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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交了了三三万万服服务务费费，，融融资资却却没没了了影影
不少中小企业参加“国字号”创业评比，主办方却称已退出

本报记者 王皇
实习生 刘祥荣

项目被“投资人”看上
交钱后却没了下文

直到今天，济南一家互联
网公司负责人苗先生仍然没有
等到投资人，他不得不怀疑参
加双创之星活动海选时交的3
万元服务费要打水漂了。

苗先生的公司成立于2014
年，今年6月初，他接到一个电
话，对方称中国投资协会主办
了一个双创之星活动邀请他参
加，并且将一份盖了“中国投资
协会投资信息专业委员会资源
产业促进中心”公章的活动红
头文件发给了他。苗先生后来
才知道，给他打电话的是负责
济南地区海选的济南华盈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

“他们说有好的项目可以
申请上报，能帮忙对接到投资
人。6月份组织的海选，当天来
参加的人很多，我们把项目的
申请表准备好，然后挨个向评
委也就是投资人介绍。”令苗先
生感到兴奋的是，听他介绍的
投资人对他的项目非常感兴
趣。“她看了我的材料后问我要
融资多少，我说要融资1000万。
她说自己刚投了一个和我这个
差不多的项目，问我能不能分
两次来投，一次投500万，不过
要先交3万元服务费，再到北京
去对接。”

苗先生听到有人要投资自
己的项目，虽然手头紧但他还
是签约并交钱了。海选会过后，
一直到8月15日，苗先生才收到
通知让他去北京。到北京后的
头两天，他与其他近百位参与

者听了一个讲师授课，第三天
每个企业有8分钟的路演，最终
评选出优胜企业。“说是前3名
有中央电视台的免费广告宣
传，前12名都有优胜证书。一开
始我还以为我不是前12名，所
以没拿到融资，但是第12名，的
企业也是两手空空。”

高先生正是比赛中排名第
12的企业负责人。“到北京后没
有投资方和我对接。按照当时
他们说的70%的概率，我们能
拿到前12名，投资也应该投给
我们啊。”高先生说。同样纳闷
的还有淄博的汤先生，他经营
的一家燃气企业有自己的专
利，获得了第11名，同样没有了
下文。而汤先生说，他认识的当
天获得了第三名的一位企业老
总，同样没有得到融资。

融资成功率高达95%
还能找董明珠投资？

高先生给记者提供了一份
活动通知函，该文件盖着资源
产业促进中心的公章，写有
双创之星活动内容包括组织
企业赴金融机构交流、咨询、
辅导、投融资对接等专项服
务。但该通知函中并未写明
活动需要收费，也未表明活动
融资的成功率高。

此外，高先生还有一份列
着董明珠、马云、任泉、红杉资
本等700多个投资公司或投资
人的名单，“当时说可以给我们
对接材料里的这些投资人”。

记者了解到，华盈公司是
济南地区指定的活动组织公
司。而在汤先生与华盈公司的
服务协议中，他所交的3万元服
务费也是由华盈收取。该协议
中，双方没有对融资的成功率
进行约定。但是苗先生、汤先生

均表示，对方在签约前表示融
资的成功率能有95%，而高先
生在5月底的海选会中听到的
是70%的成功率。

记者以有项目需要融资为
由咨询华盈公司一位张姓经
理，该经理表示融资成功的概
率能有50%，不过不是一期对
接就能成功，如果不成功会继
续进行第二期、第三期对接。该
经理表示，该公司已经成功投
资了包括风筝行业、韭菜盆栽
等多个项目，不过其以商业保
密为由拒绝透露具体的公司。

华盈公司一位高姓负责人
说，该活动确实是真实的，不
过，她否认此次投融资对接活
动有那么高的成功率。“公司绝
不可能对外承诺融资的成功
率，融资是一个长期的磨合过
程，还需要看项目本身的情况。
我们就是负责筛选出好项目，
到北京去找投资人对接。”而对
该公司所承诺的成功率，她表
示“可能是下面的工作人员自
己说的”。

记者拨打了该活动官网上
提供的投诉电话，一位工作人
员表示，活动确实需要收取3万
元服务费。“海选会有一部分路
费、场地费、项目辅导费等，这

属于成本费，必须交钱才能参
加活动，但我们不保证一定
能融到资。”同时，对700多人
的投资名单，该工作人员表
示不能保证请来，“不过每期
在北京对接的活动由全国海
选出来的50个企业参加，会有
20个投资人参与，每一期的投
资人并不一样”。

主办方网站仍在宣传
协办方还在“吆喝”

记者查询到，中国投资协
会是在民政部登记的社会组
织，记者联系上了该协会投资
信息专业委员会会长张贵永。
张贵永表示，资源产业促进中
心确实是委员会的下属单位，
但并不具有对外签署合作协议
或者发布文件、加盖公章的资
格。“活动很早之前有，但在5月
份的时候我们就要求下属中心
退出了。”张贵永说，在今年3月
底时，下属中心在委员会不知
情的情况下与企业签订合作协
议，确实发过双创之星的活动
通知。但是后来，专业委员会得
知该活动还涉及到收费，并且
陆续接到过一些企业反映问
题，就制止了中心参与，并发布

