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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姜宁

降息了，还是不敢放款

二十年银行工作经历，让陈卫东已
经习惯了降息这类政策调整。

11月21日，就在央行宣布降息的当
天晚上，陈卫东还和青岛银行的同事们
探讨着降息后带来的种种影响。

果然，第二天一大早，就有不少咨询
贷款业务的电话打来。这其中，大部分是
贷款额度在100万以下的小微企业。这些
小微企业不少是做贸易和加工的。陈卫
东不厌其烦地给客户解答每一个问题，
不过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谈妥一
笔贷款业务，甚至没有达成任何放贷意
向。

其实，作为主管贷款业务的青岛银
行即墨支行副行长，老陈手中的权力很
大，往往他的一支笔，就能掌握上百万贷
款发放。但是此时此刻，相比于放贷款，
他更关心的还是手下员工何时才能做出
上浮存款利率的展牌。陈卫东很明白，经
济大环境“病了”，绝不仅仅是可以通过
降息就能“医好”。

但是老陈还是有些失算，作为主要
竞争对手的青岛农商银行，已早一步做
出了上浮利率的宣传海报，其阵势比青
岛银行要排场得多。

据陈卫东透露，2012年度和2013年
度，青岛银行即墨支行的贷款发放量每
年都会同比递增50%左右。但是今年，放
贷量基本和上一年度没有变化。因为经
济不是很景气，在即墨，往年80%都还赚
钱的中小企业今年都不赚钱了。这样一
来，在放贷时，一向看重企业盈利情况的
商业银行就思量颇多。

另一个让银行界人士担惊受怕的数
字是，今年山东省银行坏账率有些高，很
多银行已经把降低坏账率、防范金融风
险当作第一要务，一些支行行长甚至签
下了“军令状”。

“本来坏账就高，而且很多银行的存
贷比都已达到了考核临界点，所以银行
放贷就显得捉襟见肘，这些问题并不是
一个贷款降息政策就能解决的。”陈卫东
说。

一周前，青岛市本地一家财富公司
发售了一款针对烟台某金矿为投资标的
的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高达12%，
而且“只要资金量大，收益率还能商量”。

“这家金矿企业现在要扩大生产，但
是银行没有这么多资金放贷，所以就只
能通过我们和其它几家公司发售理财产

品来融资，总融资额为2亿元。”这家财富
公司的负责人张经理告诉记者，央行虽
然降低了贷款利率，但是中小企业融资
仍然困难。

据知情人介绍，此类财富公司在青
岛市至少有上百家，主要业务是从民间
吸纳市民投资，然后以15%的高价拆借
给中小企业，以此来获取差价收益。

A股暴涨，新“四万亿”与

中小企业无关

王超是广发银行潍坊分行一位普通
信贷业务员，就在降息后没几天的时间，
他就打遍了亲朋好友的电话，想找点“优
质客户”来放贷。

“你可能想不通，我们负责放贷款
的，比那些拉存款的活儿更不好干。”王
超说，别看降息了，但是放贷还是要挑选
那些大国企，要么就是盈利条件很好的
民企，但是资质条件好并且盈利稳定的
企业，各家银行都在争夺，中小企业各家
银行又不敢轻易放贷。

王超坦言，在央行宣布降息后，他们
的信贷压力甚至更大了。“说白了，就是
怕坏账，怕贷出去的钱收不回来。”

不过，虽然中小企业融资状况仍很
艰难，但是众多上市公司却在A股股价
暴涨后获得了足够的融资来源。

从11月中旬开始，大盘开始连续大
涨。本周二沪指单日暴涨3.1%，创下15个
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周三A股总成交
量9000亿，再创历史记录。周四，沪指涨
幅逾4%，盘中破2900点，深成指破万点关
口。

对此，著名财经评论人士叶檀提到，
中央政府大幅拉升股市，主要目的是让
民间资金逐步取代银行，为实体经济注
水。此外，还有利于造成财富幻觉，使消
费者乐于消费，巩固2013年开始的消费
占GDP比重高于固定资产的态势。

更有一些分析师认为，最近，央行通
过降息和降准的方式来提高资金流动
性，拉动股市的方式，或可称之为新一轮

“四万亿”救市手法。
“如果上证综指从2000点上涨到

4000点，那么新增民营企业投资和居民
消费潜力在4万亿元以上。”万博经济研
究院分析人士测算，中国政府正在推动
新一轮“四万亿”，有别于2008年以政府
投资为主导，大兴基础建设的“旧四万
亿”，相比之下，“新四万亿”将充分发挥
资本市场的作用。

“降息之后的股市大涨，更多的是解
决了大企业和上市公司的融资问题，因

为更多的民间资本流入股市后，会给实
体经济带来更多的活力，但是问题来了，
那些没有挂牌上市的中小企业该怎么办
呢？”山东财经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
华说，央行调整利率，但是受制于银行融
资成本问题，所以贷款利率根本不会也
更不可能降低到5.6%。

对此，易宪容也撰文指出，央行降息
后，一个直接后果是立即掀起国内银行
存款争夺战，不少银行马上用足浮动区
间上限到1 .2倍这项政策规定，将一年期
定期存款利率上调3 .3%来招揽客户。而
国内银行这样做，自然会增加银行成本，
对银行降低贷款成本形成很大的成本约
束。

