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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肠”、“灌肠”、“大肠水
疗”……放在10年前，肯定没有人会
想到有一个叫做“洗肠”的行当会
在中国高烧不退。然而，8月3日晚央
视CCTV2《是真的吗》栏目组专题
调查再次告诫国人：这个高消费行
当既无必要也无意义，只不过是商
家精心杜撰包装出来的商业噱头。

到互联网上搜一下就会发现，
早在七八年前就不断有媒体和专
家对这一现象进行揭批。然而，媒
体的揭批和专家们的告诫指责都
没有阻止这朵“奇葩”的盛开。

看看网上网下的各种推广宣
传就知道，不仅各美容院争相推出

“洗肠”排毒养颜服务，一些明星在
综艺节目中也大谈灌肠的好处，再
加上网站团购，多种居家洗肠机开
始走俏，市场上甚至还出现了低至
一元以下的洗肠用具。“洗肠”正成
为一种包治百病的时尚保健行为，
并大有发展成一种“新兴健康产
业”的高烧态势。

毋庸置疑，让众多“洗肠”从业
者失了商德的是那一张张百元大
钞。二三百元一次，的确是个不小
的诱惑。

可以宽容地想，力推“洗肠”的
他们，只是想多赚些钞票。然而，当
商业操作失了道德禁锢，许多时
候，谋财就会与害命联系在一起。
据《楚天都市报》报道，早在2005年9

月，在武昌一家美容店，就有一名
顾客在接受洗肠服务时意外身亡。

尽管，到目前在国内因“洗肠”
谋财害命的血案不多，但现在不多
不代表未来不会增多。尤其当竞争
越来越激烈、利润逐步降低，为降
低成本增加利润，服务会越来越毛
糙，设备会越来越简陋，消毒会越
来越走过场，发生几件大肠穿孔、
大出血，甚至交叉感染的事都不会
是令人意外的结果。

报道显示，如果消毒不彻底，
反复使用的洗肠管子还可在灌肠
的人群中传播病原体。美国曾有36

人灌肠后因器械污染而患上阿米
巴变形虫病，6人死于肠穿孔。

正因此，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规定，灌肠只能用于有医学
指征的情况，除此以外的广告宣传
都属违法，包括未批准任何“常规”
灌肠来促进患者的健康。

当明星代言洗肠，当网上洗肠
风行，当线下美容店竞相促销，执
法监管部门又在哪里？

这似乎已不仅仅是商业道德
层面的东西。如果说，道德是所有
个人和企业行为的底限，那法律则
应是所有个人和企业行为的红线。
但是，没有执法监督的红线，则等
于没有红线。

道德温度其实也是商业温度
的一个镜子。当道德发了高烧，估
计商业温度将不代表商业市场的
正常温度，只能是钱流的热度。比
如，仅就洗肠这个行业来讲，从业
者众多、产品和花样翻新并不说明
洗肠是个好的产业，只能说明资本
逐利的肮脏。如此没有执法机关跟
进把控的市场温度，除了跑偏，还
是跑偏。

钱钱流流向向实实体体经经济济
还还缺缺哪哪一一步步？？

失了商道

“洗肠”成了“洗钱”
本报记者 李岩侠

省政府节能办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进入7月以来，山东
电网用电负荷不断创出历史新
高，预计7月份电网最高统调用
电负荷将达到5300万千瓦，同
比增长4 . 54%。同时，随着稳增
长压力加大，一些地方可能继
续出现路径依赖和投资依赖，
由此导致能耗较高产业能力快
速释放，拉动万元GDP能耗快
速、大幅抬升，节能工作有可能
再次出现“应急”局面。

“2011年以来，我们累计对
2370家企业进行日常节能监控，
下达限期整改的企业就达230
家，行政处罚55家。”该负责人表
示，严峻的节能形势会逼迫政府

不断加大节能查处力度，这反过
来倒逼企业加速开展节能改造，
这样一来就释放出巨大的节能
需求，相关节能产业必然会迎来
一波高速增长期。

据省节能办透露，目前全
省规模以上节能环保企业达
2100多家，今年上半年可实现
产 值 2 0 4 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 6 . 5 % 。而 根 据 我 省 出 台 的
《进一步加快节能环保产业发
展的实施意见》，到2015年全
省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将达
5500亿元，增加值占地区生产
总值的比重为 2 . 6 %，高效节
能 产 品 市 场 占 有 率 提 高 到
30%以上。

