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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富·特别点击

“零利润”求生中见希望

3月30日，在鹿城捷信小额贷款
公司，记者看到业务员都在忙着与客
户洽谈贷款业务。“试点工作以后，来
咨询贷款的企业主明显增多，看得出
大家的信心正在回归”，一位工作人
员表示。

“温州金融改革试点，让陷入困
境的实体企业经营者绝处逢生”，温
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
说。

从去年开始，实体经济遭遇了
“三高两荒”，即土地成本高、劳动力
成本高、物流成本高以及劳工荒和电
荒，不少温州企业陷入困境。这些问
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今年信用危
机蔓延，加上银行“惜贷”，导致企业
融资更加困难。

周德文介绍，目前，温州中小企
业、民营企业的数量达到了40多万
家，它们中大部分都陷入了困境，只
有少量的规模以上企业日子还过得
去，大量小微企业都在艰难地求生
存。

“这一年来，许多温州的中小企
业几乎是零利润，却还要一直支付贷
款利息”，温州民间资本服务中心董
事长黄伟健说，这种情况下，不少企
业不得不吐血救命、断臂求生。

绝望之时，中央的政策出台，让
温州的中小企业看到了希望，它们希
望通过金融改革试验区的试点，把大
量分散的民间资本集聚起来，真正向
实业经济、中小企业倾斜。

“希望金融改革能够给小微企业
带来利好，让中小企业融资平台更宽
广，这样我们的信心也就更足了”，浙
江沃德阀门有限公司董事长郑英显
对记者说。

金融改革方案若能够落实，中小
企业的愿望将成为现实。

作为温州首批成立的小额贷款
公司，瑞安华峰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
金8亿元，总资产排名全国小贷公司
第一位。即便如此，董事长翁亦峰最
困扰的还是政策对小额贷款公司的
放贷比例有一定的限制，按目前注册
资金8亿元来算，他们的贷款规模只
能达到16亿元，远远不能满足当前中
小企业的贷款需求。

“假设说能够转成村镇银行的
话，我们就能够放大贷款规模，支持
实体经济，比我们当前十多个亿的贷
款规模贡献大多了”，翁亦峰说。

“如果改为村镇银行的话，我们

可以跟国有制银行一样，享受同等的
待遇，经营同等产品，将会获得更大
的发展空间”，永嘉县科信小额贷款
公司董事长戴云仙也表示。

目前，温州市已表态，未来几年，
将成立120家小额贷款公司、几十家
村镇银行，还有其他新型的金融组
织，并积极促进小微企业发行债券、
股权投资。

“利好落到实处，企业主看到了
希望，就会增强他们战胜困难、重做
实业的信心”，周德文认为。

万亿民资找到出口

金融改革试点，政策打开了门，
温州民间资本看到了春天。

“在温州，一方面很多企业需要
资金、资本的支持，另一方面，很多人
有大量的资金在手里，但是投资无
门”，周德文说，这是温州的一个奇特
现象。

周德文介绍，温州对外投资积累
了巨量的财富，除了固定资产投资
1 . 5万亿以外，还有大概8000亿-
10000亿元的流动资金，这些巨大财
富都在老百姓手里。

温州民间资本一直是对外投资，
比如炒煤、炒楼。不过，2009年，随着
山西煤改、房地产调控，大量的民间
资本被政策挤压出来了。挤压出来了
怎么办？股市、期货市场一塌糊涂，资
源型投资不能投，这些资本只能回归
温州，或转移到境外去。

“这两年，温州的资本大量回到
温州，被拿去放高利贷，但是从去年
高利贷也受到打压，民间信用体系损
坏、风险越来越大，高利贷也不敢放
了。”

巨额资金等待出口，恰逢此时，
金融改革试验区获批，这给温州的民
间资本打了一针强心剂。“试点政策
设计了科学的层级，今后，无论大中
小户都有合适的投资渠道”，温州市
金融办主任张震宇表态。

温州民间资本服务中心董事长
黄伟健称，这么多年来，民间借贷一
直背着压力在做，高利贷冒着很大的
风险。如今，民间金融的合法性从国
家层面来定调，将会引导整个民间资
本规范化发展。

周德文说，政策允许了，民间借
贷合法了，过去都是偷偷摸摸的，现
在可以正大光明、昂首挺胸去做了。

试点后，民资可以参与地方金融
机构改革。有本事的可以去筹建村镇
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还有一些有智

慧的，可以去给中小企业发债、组建
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等等；有实力的可
以进行股权投资，收购一些暂时困难
但具有成长性的企业。

“过去，企业发债审批很严格的，
在温州，像正泰这样的大企业发行债
券都很难，更何况是中小企业，试点
以后，中小企业发债的门槛将大幅降
低”，黄伟健认为。

此外，政策还允许境外直投，资
本可以走出国外，到国外去并购企
业、投资矿山、投资金融业，大大拓展
了投资领域。

黄伟健以己为例：当年，他和几
个股东投资“中华之星”游轮，只剩一
个月交割时间，由于是境外投资，审
批要两个月，钱根本过不去，后来只
能从境外直接发起基金，想办法绕开
来。

黄伟健说，“凭借遍布全球的商
人网络，温州一直在对海外投资。政
策出台后，将会引导温州海外投资走
向合法性、规范性”。

细节与胆识，关乎成败

在温州，金融改革成了当前的热
门话题，而几乎所有的学者、企业主、
民间借贷人谈到改革，最后都会提到

“落实”二字。
“方案只提出来十二项任务，很

多内容需要具体细化，这些东西应该
让民间资本牵头来做”，黄伟健认为，
金融改革在温州应该形成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效果，让老百姓都能参与
到里面，这是很重要的。

