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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及和大型企业的竞争时，不少小微
企业都有不公平的感觉。比如一些政府项目
进行招标时，往往会对企业注册资金、人员规
模有硬性限制，这样就把一些本来有能力参
与项目投标的小微企业挡在门外。

受限于自身的可抵押物和信用等级，很
多小微企业难以获得银行贷款，认为银行有

“嫌贫爱富”之感。另外，有些行业领域的小微
企业很难涉足，比如说金融领域需要牌照管
理，这把很多企业挡在了门外。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杨蕙馨认为，在
山东省，一直是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
国有资本比较强势。作为民营经济的小微企
业，其发展一方面依赖于良好的发展环境，
另一方面需要政府真正地给予“国民”待遇，
与大型国企一视同仁。政府应当“有所为，有
所不为”，加强对民营小微企业发展的引导
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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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线城市
想获投资很难

“我们有梦想，也敢干，可没有钱！”这种
苦恼，困扰着不少草根创业者。资金从哪里
来？这是创业者的一道“门槛”，调查中42%的
受访企业为此而苦恼。

记者调查了解到，面对着数目可观的创业
启动资金，绝大多数创业者是通过自筹和亲友
支持的方式解决。对于相当大一部分小微企业
来说，由于信誉度较低、没有足够的固定资产可
供抵押，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

而想要得到投资公司的青睐，更是难上
加难。“今年的资本寒冬论主要是对主流的公
司和投资机构而言的，集中在北上广等一线
城市。”结合着自己企业的艰难融资经历，曹
操送CEO魏东说道。他坦言，对于在二三线城
市创业，想要拿到投资一直都很艰难。在山
东，又很难找到靠谱的天使投资人和机构投
资方。

创业初期，如何打开市场，也成为了困扰
广大创业者的难题。在一些相对成熟的产业
领域，小微企业会遇到竞争激烈的难题。而在
一些新兴领域，部分客户又对它们不甚了解，
这种情况又以二三线城市最为明显。

涨薪得咬牙
不涨又难招人

小微企业遇到哪些困难？33%的受访者认为
是劳动力成本上涨。26%认为是受制于国内需求
不足，而22%的受访者认为是融资成本过高。

李先生是一家教育装备制造公司的总经
理，他们公司制造的多数产品，技术含量不
高。行业内各中小企业长期低价竞争，所以整
体利润是非常低的。近年来，设备、人工的成
本飞速上涨，现在普通工人的工资也要三四
千元，这都在挤压着公司的利润。而不少中小
微企业也表示，涨薪只能是咬着牙涨，但不涨
招不到人，企业的成本也到了极限。

同时业内人士分析，受经济发展速度放缓
的影响，国内市场需求低迷，小微企业受到较大
冲击。“小微企业自身缺少通过品牌建设、核心
技术等手段来提升创业能力。大多数企业生产
的产品技术含量较低，由于科技资源缺乏、技术
研发能力弱，很多企业并没有形成有技术含量
和专有技术的自主品牌，也是造成易受市场需
求变动冲击的原因。”该人士说。

初创时遇到的最大困难 目前面临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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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雯

合作伙伴都想留一手

看中场地却成文化墙

“网络电影作为一种互联网
产品，现在很有市场，只要能拍出
好内容，有一定爱奇艺、乐视等
平台的资源，就是赚钱的。”张
翔羽说，他之前在北京跟别人
合伙拍过网络大电影，积累了
一定的平台资源。作为济宁人，
他知道济宁有着深厚的孔孟文
化、运河文化，很多好素材却没
被开发，所以他决心回乡创业，
挖掘济宁的电影市场。

去年9月，他成立之乎文化
传媒公司。公司初成立之初，他
没有着急开展业务、筹措拍摄，
他花费大半年的时间了解这里
的文创行业，了解城市文化、寻
找电影素材和合作伙伴。

“我原想可以和在北京一样，
结识很多鬼才，大家一起火花碰

撞玩电影。但现在发现大家的交
流并不酣畅，似乎都藏着捂着。”
张翔羽说，寻找同伴的过程中，他
发现很多创客都心有芥蒂、独立
为战，很难形成合力共同推市场。
不像在大城市“玩电影”那么欢
快，大家一拍即合、说干就干。

