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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贷款路
中小企业融资现状调查

本报记者 赵松刚 韩杰杰

融资难下的生存现状

像许多资金受限的创业者
一样，王清华常常止不住想：

“我要是有钱的话……”
那时，公司不仅是现在的

规模，订单不会来了又走。
然而，这仅是想象。
时间回至 2011 年 7 月，他

开始筹备创办公司。“干个体虽
说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但面
对大订单，一没能力消化，二难
以取得他人信任。”干了一年多
个体后，王清华开始考虑成立
公司。恰巧一位朋友因为经营
不善要注销公司，王清华便跟
一位朋友共同出资接手了过来，
经过更换法人、经营范围，招聘
员工一系列手续，名仕宜居房产
咨询公司成立起来了。

“太难了，比干个体难 10 倍
不止。”成立至今，他料到的、没
料到的困难接连而至。员工培
训、企业运营，国税地税工商残
联公安各种费用，甚至一些人情
世故，都要操心。

让他感到最难的是，没钱。
经过运转，公司很快就迎来

了订单，但是因为员工、设备有
限，订单根本消化不了。“现在手
头有 20 多个订单，但是照现在
的速度，一个月仅能接 5 、6 单，
很多客户等不及都走了。”

为了扩大“生产力”，全部家
当基本都投进公司的王清华走
上了贷款之路。

“兴业、中国、浦发银行，这
几家还跟公司有业务往来，都去
咨询了，没贷到。”理由无非一
个，这个新公司没有足够的固定
资产可以抵押，提供不出财务报
表。

王清华说，现在银行放贷很
严，对公司的注册资金、年营业
收入、成立时间都有要求，有的

还要求公司必须成立两年以上，
但是对于一个新公司来说，这根
本不现实。

像王清华一样为钱忙碌的
创业者并不少。

健康街田园美食餐饮有限
公司今年 5 月开张，在开张前的
3 个月里，负责人李岩女士就先
后跑了 4 家银行去贷款。

今年初，已在军埠口拥有一
家餐饮企业的李岩决定向市区

“进军”。很快，选定了健康街爱
国路一处位置不错的地方，“靠
着火车站、汽车站，应该不愁客
源。”

新店位置敲定，接下来就是
装修。李岩原计划用 40 万解决
这家店的装修、设备采购等花
销。然而，费用逐渐超出预算，

“不算开张后的周转资金在内，
就已经花去了约 60 万。”

如果没有后续资金注入，这
家新店可能刚开张就面临关门
的危机。无奈之下，李岩向银行
贷款。

“银行提出的要求近似苛
刻，三户联保，必须在市区内有
房子作为房产抵押，我的房子不
在市区，就没法贷款。”

“还有，找人联保，还得需要
夫妻双方都要签字，否则也不能
贷款。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也只
能认识其中一个朋友，想找个
双方都认识的，真得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

“我想用在军埠口的产业
作抵押，可是这几家银行根本
不 认 可 ，不 能 作 为 担 保 的 资
产。”

李岩说，银行对中小企业
贷款小心谨慎，严格把关，从银
行的角度来说是要减小风险，
可是在这么严格的要求下，中
小企业贷款就更加难上加难。

后来，多番辗转，7 月份，
最终李岩通过潍坊市工商局的

个私协帮助，找到了另外一家
企业做担保，才把款贷下来。

“在银行评估的时候，不仅是我
的房产证、行车证都要被银行
检查，就连担保的那方，审核得
也非常严格。”李岩说，回顾几
个月来的漫漫贷款路，真是苦
不堪言。

民间资本成“救命稻草”

截至 2010 年底，潍坊个体

工商户发展到 24 . 7 万户、私营

企业 4 . 6 万户。他们中很多人

有着不小的融资需求，但是没

关系、没报表、没账本、没有足

够的抵押物，想从银行贷款，对

中小企业而言无异于“天方夜

谭”。

采访中，一家担保投资公

司的负责人说，当前中小企业

尤其是私营中小企业融资难是

有目共睹的。一般来说，中小企

业的固定资产有限，但同时对

资金的需求量大，在现有的信

贷审批中，中小企业大多因为

抵押物不足而面临融资困境。
而且它们往往由于规模小，发展
时间短，其财务制度不健全，甚
至出现财务做假账、核算混乱等
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偏
爱”财务正规、诚信可靠、市场前
景看好的大企业，也是可以理解
的。