“温州称作鞋都，只要有想法的
人都可以去做鞋，作辅料、配套，从而
带动了整个温州鞋都的建设，如果还
只是几个骨干企业是带不动的”，黄

伟健以此比喻民间改革需要全民参
与。

改革的任务已经提出，接下来，
温州将会怎么做。采访中，不少企业
家期盼着政府能够尽快出台实施细
则。

伯特利阀门集团董事长黄胜丰
说，“希望政府更快地出台实施细则，
让温州的民间资本更快更早地为中
小企业做好服务”。永嘉县科信小额
贷款公司董事长戴云仙则希望“温州
在年底或下半年之前出台细则”。

记者了解到，温州市正在加紧制
定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具体实施方
案，初步拟定25个项目并将上报省政
府待批，市政府还将建立专门机构、
专项组，将各项目落实到相关部门。

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称，十
二个项目将分步实施，有些项目会缓
一点，像个人境外直接投资。不过，有
些项目已经在做了，如民间借贷登记
服务中心，已经正式挂牌，以及农村
合作银行的股份制改革。

张震宇感慨“有压力，压力来自
时间不多”。张震宇说，“金融改革给
我们的时间，大概就是两到三年，我
们要初步走出一条路子”。

2月29日，温州民间资本管理的
“新生儿”——— 瓯海区信通民间资本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正式试营业。这为
温州市探索“地下”民间资金“阳光
化”新路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3月29日，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
务中心领取营业执照。记者在位于江
滨西路的东明景园看到，中心装修接
近尾声，红绸带即将飘落。届时，这里
将承接与民间借贷有关的信息登记、
信息咨询、信息发布、融资对接等。

不难看出，在温州，金融改革试
点正在紧锣密鼓展开。

“温州的民间资本实力
雄厚，并且民间的借贷活动
非常活跃”，温州山东商会
会长王学杰对记者说，这是
他来到温州十几年从商最
深的感受。

“在温州，谁敢说没有
借过贷，谁又敢说没有借钱
给别人？”作为土生土长的
当地人，温州民间资本服务
中心董事长黄伟健体会深
刻，他告诉记者，温州市民
间资本支持了民营经济的
高速发展，带来了改革开放
辉煌的三十年，如果没有民
间资本，就不可能有温州的
今天。

不过，温州活跃的民间
借贷，在一系列跑路、跳楼、
崩盘事件发生之后，仿佛进
入了“冬眠期”。

“在以前，温州人做生
意如果需要5亿元，没问题，
两三天就可以把钱凑起
来”，王学杰说，在温州，向
朋友借个几百万很容易，甚
至连个借条都不用打。

“现在不行了，一场前
所未有的信用危机已经席
卷整个温州地区，借贷人与
贷款人之间的信任度降到
了低点，现在想借一二十万
元都是一件困难事，即便对
方是朋友或者亲戚”，王学
杰说。

在这次信用危机中，不
少温州人吃了大亏，借贷变
得小心翼翼了。“比如，我身
边的一个温州本地人，他借
给朋友几百万元，月息一
分，这个朋友拿这笔钱放

‘老高’(高利贷)，吃着六分
的月息，后来朋友跑路了，
几百万元也就打了水漂。”

常在河边没有不湿鞋
的，一些实体经营者也被高
利贷拉下了水。温州龙湾区
一家制造企业，一直以自有
资金维持企业正常运转，银
行主动给企业增加授信，这
家企业老板一直没有贷款。
有朋友说“银行授信不用白
不用，把钱借给我，给你三
分月息”，经不住再三的鼓
动和诱惑，这位老板从银行
申请了5000万元的贷款，转
借给朋友放贷，后来朋友出
事跑了，这笔贷款无法偿
还，受到拖累，企业也经营
不下去了。

在一系列事件的催化
下，温州人不信任感倍增，
民间借贷活动陷入了低潮
期。金融改革试验区获批，
让温州人看到了希望。“希
望通过这次试点，温州可以
尽快走出这次信用危机，民
间资本焕发新的活力”，黄
伟健说。

格相关链接

信用危机下

温州民资进“冬眠期”

日前 ，山东省出台了
《关于促进民间融资规范发
展的意见》，强调要切实加
强对民间投融资的合理引
导。积极引导民间资本投向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实体
经济，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
与地方金融业发展，并选择
东营、临沂等地开展引导工
作试点。

《意见》提出进一步开
放民资投资市场，鼓励以股
权、债券方式流入实体；鼓
励民资参与地方金融业，适
当增加小贷公司、村镇银行
数量；同时，在东营、临沂等
地将开展试点，鼓励民资对
交易行为进行登记备案。

我省出台意见

促民资规范化

政策开门 民资开闸
文/片 本报记者 桑海波 温州报道

“三高两荒”的局面下，一场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席卷温州，加之银行“惜贷”，温州众多中小企业经
营陷入了困境，融资难更是雪上加霜。

与此相悖，温州民间资本规模达到了8000亿-10000亿元之巨，从炒煤、炒楼等战场上退下来的资金一
时间找不到出路，进入蛰伏期。

两难之下，温州金融改革试点方案出台，为民间资本打开了政策之门，让身处绝境的中小企业看到
了希望，民间资本找到了新的出口。

政策描绘了蓝图，前景让人充满想象。但是，政策细化与落实，才是关乎改革成败的关键。我们且看，
温州如何在改革途中杀出一条血路。

温州瓯江路一大厦，挂满了各种投资机构的牌子，足见温州民间资本的雄厚实力。

位于瓯江路上的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试点后，将有更多
的新型民间金融组织涌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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