多年来，银行资本流向效率低下的国企以及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的现状并未有实质改变，如何把资金逼回实体
经济？如何让钱从投机交易市场里出来，流向急等米下锅的中小企业？

削弱银行融资的大佬地位，筑起资本市场蓄水池；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担保行业从简单收取担保费到深度介入企业
经营提供相关打包服务；政府凭借公信力参与市场，整合多主体市场资源以为企业创造更多优惠。新的金融环境下，诸诸
多融资创新正悄然发生。

大侠论见

公开课

不花一分钱，也能完成节能改造吗？

本报记者 马绍栋

本报记者 马绍栋

（上接B01版）

听起来，这就是像天上掉馅
饼。其实，这就是“合同能源管理”
的魅力，不花一分钱，也能完成节
能改造。

合同能源管理简称EMC，是
上个世纪7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
发展起来的一种基于市场运作的
全新的节能新机制。合同能源管理
不是推销产品或技术，而是推销一
种减少能源成本的财务管理方法。

其经营机制是一种节能投资服务
管理；客户见到节能效益后，EPC
公司才与客户一起共同分享节能
成果，取得双赢的效果。

山东省是全国第一批进行合同
能源管理的省份。目前，全省已有63
个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享受到国家及
省一级财政补贴，总额超过4000万
元，通过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全省每
年实现节能131万吨标准煤。

2 0 0 3年，济宁市造纸企业山
东华金集团有限公司与节能服务
公司山东融世华租赁公司签订合

同能源管理合作协议，后者共投资
1 5 0 0万元，承担了华金集团热力
改造项目的设计，以及锅炉、汽轮
发电机组的采购和安装。融世华与
华金集团约定了目标节能量，由此
产生的节能降耗效益分享期为2
年，分享比例为融世华公司80%，
华金集团20%。

在效益分享期内，融世华的节
能方案共创造经济效益4075 . 54万
元。华金集团不仅满足了生产用热
需要，而且生产用电基本实现自给
自足，大大降低电费支出。

中小企业>>>

到哪里找钱去？
“我现在手头上有个很好的项

目，就是找不到感兴趣的资金，哪
里有融资渠道？”聊城一家机械公
司技术部负责人姜浩在电话中焦
急地说。

姜浩所在公司正准备更新设
备以替换原来产品，但银行认为这
个行业现在产能过剩，不愿给放
款。“找了四五家银行，对方都说不
感兴趣，其实也就需要400多万，但
就是跑不下来。”

姜浩的此次来电，正是看到本
报7月31日B1版《资金大佬下一个
捧谁》中有关产业基金抢滩山东的
报道，希望能从产业基金公司那里
找到钱。

其实，像姜浩这种致电本报谋
求资金支持的项目很多。记者发
现，从传统的机械制造、运输物流、
生物化肥到奶粉食品，再到热门的
新能源、节能环保产业，这些项目
负责人一再强调自己的项目已经
获得各种专利，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前景非常好。可记者深入了解
也发现，很多项目现在仅仅是一纸
商业计划书，具体实施的人才、设
备、场地、市场等都还无从谈起。

“这说明实体经济对资金需求
仍非常饥渴，另一方面也表明企业
自身对融资渠道缺乏认识，找钱的
过程非常盲目。”我省证券领域一
位资深人士告诉记者，中国当下融
资体系中，银行仍占据绝对优势。
在银行账目中，公司业务占50% -
6 0% ，对存贷差的依赖阻碍了银
行创新发展，让他们没有动力大规
模支持实体经济。“一些股份制银
行一个季度坏账可能高达十几个
亿，但高昂的存贷差给它们带来丰
厚利润，完全可以抹平这些呆坏
账，这就刺激它们越发粗放式管
理，追求更大的客户，中小企业被
边缘化。”

