（-）

非正规
（+）

非正规
（+）

非正规
（-）

非正规
（+）

非正规
（-）

表 2 模型中的变量含义及可能影响方向

变量

F2

F3

Model Log
Likelihood

-53.932

-47.439

Change in -2
Log Likelihood

17.598

4.612

df

1

1

Sig. of the
Change

0.000

0.032

表 4 剔除变量后模型的稳定性检验

变量

F2

F3

Constant

B

-0.691

-0.462

0.933

S.E.

0.184

0.233

0.289

Wald

14.067

3.933

10.448

df

1

1

1

Sig.

0.000

0.047

0.001

Exp（B）

0.501

0.630

2.543

表 3 非正规融资可获得性的Binary Logistic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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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网顶对企业的非正规融资可获得性会产生正向影响，

网络密度和网络规模因子对非正规融资可获得性具有负

向影响。而本文通过对样本企业的回归分析得出这五

个变量对非正规融资可获得性的影响不显著。其原因主

要有：

（1）在中国社会里，血缘、亲缘和地缘所形成的传统
信任网络在信息传递、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上，较弱关系

具有优势。但随着企业主逐渐成熟，其阅历及社会交往得

到了持续扩展，企业主的社会网络结构发生变化，传统的

信任关系对非正规融资的影响逐渐减弱。

（2）在企业主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其父母的职务以及
亲朋好友的身份与政治地位、财富状况联结着不同的社

会资源，并决定着企业主社会关系网络资源的整合，其影

响程度取决于财富多少及社会影响力大小。

（3）非正规融资常常发生在特定范围且具有“嵌入”
性。本文选择的样本企业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内的地级市

属中小企业，其非正规融资的范围多限于广西壮族自治

区内。近年来，广西的民间信贷虽然呈现快速发展的势

头，但广西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区域资本市场发展滞

缓，二元金融格局特征凸显，非正规融资在解决中小企业

融资难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低于经济发达地区的水平。

3. 结果的局限性。对中小企业非正规融资可获得性
的影响，不仅取决于社会信任网络方面的因素，还有政

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多方面因素。本文选择负载绝对值

为 0.660 作为解释因子的分割点，负载绝对值低于分割点
的因子都被排除在回归分析模型之外，如紧密型朋友的

数量、密切朋友的财富状况、偿还贷款态度等因子未能作

为主因子对融资可获得性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三、基于社会信任网络的非正规融资的对策与建议

1. 构筑与法律法规体系衔接的社会信任网络。影响
个体经济行为决策的法律和社会信任网络属于典型的正

式和非正式两种制度，两者具有不同的适用环境、合作机

制、经济属性和成本结构秩序，对企业融资行为选择有着

不同的影响模式。我国正处于向规范的市场经济法治秩

序转轨时期，市场经济的正式规则尚没有完全确立，既有

公开化的法律制度规则，又有隐蔽性的社会信任网络的

关系规则，法律与社会信任网络之间的共存和互动存在

于每个经济行为中。在企业融资环节，制度化信任与正规

融资、社会信任网络与非正规融资相对应。因此，在非正

规融资活动中，企业只有遵守法律和社会信任网络规则，

才能实现融资的可获得性。

2. 建构以业缘关系为核心的新型社会信任网络。从
社会信任网络发展特征看，社会信任网络可分为传统社

会信任网络与现代社会信任网络。传统社会信任网络往

往是以血缘、亲缘、地缘关系为核心，是一种“由亲而信”

的信任关系，具有“差序格局”的结构特征，其网络呈现闭

合状态，具有网络同质性高等特点。传统社会信任网络虽

简化了借款程序与手续，增进了企业间的交易与合作，降

低了交易成本，但其作用力仅限于一个乡土社会或熟人

社会。随着企业的业务扩张，企业家的交往范围及活动空

间将得到大幅提升，其关系结构网络也将发生变化。企业

家需要构建一种与企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新型社会信任

网络，这种网络将更多地以业缘关系为核心，网络将呈现

更多异质性、开放性、动态性等特征，更适合于陌生人社

会，并逐步向正规融资靠拢。从更广阔的社会网络中捕捉

商机，嵌入不同的社会信任网络并实现网络资源的整合，

是企业构筑信任网络的目标所在。因此，对于企业主来

说，更应该关注社会网络平台的建设与发展，并通过互动

频率、感情力量、亲密程度、互惠交换等维度来发展社会

网络关系，获取更多的信贷资源，提升融资可获得性的。

3. 优化信任网络结构，提高企业资金可获得性的能
力和水平。一般而言，较高阶层地位和声誉背景的企业主

能够拥有更多的金融和社会资源，实现资源的整合与能

力提升。在依托血缘关系的亲戚朋友之间，依托业缘关系

的上下级和合作伙伴之间，依托地缘的政府管理机构和

社会服务网络之间，各种类型社会关系的互动所形成的

集合才是经营活动的根本特质。随着中小企业的不断发

展，企业主的社会信任网络在网络密度、层次和结构等方

面将得到更大的发展，社会信任网络不断丰富和提升。要

维系企业主在社会信任网络的主体位置，需要企业主扩

大和拓展其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不断调整优化、提升其

社会信任网络结构，并利用自身的社会网络权力，实现社

会信任资源的积聚和扩散，巩固和扩充其影响社会信任

网络的规模和强度，进一步提高企业资金可获得性。

4. 构建非正规融资与正规融资协调发展的社会信任
网络。伴随着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和经营规模的扩大，有

限的个人关系网络资源难以满足企业做大做强的需求，

企业主必将进一步拓宽其融资途径与渠道，获得更有保

障、成本风险更低的正规融资。这就需要中小企业将银行

为代表的金融机构纳入企业主的社会信任网络之中。在

与金融机构的关系互动中，企业主可以选择强联系，即企

业主须根据银行贷款条件，调整自身的审贷信息提供机

制和完善担保品，通过多次借款活动以及与银行等金融

机构的多次博弈，将其纳入自身的社会信任网络体系，最

终实现中小企业非正规融和正规的双向融资，从根本上

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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