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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在我国现有市场中，民营企业是很大的组成部分，占据的比例也是很大的。  

      我国民营中小企业有的是夫妻谐同创业，有的是兄弟联手打拼，有的是家族内人员的结帮

抱团，因而，绝大多数民营中小企业的创始资本是依靠家族融资起步，逐步发展到民间筹集

，很少有得到银行贷款的。企业的扩张，也基本上是依靠自身的积累、并购和充分利用政策

空间形成。民间筹集资金性质实际为不定期、比较灵活。

      民间借贷在我国的民营中小企业创始和创业期间，一直受到他们的欢迎。随着我国民营中

小企业的不断成长和市场环境的变化，由于民间借贷资金存在来源分散、期限较短且不稳定

、成本和利息较高等不利因素，对于发展中的我国民营中小企业来说，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

需求，并且严重限制着他们做强做大的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由于目前我国资本市场还不发

达，民营中小企业融资渠道非常狭窄，除了少量的银行贷款外，可以说大多依靠自身积累和

民间借贷两条渠道。因此，民营中小企业期望得到大量、长期的银行贷款。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8-2024年中国民营银行行业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共十

五章。首先介绍了免疫民营银行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免疫民营银行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

析了免疫民营银行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免疫民营银行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

告对免疫民营银行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免疫民营银行行业发展趋势与投

资预测。您若想对免疫民营银行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免疫民营银行行业，本报告

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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