相对于审批程序繁杂严谨
的银行，很多中小企业偏爱于手
续较为简单的民间借贷机构。

记者调查发现，无论街头还
是网络，关于借贷的小广告层出
不穷。“信用贷款，无抵押免担
保，最高 3 0 万”、“无抵押免担
保，当天放款”等宣传标语让人
动心。

“民间借贷能解燃眉之急。”
从事家居生意的刘强同民间借

贷公司打过几次交道。他之所以
选择民间借贷，是因为钱贷下来
得快。他说，走银行，各种程序下
来，最快也得半月拿到钱，他们
这些小企业用钱，一般都是急
用，等银行钱下来，说不准市场
机遇就过去了。而民间借贷机构
一般两三天就能拨下钱来，甚至
当天就能完成交易。“当然借款
速度快的代价就是高利率，基本
比银行高三四倍”。

不过，今年以来，很多人发
现，即使从民间借贷，也不是那
么容易了。记者从一家正规担保
投资公司了解到，今年以来，民
间借贷的门槛都提了很多。“以
前，付了首付的房子就可以做抵
押物，现在公司只接手付全款的
房子做抵押。”该公司人员介绍，
以前信用借款还管用，现在基本
上只办不动产抵押借款。而且公
司对借款方各方面的审核也比
以往严格了很多。手续缺一点，
钱也不往外出。对于借贷的房产
公司，审核更谨慎。“这种变化，
与国家政策及中小企业本身有
关。”

刘强说，在正规民间借贷走
不通的情况下，他有的朋友还曾
借过高利贷，“都是逼的”。他说，

面对要么关门要么借钱最后一

搏的关键时刻，小企业很可能就

会向民间公司借钱，希望能够用

这部分资金渡过企业的困难期。

但是这种“饮鸩止渴”的融资办

法很危险。“如果很快盈利了还

好，能把这部分钱很快还上，可

是，一旦借钱以后企业还是没有

起色，借的钱还不上，越积越多，

最后很可能会倒闭。毕竟高利贷

的月利息能高达 5%-8%。”

“蚂蚁”抱团开始破冰

据经济观察网报道，由工信

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进行的中

小企业调查报告日前发布，调查

显示，超过一半中小企业认为，

融资是企业面临的比较困难或

非常困难的问题。而今年以来，

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中小企业经

营困难的消息不断见诸报端，其

中一个主要原因便是资金链难

以为继。

针对融资难问题，从国家到

地方，政府都不断在探索解决措

施。而在潍坊，从落实小额担保

贷款新政策到组织银企对接会，

从规范融资担保机构到中小企

业区域集优票据试点，融资市场

上开始吹起政策东风。尤其是前

不久，潍坊发行了全国首批、全

省首单区域集优中小企业集合

票据。潍坊 4 家公司联合发行票

据注册金额 1 . 8 亿元。这标志着

潍坊在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方面又有了新的突破。

李岩告诉记者，贷款后，运
转资金问题解决，她的公司已经
进入了正常营业的阶段，资金周
转一切正常，按时还清贷款，似
乎不是什么问题，对未来的发展
也充满了信心。可是贷款的艰
辛，还是给李岩上了生动的一
课，“中小企业的发展，还需要政
府部门站出来，政策也尽量的给
我们倾斜一下。”

潍坊市工商局潍城分局个
私协会会长张伟华称，中小企业
是一股重要力量，在推动经济发
展、促进就业方面意义重大。但
中小企业普遍基础薄弱，规模较
小，融资渠道狭窄，发展的脚步
前进得比大企业明显困难了很
多。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大部分
的中小企业都有一定的发展基
础，它们贷款的原因是要扩大
生产，谋求进一步的发展，并非

“盲目而为”。

从呱呱落地的那一刻起，企业便开始了其周而复始的
“融资”旅程。在这个旅程中，企业藉融资来不断壮大、
扩张，进而转动起一条长长的资金链。

然而，融资的旅程并非一帆风顺。
目前融资难、贷款成本高以及民间借贷风险大，已成

为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一大因素。因为种种原因，潍坊不
少中小企业主一次次陷入从“筹资”到“愁资”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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