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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每月利润刚够还
民间借贷利息
高息贷款救急成一加工企业重负
文/片 本报记者 桑海波 马绍栋

咬牙去借高息贷款
“现在主要是资金的问题，我

已经引进培育成功了最新的虫草
食用菌及其深加工后的虫草酒、
虫草胶囊，正在积极寻找合作伙
伴，可之前的欠款和当下贷款难
的环境实在让人无奈。说心里话，
造成这种困难的局面，的确是天
灾。我一向按时还款，很讲信用。”

王长春说，和信用社合作多年，一
旦来了货款他会及时还上，即使
还不上，年底也保证不欠息。“我觉
得金融机构对贷款的管理还是要
灵活一些，像我这种特殊情况应
该给予扶持，我可以列出还款计
划一步步还清，直接起诉封厂只
会是两败俱伤的结局。”

因为欠款自己上了银行黑
名单，无奈之下，王长春求助于
民间借贷。“月息一般都在4分
到6分之间，最多一次还到了1
毛，超期一天就要罚10%，算了
算我基本每月光还利息了，没有
盈余。因此只能借几个月，顶多
半年就赶紧还上。”

为筹资金，四处寻合作

一位银行信贷员：

给小微企业贷款

承担风险更大
本报记者 桑海波

“小微企业贷款难一直存
在，尤其在经济环境不好、信贷
紧缩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更加凸
显出来了。”杜超是济南一家股
份制商业银行的客户经理，基层
信贷工作多年，他对小微企业贷
款难有着自己的认识。

“无论从银行角度，还是从
个人角度，我们给小微企业放贷
的积极性都不高。”杜超说，对于
银行来说，给大企业放一笔上亿
元的贷款，与给小微企业发放一
笔几十万元的贷款，都需要经过
评估、审核等程序，耗费的人力、
物力成本相差不多，可承担的风
险却大不一样。

杜超说，大企业底子厚、信用
好，尽管贷款额度大，经营风险相

对可控，并且风险从领导到
业务人员共担；而小企
业经营风险大，缺少抵
押物，出现坏死账的几
率大，一旦出了问题，责

任主要落在客户经理身上，
搞不好还会丢掉工作。

“从效益上看，做上10笔小
微贷款的利润，抵不上一笔大企
业贷款，还要承担更大的风险。
这种情况下，谁还愿意主动为小
微企业放贷。”杜超说。

“小微企业贷款的风险更多
在于不了解。”杜超说，一些小微
企业信用建设也有问题，通常是
丈夫当老板、妻子管财务，虚报账
目的情况比比皆是。比如，他曾到
一家申请贷款的小企业做贷前审
查，上报的材料宣称企业一年流
水有600万元，可是实际审查下
来，也不过200多万元。

杜超说，如果按照传统信贷
模式的思维去判别，仅仅分析这
些小企业的报表、纳税证明等材
料，这些客户在银行根本过不了
关。杜超告诉记者，银行在考核
小微企业时，更加关注企业的现
金流水，通过看经营状况、购销
合同以及企业主家庭状况，来判
别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

“我一向按时还款，很讲信
用。”因为还不上贷款被银行起
诉的企业主王长春说，“我觉得
金融机构对贷款的管理还是要
灵活一些，直接起诉封厂只会是
两败俱伤的结局。”

“我们企业小，没有像样的
抵押物，但是我们手头上有订
单，只要来了贷款，我们就能生
产。银行能否提供订单质押业
务？”蹲点时，也有小企业主提出
了这样的诉求。

的确，现金流不稳定、没有抵
押物、抗风险能力低……这些缺
点成为银行为减少小微企业贷
款、控制资金风险的最好的挡箭
牌。但也不要忘记，正是这些迷你
型企业，为创新者提供了最原始
的生存空间，维持了上下游精细
分工的产业链条，最终汇聚成社
会庞大的经济体量。因此，更多地
给予小微企业扶持和引导，才能
让那些执著的小微企业在“经济
寒冬”来临之时成功突围。

金融政策

能否灵活些
本报记者 马绍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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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经济寒流裹挟而来，一些底子薄的小微企业难耐风寒，缺钱成了小企业主们的燃眉之急。有的企业求助民间借贷，被被高额利息压得喘不过气

来；有的企业连续数月不敢接新的订单，让眼看到手的钱白白流走。今天A03、A04版刊发的两家企业都面临钱紧的问题。事实上，融资难已经成为小

微企业一大“软肋”，并制约着小微企业的成长壮大。

300万欠款成了沉重的包袱
11月25日，气温挺低。站在

王长春公司的厂房内却并不觉
寒冷，工人说，这里长年恒温
15℃。大棚内一排排的都是虫草
菌种，两个月后就能收获。记者
注意到，公司的24个种植库房只
启用了很少部分。

与眼前的冷清场景不同，
2003年以前，王长春的食用菌基
地一派红火景象。不但有济南市
的单位、个人前来参观学习，更
有络绎不绝的车辆前来拉货。如

今，工厂的加工车间闲置已久，
里面的生产设备已经开始锈蚀。
打开因时间过长“吱吱”作响的
卷帘门，偌大的仓库里堆满了滞
销的食用菌包装品。

作为著名的“蘑菇大王”，王
长春在政府号召下通过历城区
信用社贷款一口气发展了308个
大棚。从2002年开始，他经过考
察全种上了出口日本的高档真
姬菇。

“真姬菇收获后有一年的

冷冻保质期，2002年11月将货
送到聊城的冷库冷藏，没想到
2003年春发生了非典，日商都
不敢来订货了，超了保质期，真
姬菇只能运回进行水煮处理，
价格大幅降低，一次就赔了300
多万元。”

从那以后，王长春的企业一
蹶不振，信用社开始催要300万元
的贷款，加上利息、滞纳金总计
500多万元。直至今年10月份企业
遭到历城区信用社的起诉。

蹲点企业：

济南某生物技术公司

蹲点记者：

桑海波 马绍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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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靠着高息贷款和朋友的
东挪西借，王长春引进了虫草技
术，市场前景广阔。为此他在极其
艰难的情况下整修了部分厂房，
购置了小型的虫草酒、虫草胶囊
生产、化验设备，并积极寻找合作
伙伴，共同进行虫草的开发。

“像这个就是种植虫草的厂
房，长年恒温15℃，小瓶里装的都
是虫草菌种，大概两个多月就能收
获。”在王长春的种植房里，一排排
的木架上摆满了用塑料纸封住口

的玻璃瓶，在瓶子底部放置了由小
麦、玉米果实粉碎发酵后的肥料，
而经过精心培育后的虫草菌种就
种植在里面。由于资金困难以及市
场刚刚启动，王长春24个种植库房
只启用了很少的一部分。

“目前我正在和北京的一
家营销公司合作，市场正在逐
步打开，可就是缺资金。”王长
春表示，国家对小微企业的金
融政策扶持让他看到了希望。

（应企业要求，企业匿名）

蹲点

感言

坐在空荡荡的办

公室里，望着窗外日

渐破败的厂房和桌上

法院的传票，68岁的

王长春（化名）一筹莫

展。

“这么多年我已

经 是 靠 高 利 息 的 民

间 借 贷 一 路 撑 了 过

来，如果再被信用社

起诉封掉厂子，那真

是 把 我 推 向 绝 境

了。”王长春所说的

工厂，正是自己位于

济 南 市 历 城 区 遥 墙

镇占地 3 0 亩的食用

菌种植加工基地。

11月25日，加工基地的工人在种植房查看菌种。

本报记者马绍栋在企业仓库调查采访。

格延伸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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