该人士表示，要改变银行贷款
的主流融资地位，就必须开辟多样
化的企业融资渠道。“可以更多使
用资本市场手段，视企业规模大
小、抗风险能力强弱开展股权质押
融资、发债、发行可转债、发行权
证，像一些小企业可以拥有权证按
折扣买股票或是产品，资本市场环
境可以很灵活，现在已经真正进入
一个创新阶段。”该人士表示，企业
进入资本市场是必需的，资本市场
像蓄水池一样，对化解经济危机等
有很大作用，因为风险是由大众、
所有投资者承担。

济南市担保行业协会秘书
长、山东天元担保公司董事长李
贻良告诉记者，一些中小企业为
寻求银行贷款，最常用的是互保
联保，但目前看这一方式问题不
少。

“互联互保很大程度上都是
靠人情关系，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南方一些省份陆续出现问题，基
本都是连锁反应，很多企业都被
牵连进去。”李贻良说。

正是认识到这个风险，越来
越多的企业更愿意找专业担保
公司来担保，同时专业担保公司
也在转型。

“专业担保费一般在担保额

的2%-3%之间，已经比较低了，
此外我们还会为企业提供财务、
资产、管理、发展战略等多方面
的服务。”李贻良说，担保公司承
保的客户资源非常丰富，这样一
来就可以发挥中介作用，将优质
企业的管理理念、市场战略、发
展思路与其他企业共享，这么多
打包服务做下来，中小企业对我
们就非常认可了。

在融资方面，担保行业也在
大力创新。李贻良说，以中小企
业集合信托为例，担保公司会联
合银行、再担保公司为3-5家同
行业的中小企业发行信托产品，
一般来说期限在2-3年，这就保

障了企业长期融资需求，规模一
般在1亿—2亿，风险可控。“综合
测算下来，融资成本9%左右，比
单独一家企业去银行借贷，给你
上浮30%、40%已经好多了。”

在风险控制方面，李贻良表
示，担保行业的团队专业性不容
小觑。“内脑”方面，风控团队由
知识结构甚至性格取向都融合
的各类人才组成，不但有专业背
景，还需有实体经济方面经验；

“外脑”广泛来自于各行业专家，
高校等科研机构的专家教授必
不可少，更重要的是在实体企业
里做过管理、营销、财会的人员，
他们的建议更具实用性。

担保公司转型>>>

不光提供担保，还提供“打包”服务

“要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
不能光靠发文件，政府要利用自
己的公信力整合各方资源投向
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上述金
融资深人士表示，每年政府各个
系统都有专项扶持资金，但好多
补贴资金就是最简单的方式直
接发出去了，这不但容易造成权
力寻租，而且直接发放形式降低
了资金使用效率。

记者了解到，南方一些地市
成立了政府参与的专项基金，通
过整合多方市场主体放大资金

的使用杠杆。诸如此类多主体参
与的模式我省也在探索。由建设
银行推出的小微企业“助保贷”
业务已经在济南及周边地区的
县市开展。

“简而言之，就是政府、银
行、企业三方共同出资搭建资金
平台，然后各自发挥自身优势支
持实体经济发展。”建设银行山
东省分行营业部小企业经营中
心总经理刘为涛介绍说，由政府
的风险补偿资金、企业缴纳的助
保金共同组成“助保金池”为企

业贷款增信，银行向企业提供贷
款支持，三方共享信息资源，协
同控制风险。“这样一来政府很
少的资金就能发挥杠杆效应。有
了政府代偿，银行也愿意给出更
优惠的利率。”

“这一模式整合了政府、银
行两家资源，作为担保公司由于
信用有保障，也可适当降低担保
费率。”李贻良表示，对参加助保
贷的企业，担保公司费率在平常
基础上还可再降低20% -30% ，
这无疑又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

政府新角色>>>

借用公信力，参与多主体撬动资金杠杆

在当下融资环境中，被银行“边缘化”的中小企业患上“资金饥渴症”。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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