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42011年12月18日 星期日
编辑：孟秀玲 美编：许雁爽 组版：秦川

重点

半年了

一个大单没接
“现在省内市场的毛利率已经

降到了20%左右，我们做一个工程
项目一般要3年左右的时间，其间
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基建，很
多都要自己先垫资开发，账款收不
上来，新单就不敢接。”从去年下半
年开始，石玉国变得尤其忙碌，一
方面要催促客户缴纳尾款，补充流
动资金；一方面出于经营资金链风
险的考虑，对新来的项目严加审核
评估：客户是否能按时打款，资金
回收周期多长，这些都成了必须严

格控制的“硬杠杠”。
新订单持续萎缩，项目的应收

账款增多，可作为提供一条龙服务
的公司，科麟环保几乎在每个环节
都需要一批工人去完成。总经理石
玉国也无时无刻不在既为找到合
适的工人又能有效控制人工成本
而绞尽脑汁。石玉国表示，从去年
开始，企业的用工成本明显增加，
粗略算起来，工人的工资已经累计
上浮了65%以上，一些特殊岗位甚
至上涨了90%。即便如此，在招工

的时候工人还提出要先付一部分
工资才能签合同。

记者随后在厂区周围的几个
小区进行了走访。“现在包食宿都
是最基本的，合同中必须写上工资
每年增长多少，还必须明确加班费
多少、不发的话有什么制约办法。”
25岁的齐兵已经打工两年，虽然
略显破烂的外套和蓬乱的头发让
他看起来像个中年人，但开口说话
的语气却仍然无法掩饰其刚毕业
没多久的孩子气。

工人提出先付工资后签合同

“从去年开始我们经营
的压力开始显现出来，1-5
月份才接了5000多万的工
程，从5月份往后几乎一个
上规模的单子都没接过。市
场整体环境差、单子少是一
方面，最关键的是流动资金
欠缺的压力，如果盲目接了
大的工程，流动资金又周转
不上来，企业面临的风险可
想而知。”公司总经理石玉国
忧心忡忡地对记者说。

记者来蹲点的前一天，
石玉国刚参加了济南市举办
的一个中小企业融资对接
会，他最想从会上寻找到资
金支持，可惜并没有收获。

11月30日，办公室里，
裹着厚厚的棉衣，石玉国
讲起了创业经历。6年前，
作为退伍军人的石玉国和
几个战友开始了创业，从
替别人维修、保养水处理
设备和卖机器零部件做
起，一步步积累资源。彼时
的水处理市场才刚刚起
步，他们的业务迅速扩大。

然而，从2009年开始，
随着行业竞争的加剧，山
东的水处理市场慢慢开始
饱和，行业利润率也越压
越低，加上宏观货币政策
开始收紧，科麟环保的资
金链也开始紧绷。

这头工程压款数月，那头工人要涨工资

担心没钱周转
企业不敢接大单
本报记者 桑海波 马绍栋

“业务非常多，基本
天天都有客户来咨询。”
济南汇鑫小额贷款股份有
限公司高级业务经理王冠
说。

尽管汇鑫今年 4月份
才刚刚成立，可中小企业
一浪高过一浪的贷款需求
依然让王冠始料不及。王
冠表示，小微企业没有抵
押、担保的话，想从小额
贷款公司贷到款仍然十分
困难。

王冠透露，目前信贷紧
缩但中小企业融资需求高
企，小额贷款公司的钱几乎
全部都放了出去，即使有收
回来的余钱也马上会被下
一家企业贷走。

格延伸访问

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
查的 3 . 8 万家小型微型工
业企业经营状况显示，仅
有 15 . 5%的小型微型企业
能够获得银行贷款。一些
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特别
是小型微型企业融资难问
题突出。1～8月份，小型微
型企业利息支出同比增长
36 . 1%，增幅比同期规模以
上工业高出3 . 7个百分点。

据《信息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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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点企业：山东科麟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

蹲点记者：桑海波

马绍栋 郭建政

本报济南12月17日讯（记
者 桑海波 马绍栋）不同的
企业，同样的困境，引起了更
多的共鸣。17日，本报推出《小
微企业蹲点报告》后，省内多
地的小微企业负责人纷纷来
电，或诉说烦恼，或寻求帮助，
或建言献策。

“油钱涨、业务降、门难
进 ，物 流 企 业 的 确 不 好 干
啊！”读完了报纸，17日一早，
济南一家物流企业的负责人
朱先生打来电话。朱先生对
当日报道中反映的物流企业
困境深有感触，他说：“我每
天睁开眼，脑海里尽是人员
工资、水电费、房租，这种压
力无处倾诉。”

“小微企业提供了就业
岗位，为社会创造了财富，理
应得到社会的尊重和关怀，
可是现实中，一些小微企业
在贷款、政策上却得不到平
等对待，这很不公平，也会让
小微企业经营者们感到心
寒。”济南的杜先生为小微企
业鸣不平。

“最近从国家到地方出台
了不少针对小微企业的扶持
政策，可是再好的政策关键是
得落到实处，不能只说不做。”
17日下午，临沂市的小企业主
张先生来电说。

记者统计，一天下来，本
报热线共接到了十几家企业
负责人的来电，既有人反映行
业的困境，也有人反映融资难
题，还有不少人希望通过媒体
报道获得帮助。

接下来，本报《小微企业
蹲点报告》相关报道还将陆
续推出，在此也欢迎企业经
营者、服务小微企业的群体
以及广大热心市民拨打本报
热线，聊聊小微企业如何过
冬的话题。

热线电话：96706 电子
邮箱：qlwbmxl@sina.com

有人诉苦恼，有人寻帮助

小微企业

蹲点报告引共鸣

在济南槐荫区西沙工业园，一家家大小不一的企业比邻而立，山东科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于一条

小路的尽头，这是一家小企业，没有气派的办公楼，厂房规模也不大。虽然看上去不起眼，但它在水处理

行业却有一定名气。

面对越来越严峻的招工形势，
涨工资仍是他必须做出的选择。但
是资金从何而来？因为资金短缺，石
玉国曾求助银行贷款，可紧缩大环
境下银行的大门似乎特别难进。“交
行、建行等都去过。“有的说‘先准备
材料吧’，然后就没下文了；有的直
接说‘现在不行’。”

石玉国只好寻求其它控制用
工成本的方法。“像一些附加值
低、技术含量不高的项目我们全
部都外包了出去，而像设备的安
装以及土建等工作，我们都在当
地招一些临时短工来解决。”石
玉国介绍，他也正在收缩公司的
业务步伐，并逐渐把市场转移到
陕西、新疆等新兴空白市场。“现

在新项目要层层把关，超出资金
承受能力的单子坚决不接，宁愿

发展比别人慢一步，也不能被资
金压力拖死。”

屡吃银行闭门羹，无奈收缩战线

石玉国给记者介绍新生产出来的水处理设备。

本报记者在车间探访企业生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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