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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有互助资金救急，就不用借高利贷了

小微企业越冬抱团取暖
“愿以股份换现金”

为了自救，一些小微企业
想方设法筹措资金。“即便企业
再 缺 钱 ，也 不 能 去 借 高 利 贷
了。”济南一家生物科技公司老
板王长春就说，月息超过10%，
企业利润还不够还利息的，再
去借高利贷无异于饮鸩止渴。

“为了渡过难关，我们希望
寻求合作，愿意以股份换取现
金”，淄博一家公司的副总房先
生说。由于资金不足、用工短缺，
这家企业的生产线只开工一半，
有了大订单也不敢接。

“互助资金”集体御寒

面对不利的经济形势，单靠
一己之力难以御寒。青岛、德州
等地一些小微企业抱团取暖，或

者在政府部门的牵头下，或者以
商会、行业协会、市场等为纽带，
企业之间互联互保。

近日，170万元的银行贷款
到期后，青岛达利有限公司因原
料占款一时无法筹措到那么多
的资金。不过，企业并没有寻找
高昂的民间借贷，而是寻求“互
助资金”帮助，解决了资金缺口。
据了解，“互助资金”在企业中
自发形成，用于企业间相互周
济和帮助。这种“互助资金”形
式 被 青 岛 市 众 多 中 小 企 业 采
用，借款利率低，属相互帮助性
质，但仅局限于关系密切企业
间运行。在德州，互联互保则为
企业从银行获得了信贷资金。
德州市武城县民营经济局副局
长周恩利介绍，一般是4-5家规
模差不多的企业，大家彼此熟
悉，在协商自愿的基础上联合在
一起，共同申请银行授信。

在多重不利因素压力下，一
些中小微企业也在转换经营方
向，寻觅降低成本的方法。

“今年以来工人工资上涨
了一半以上，用工成本增加给
企业带来了很大的负担。”济
南一家环保公司负责人说，他
们正采取外包的方式，移出一
些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不高的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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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创新“借鸡生蛋”

看着崭新的包装好的一盒
盒疫苗被装入前来提货的卡车
上，何福庆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作为2005年刚成立的专业
从事畜禽生物制品开发的公司，
沃华面临这一行业诸多同行的
激烈竞争，产品同质化严重、简

单易复制、价格“血拼”，这些都
让沃华迫切需要创新产品来扭
转颓势。

这个名为“猪细小病毒类脂
灭活疫苗产业技术开发”的项目
主要开发猪用绿色环保型新疫
苗，只要运作成功，公司就能获
得一线生机。可在当前银根紧缩
环境下，购置设备、拓展车间所
需大量资金却让何福庆无比苦
恼。

幸运的是，由于该项目创新
性强，很快被列入国家中小企业
发展专项，去年8月份170万元专
项资金补助到位，这让何福庆的
项目迅速实现了突破。

数字更具有说服力。2010年
我省580家担保机构为5 . 2万户
中小企业贷款担保780亿元，占
全部中小企业新增贷款的30%，
累计为16 . 8万户中小企业担保
贷款2640亿元。

让减税利好落到实处
本报记者 崔滨

“最近去调研，原来
民营经济最活跃的浙江
地区，我看到60%的中小
企 业 都 面 临 倒 闭 的 危
险。”商务部研究院外资
研究部主任马宇认为，要
帮扶中小企业，首先要结
束对该群体的歧视。

“现在，中小企业
不管是经营状况，还是
融资方面，都处于最不
利的地位。实际上不管
是 境 外 上 市 、境 内 上
市，还是PE，对于中小
企 业 都 不 是 那 么 容 易
的。为什么中小企业被
逼着借高利贷，明知道

那是毒药，饮鸩止渴，
没有办法。”马宇认为，

“造成中小企业资金困
难的，一个是金融体制
不开放，没有办法让资
本流动起来。另外就是
对于国企、央企和中小
企业来讲，确实是有身
份歧视的问题。”

马宇认为，在执法
操作中，很多中小企业
都会遭遇选择性执法。

“有些企业是挂牌的，说
法院不能查的，不能去
明星企业、不能去外资
企业，他找谁？只能找中
小民营企业。”

“这几年国家一直
在加强减税的力度，但
很多中小企业跟我反
映，税负实际上并没有
降低。”谈到中小企业
的经营困境时，北京大
学副校长刘伟教授把
矛头直指税收。“ 2 0 0 8

年，国家加强了出口退
税力度，现在增值税、
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
都在合并或者上调起
征点，结构性的减税的
确降低了中小企业的
负担。”刘伟认为，“但
我们找一些企业聊，发
现他们感觉实际上税

负并没有下降。因为在
征缴时，很多部门并没
有按照税种、税率、税
制严格执行，尤其对中
小企业，大多采取包税
制等半透明的征收办
法，实际上并没有让中
小企业享受到减税带
来的好处。”

刘伟指出，要想真
正减轻中小企业的税
负，需要建设“公共财
政”体制。对于未来的
税收和财政支持，不论
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
业都应该是平等一致
的。

“我到江浙、广东特别
是浙江的一些小微企业去
看过，确实生存很困难。想
让小微企业活下去，一个
是降费，一个是提税收起
征点。”周天勇表示了他对
于眼下中小企业生存困境
的看法。“今年我到浙江和
江苏两个地方比较过，制
造业确实是很困难，温州和
台州的制造业更困难。后来
我比较了一下，江苏的制造
业为什么还能继续生存？原
因是很多的制造业是外向
的，这能够减少相当一部分
增值税。”周天勇认为，减税
是扶持中小企业的首要任

务。
在对这些减税政策表

示欢迎之外，周天勇还对
税外的收费问题格外关
注。“我曾经计算过，2009

年整个税外收费两万一
千九百多亿，占到当年整
个6万亿税收的1/3，有时
候财政收费是没有约束
的，收费是乱收费，每个
部门都可以收费。”周天
勇告诉记者：“还有银行。
银行在贷款以及其他金融
支持上的不合理收费，使
得很多小微企业的财务成
本大大提高，逼得他们在
民间市场寻找融资。”

商务部研究院外资研
究部主任 马宇

以公共财政平等

对待中小企业
减税之外

还要大力降费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
略研究所副所长 周天勇

“世上本没有救世
主，小微企业脱困必须自
我救赎，物竞天择适者生
存，这是商业丛林的经济
法则，小微企业也不能例
外”。在一些专家眼里，小
微企业脱困不能仅靠外
力，企业自身的努力才是
最现实和最重要的。

小微企业越冬，政府该做些什么？小微企业的春天还有多远？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
国内的几位知名专家，请他们为小微企业目前的困境把脉。【 】

专家

把脉

应 对 篇

应结束

对小企业的歧视

北京大学副校长、教授
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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