小城市对拍电影的概念比
较陌生，张翔羽说，他感觉最难
的是寻求资源和合作过程中的
质疑与不理解。之前，他看中了
一块特别好的拍摄场地，是一
个古朴的院落。他多次跟当地
人说明仍然得不到支持，后来
发现墙壁被粉刷成了文化墙，
失去了电影需要的原始味道。

投资不高赚钱不难

打开市场得低姿态

“初创期的企业没有名气，寻
找赞助和支持就比较难，有的人
表面赞同我们的想法，但心里还
会犯嘀咕，觉得我们是异想天开，
不可能赚钱。”张翔羽说，电影是

棵常青树，也是很多上班族休息
放松的方式，高品质的网络电影
也越来越受欢迎。他坚信这一块
会很有市场，并且他之前在北京
拍过的大电影没有一部亏过钱。

“这种大约60分钟的大电影，
一部的拍摄成本只有50万元左
右。投放到爱奇艺、乐视之类网络
平台的付费点击渠道，只要有50

万个人点击过这个电影，它就是
赚钱的。”张翔羽说，只要电影内
容拍得好，有平台资源投放到黄
金展位，50万的点击量并不难。

没有好编剧、好摄像，他就
下决心自己找来培养。没有知
名度和伙伴，他就放低姿态为
很多创客和商家免费拍片子、
做活动，积累信任和资源。逐渐
的，这些都为他协调拍摄场地、
提供拍摄支持起到很多帮助。

现在他的6部电影都在拍摄
当中，预计会在春节档上映。未来
他还筹划拍摄方言版的电影，他
相信，未被开发过的小城市其实
很有市场，只要你敢啃“硬骨头”。

种种下下摇摇钱钱树树，，却却没没人人愿愿施施肥肥浇浇水水
北京打拼返乡创业，却对老家的创业环境挺无奈

通过在北京打拼多年的经历，济宁人张翔羽觉着拍摄网络电影是一个赚钱的好办法。去年，
他回到济宁成立文化传媒公司。一年来，他坦言感受最深的是孤独。中小城市有很多好素材，但缺
乏好编剧、好摄像，很多搞拍摄、搞传媒的创客们都是单打独斗，大家无法形成合力、资源共享。

本报记者 李运恒

经过几年在“文艺圈”的摸爬滚打，2014

年10月，31岁的何甲在滨州组建了自己的公
司，取名为小果影视动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何甲本是宁夏人，由于在滨州上学而扎
根在这里。“在滨州这种小城市做影视的公司
特别少，而做动漫的就更少了。也有一些个人
工作室在做，但是质量和水平都还较低。”何
甲说，创业一年来，效益还说得过去。

小城市市场竞争不激烈，但局限也不少，
首先便是人们的固有观念。何甲介绍，很多小
城市的客户会觉得“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当
地不少人更愿意从北京、上海请来制作公司。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在公司成立之初，他就把
市场定位在全省甚至全国。

一年来，公司在省内其他城市的业务不
少。虽然目前小果影视的客户大部分还是滨
州本地的，对于未来的规划，何甲则认为，会
继续拓展滨州以外的市场，不局限发展。

“当然要想放眼在外，就必须有好的制作
水平。在自身硬件设施上，公司也有了很严格
的要求，公司虽小，但是影棚等配置都很高，
采用了一些顶尖的设备，在后期制作上也下
足了功夫。”

而到了后期制作，何甲又遇到了最困难
的“人才局限”。何甲曾招聘过多次，但感觉人
才水平这一块没办法跟大城市相比。不得已，
何甲不得不押宝兼职人员。目前公司全职职
工仅有7个，但兼职的有十多个。

小小城城市市竞竞争争虽虽弱弱
市市场场人人才才成成难难题题
创业者：不能只吃窝边草

创业故事

张翔羽筹划过的活动和电影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注：有的企业做了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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