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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信息有的还停留在
区县招商网站建设良莠不齐，所留招商电话多打不通
见习记者 宋立山 本报记者 董从哲 实习生 陈立新

6年前
中小企业负责人遭遇融资难：

银行贷款拖了十个月

高额借款多还360万利息

本报2月28日讯 (记者
孟敏 实习生 刘华东
杨亚平) “中小企业从

银 行 贷 款 ，一 个 字 — ——
难！”说起贷款难的事，省
城一中小企业的负责人表
示，融资难的问题，困扰着
众多实体企业的发展。

“2010年我从银行贷到
了2000万元，感到很幸运。”
省城一家中小企业的负责
人刘鹏(化名)表示，当时的
这笔贷款至2 0 1 1年2月到

期。由于他所处的行业不
是十分景气，他筹集还款
时只筹集到了1200万元，还
差800万元。

当时，银行一方表示，
只要刘鹏能顺利还款，同
时申请新的贷款额度，一
个月之内便能贷下来。

为了维持良好的银行
信誉，以便今后贷款时能
顺利贷到，刘鹏决定从投
融资公司高额借款先还银
行。“别看只借了800万元，

一个月的利息却要 4 0万
元。”刘鹏说，仔细权衡之
后，还是咬牙借了，并对这
家投融资公司表示，一个
月之后归还。

可让刘鹏意外的是，
银行的贷款从一个月拖到
了十个月。刘鹏说，中小企
业从银行贷款，会遭遇效
率低、审核严，这事儿他早
有所耳闻，不过没想到竟
然如此之难。

“我和银行、投融资公

司多次沟通，利息还是从
40万元变成了400万元。”刘
鹏眼看着利息急剧上涨，
只能接受。

如今，刘鹏很盼望济
南市能尽快督促区域内
各商业银行、担保机构切
实落实国家扶持中小微
企业发展的信贷政策，增
加信贷额度、落实财税优
惠政策，拓宽企业融资渠
道，务实性地帮助企业成
长。

想引金凤凰，得有梧桐树

今年两会期间，如何发
展济南的县域经济，做大做
强济南市发展的“短板区
县”成为有识之士的热门提
案或建议。这也是济南市民
的民生期盼之一，尤其是对
那些生活在这些“欠发达区
县”的市民们而言，求发展
促进步的愿望尤为迫切。

不仅是这些市民，我
认为最想取得经济突破的
就是这些区县的党委和政
府一把手了。“发展慢了就
是退步”，很多区县积极招
商引资、兴业“选资”。

然而要想引来金凤
凰，自家有没有引凤的梧
桐树才是根本，这棵能引
来金凤凰的梧桐树就是优

化的投资环境。
不少落后区县表示，

“将一如既往地把改善投
资环境作为加快经济发展
的重中之重来抓，让投资
者真真切切感受到环境的
优化，让他们安下心来。”
这真是说到了点子上。

有投资愿望的企业家
被各区县奉为上宾，但资本
的意志强过一切，最后决定
他能不能把钱放到你辖区
的，不是你招待得多么好，
而是他能否在这里顺利赚
到钱，否则人家就是来捐款
的了。而招商政策基本一
样，地域位置也差不多，所
以，你的投资环境才是最重
要的。

优化的投资环境实际
上就是一种为企业真心服
务的理念，这种理念贯穿
始终，而不是短视的。引进
来了，还要让人家留得住，

“安得了心”，才会引来更
多凤凰。这不仅仅是招商
局的事，考验的更是政府
部门的整体环境。我就接
触过一个现实的案例，省
内某大型商业集团要在济
南北部城区建设一个大型
超市，这也是该区的招商
引资项目。可是开业不久，
他们就接到了该区物价局
的巨额罚单，理由是该大
超市的某种商品未在本区
以原价格销售(在其他区的
超市有售)，就以促销价格

的名义标注了。该大超市
认为处罚太重，向媒体反
映了这一问题，可是物价
局变本加厉，“你们竟敢
向媒体投诉我们！”副局
长带队亲自上门收人家
罚款。这种事情，对一个
刚刚注资金进来的大超
市来说，无异于“关门打
狗”式的招商引资，影响何
其恶劣。

一家企业进来，要和
工商、税务等几乎所有部
门打交道，哪个部门疏忽
了，就可能在商人圈子里
为整个区的投资环境抹
黑。因此，投资环境优化，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本报记者 董从哲