“现在我们银行的融资成本就要在
5%-5 . 5%左右，以往针对企业的贷款利
率都是在基准线上上浮1 .2倍，也就是按
照7 . 2%的利率放贷，所以碍于成本问
题，银行贷款不可能降得很低。”青岛市
一位城市商业银行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此外，临近年末，各家银行都面临着
年终考核期的压力，近一周时间内具有
反映银行钱荒程度的上海银行间拆借利
率(shibor利率)连续上升，进一步提高了
商业银行的融资成本，同时也就相应提
高了银行放贷的利息率。如此一来，其实
在央行宣布降息之后，中小企业的贷款
实际成本却是增加了。

中小企业困局：每百元营

收成本88 .1元

在经历了周围很多中小企业被银行
“抽贷”导致破产的事情之后，即墨市一
家民营汽车零部件企业负责人老付决
定，放弃了和别的企业“联保贷”的想法，
让自己集团内部的几家企业进行联保。

“这样做能安全一些，但是现在很多
中小企业规模都不大，并没有什么分公
司可以自己做联保，不论怎么降息，大量
的企业都很难拿到贷款。”老付认为，企
业经营资质不齐和现金流混乱，是银行
对中小企业“惜贷”的主要原因。

而胶东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板也在为
新项目四处找钱，他的这个新项目就等
2000万元下锅，企业虽然运行稳健，在各
家银行也有不同额度授信，但真正到了
用钱的点上仍困难重重。银行让这位老
板找担保公司，他找了几家才发现，一些
民营的担保公司，因为出现代偿直接就
被银行封杀了。不光如此，更麻烦的是银
行搞“连坐”。由于几家担保公司共同承
接一笔业务在担保圈很常见，一旦合作
的担保公司出现代偿，其他担保公司也

跟着遭殃，被银行封杀。这样一来，能够
找到一家满足银行条件的担保公司简直
难上加难。

央行降息的3天后，山东省中小企业
局召开了全省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分析
会，这次会上透露出的信息不太令人乐
观。

今年以来，山东省钢铁、水泥、机械
等行业产销形势低迷，外贸形势更加严
峻。企业库存大幅增加，规模以上中小企
业产成品库存增长42 . 4%，增速较去年
同期提高了35个百分点。

二是成本不断攀升但产品价格持续
走低。每百元营收成本达到88 .1元，比年
初增加了1 .2元，同时全省工业生产出厂
价格连续32个月下降。很多企业增产不
增收、增收不增利，全省规模以上中小企
业亏损面提高了0.3个百分点。

山东省中小企业局副局长邢亚民在
会上指出，受大企业贷款拖欠、互保联保
风险叠加等影响，现在中小企业资金链
愈发紧张。银行惜贷抽贷的问题有所抬
头，融资成本也相应水涨船高。同时，规
模以上中小企业应收账款同比增长
15%。

山东工商学院金融研究办公室主任
房德东就民营企业融资问题跟踪了多年
时间，在他看来，现在山东很多中小企业
的融资渠道仅仅停留在“朋友借”和“民
间借贷”方面。“差不多有八成小微企业
借过民间高利贷，利息率高达20%以上，
原因就是银行一如既往地对小微企业惜
贷。”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
场研究室副主任尹中立近期透露的数据
也与房德东的相吻合：目前民间融资利
率在15%-20%左右，银行理财产品在6%
左右，而欧洲、日本的无风险收益率在
2%左右。尹中立认为，银行降息的空间
还很大。

而在陈华教授看来，虽然现在央行
降低贷款利率，但是中小企业真正要获
得贷款，恐怕还要等明年春天。

“年底时期，很多银行的贷款资金并
不算很充裕，就算是颁布了利率新政，也
很难在贷款方面实现。”陈华说，现在保
守估计全省中小企业实际融资成本都要
在10%以上。“如果一些小企业通过信托
方式来融资，那么信托本身的给付收益
率就要在10%以上，此外，代销费用等杂
七杂八的销售费用又要占3%-5%,这样
一来，中小企业实体融资成本会在15%
以上，如果是借了高利贷，那很可能会存
在30%以上的资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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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央行行降降息息
钱钱去去哪哪儿儿了了？？
中小微企业融资还是难上加难

这是一场没有预兆的降息，降息之后又是降准。摆在台面上的民生情怀与经济逻辑是，降息
意味着降低融资成本，对企业或个人而言，贷款利息就少了一截。

今年3月至今大半年时间里，李克强不下十次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到，要想方设法缓解中
小微企业以及三农等领域的信贷饥渴。

那么，央行降息，能否缓解上述领域企业的信贷饥渴呢？长期以来，银行行业利润都偏高于
实体经济。在经济新常态下，银行能否与企业共渡难关？适当让利为实体经济减压降负，承担社
会责任呢？

事实上，降息之后，楼市与股市的反应倒是很快，A股疯狂，楼市“暖冬”可期。那么，对于国家
所渴望的本次降息能够惠及中小微企业，真实情况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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