27日，在济南市两
会上，市委副书记、代
市长杨鲁豫指出，未来
济南的招商工作要从
依靠政策招商转到依
靠优化环境、提高服务
质量招商的方向上来。

俗话说，“栽下梧
桐树，引来金凤凰”。
济南的招商环境究竟
怎么样？在两会期间，
围绕着招商引资、配
套建设、道路交通，并
结合着代表委
员 的 感 受 ，
记者进行了
调查。

招商局无法通过114查询，而济
阳县招商局在114的存档是济
北开发区招商局，查询过程也
是一波三折。记者尝试拨打天
桥区和槐荫区在政府网页上留
下的招商项目联系电话，都没
有接通。

不过，拨通联系电话的相
关区县招商部门工作人员态度

均较为热情。“请问您想做哪方
面的投资？我们辖区有农业、工
业、旅游、地产等多个类别，不
同行业的优惠政策也有所不
同。”工作人员多会详细询问投
资者的投资意向，并表示“如果
需要资料，我们可以给您发过
去，可供参考。”

投资招商该找谁

找来找去让人晕

“没有招商局，投资找谁联
系？”记者上网搜索历下区招商
局，来自工业地产网上的联系
电话是空号，随后求助114查询
到的号码，拨打之后却是审批
服务中心。该中心的工作人员
说，招商局已经不存在了，并告
诉记者一个新号码。拨打该电
话，对方说是商务局，“商务局
只负责境外投资，境内投资得
找经信局招商科。”

记者随后致电经信局招商
科，招商科的工作人员说，招商
局确实已经撤销了，招商科是
分出来的一个小部门，只负责
地产开发和投资者入住，招商
引资的范围很有限。“现在招商
科一共只有俩人，招商的项目
也比较少，金融投资要找财政
局，服务业投资要找发改委，他
们那边项目更多，有时会组织
一些招商引资的推介会。”这名
工作人员说。

如果一名外地投资客想要了解济南，最为直接简

便的渠道可能就是打开电脑，登录招商网站。然而，记

者调查发现，对于这一自我推介平台的建设，恰恰是被

一些政府部门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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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区县招商局

根本就没有网站

在百度搜索框里键入
“天桥区招商局”，第一条搜
索结果打开之后，并不是招
商局的官方网站，而是来自
工业地产网的一条有关天桥
投资环境的简介，联系方式
只有一个固定电话。包括地
理位置、人口数量、交通区
位、产业分布等概况，简介一
共只有748字，没有关于天桥
区招商引资项目的任何信
息。另外的搜索结果也不是
招商局网站，难以让外地人
从网上了解招商引资工作。

“招商局没有独立的网
站，但是在区政府的网站上
有一个专门的招商引资板
块。”天桥区招商局的一名工
作人员说，招商引资板块会
挂出具体的招商项目和投资
政策。记者调查发现，市中
区、槐荫区等都属于此类情
况，没有独立的官方网站，网
上搜索弹出的结果为工业地

产网的一页简介，而且联系
电话多无法接通。

与此相反的是，历城区、
商河县、长清区等辖区的招
商局都有独立的招商网站，
便于搜索和查询。历城区招
商网内容分为多个板块，包
括联系方式、新闻动态、投资
环境、项目资源、片区建设、
街镇招商、投资指南、企业之
窗等，信息容量大且内容翔
实。项目资源板块列出了可
供投资的具体项目、投资规
模、开发方式等；投资指南主
要是一些政策性信息，大到
辖区最近几年产业结构调整
的方向，小到13条具体的税
收优惠措施；联系方式也比
较明确，固定电话、传真、电
子邮箱一应俱全。

不是没有新项目

只是网站不更新

记者发现，部分区县的
政府网站也存在信息更新过
慢、联系方式不明确等问题。
看似华丽的招商网站成为摆

设，清一色的陈旧信息无法
让投资者准确把握。

登录长清区招商网，网
站板块也是分门别类，看上
去非常清晰，但是打开招商
项目板块，发现最新项目还
停留在2006年，一些投资指
南也远没有历城区招商网具
体翔实。“网站由区政府信息

中心统一管理，不是没有新
项目，只是没有在网站上更
新而已。”长清区招商局的一
名工作人员说。

不仅如此，记者调查发
现，济南市各个区县招商部
门的联系电话公布方式各不
相同，找起来有时要费点周
折。其中，历城区、长清区、商

河县的招商局都在招商网站
上挂出联系电话，但号码错
误。其他县区政府网站上基
本只有政府办公电话或网站
维护电话，招商局或招商引
资办公室的电话需要先拨打
办公室电话询问。此外，部分
招商部门甚至未在114号码
查询中留下记录，如章丘市

历城招商局主办的历城投资网内容较为翔实。
格

老
董
直
言


	C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