了声明，而且取消了该中心。
16日，投资信息专业委员

会资源产业促进中心主任曹先
生表示，中心在4月20日时就
已经退出了活动，并且已经
在官网发表了声明。记者注
意到，曹先生所说的声明于4
月2 0日挂出，但是并没有提
到退出双创之星活动一事，
仅声明“自发布之日起未经
该中心授权的单位或个人，所
开展的业务都是无效的，产生
的所有经济损失及纠纷，该中
心不承担任何责任”。

而在该中心的官网上，今
年4月25日就发布了双创之星
面向全国征集优秀项目的通
知，通知中称中国投资协会投
资信息专业委员会资源产业促
进中心发挥平台优势发起该活
动。该中心官网直到10月12日
仍有该活动的相关通知。

记者11日和21日两次致电
活动提供的投诉电话，自称为
活动协办方的众联联盟(北京)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
称，活动仍在继续，企业还可以
参加，但需要交费3万元。“目前
已经在北京组织了3次全国的
对接活动，每次活动有50个企
业的负责人参加。”

近日，济南、淄博等地多位中小企业负责人向本报反映，今年
夏天时他们参加了一个由中国投资协会投资信息专业委员会资源
产业促进中心主办的双创之星活动，并交了3万元服务费。但活动
并非像海选公司工作人员所说融资成功的概率高达70%或95%，他
们至今未融到资。

主办协会负责人表示，早在今年5月份时，已经责令资源产业
促进中心退出该活动，但活动协办方工作人员却称，活动目前仍在
继续还可以参加，且需要交费。这里面到底暗藏了什么秘密？

一家企业给华盈交了3万元服务费。 本报记者 王皇 摄

葛融资难题

中中小小企企业业融融资资多多难难，，听听听听他他们们仨仨的的故故事事
本报记者 王皇
实习生 刘祥荣

参加了“创客中国”活动的
多位企业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交钱参与这次活动是因为中小
企业贷款或融资实在太难。他
们得知这一次活动的成功率
高，才咬牙交了钱。

正规银行贷不了
其他机构成本风险高

互联网创业者苗先生介
绍，他的公司2014年9月份成
立，注册资金1000万元，有十多
名员工。由于引进人才、市场推
广和技术研发等活动，公司需
要融资500万左右。他曾与两家
国有大型银行的业务员洽谈，
其中一家银行明确告知，他需
要保证公司账户上每月有100
万左右，才给贷50万，或是有其

他公司担保才行。“账上有钱谁
还会去贷款呢？”苗先生抱怨，
他也找不到担保公司，所以去
银行贷款这条路走不通。

苗先生说，平常大家避之
唯恐不及的推销电话，他也会
仔细咨询后再挂机。“但是这些
推销的贷款利息都在一分以
上，太高了，像高利贷一样，我
不敢贷。”另外，苗先生也尝试
过网上贷款。“微信上的微粒贷
我仔细研究过，但是贷款数额
少、利率高，贷款不超过20万，
年利率却是18%。”苗先生说，
这点儿钱对公司来说杯水车
薪，没有意义，他也没有尝试。

“很多小企业都寄希望于
风投，希望以股权的方式得到
融资，但是小企业太多，竞争
压力太大，很少能得到融资
的机会。”苗先生说，他曾参
加过两次类似的融资活动，
分别交了29800元和28800元，都

没有融到资。

风投听起来很美
其实“水很深”

济南天桥区一家养殖企业
的负责人王涛(化名)同样遇到
了贷款难题。他旗下有三个公
司，包括食品、餐饮和合作社公
司，公司合计400多人。“我从
2010年就开始创业了，最开始
的时候是养猪，但是前两年猪
肉价格一直在跌，猪还经常生
病，所以公司一直在亏钱。后来
我觉得不能只养殖，还需要向
上下游发展，就做了生态农业
和餐饮公司，这样一来规模是
大了，但需要更多投资。”王涛
说，今年他计划盖30个蔬菜大
棚，需要融资300万到600万元。

王涛曾在农村商业银行贷
了20万元，以个人的房子作为
抵押，如果以企业的名义他甚

至连20万都贷不到。“企业在城
乡接合部，厂房都是小产权房，
没有房产证，不能办理更多的
抵押贷款。”王涛说，除了这些原
因，他曾帮同是小企业负责人的
朋友做过两次担保人，贷款人没
有还款，他被银行拉入了“信用
黑名单”。王涛说，他现在以个
人或企业名义都贷不了款。

被列入“黑名单”之后，王
涛 也 联 系 过 网 上 的 贷 款 机
构——— 易贷网，但是对方让他
提前交19800元，且利息过高，
他就没有尝试。“我之前参加过
济南市人社局的创业大赛，还
是优胜的创业企业，当年获得
过3万元奖金。”王涛说，自己的
企业发展模式不错，但是参加
比赛奖励的钱对真正做大规模
来说也不够。

在淄博经营燃气节能改造
的汤先生，企业规模比上述两
家都大。汤先生说，企业有自己

的专利，但是需要大量的投资
进行生产运转。为了找到钱，他
跑过很多投资公司，却因为融
到钱之前需要交纳的各种费用
而被迫放弃。

“我到北京去过不下百次，
见过的投融资公司不下百家。
我们的项目本身有政府做的可
行性报告和市场评估，但是每
一个投资公司看到这个项目前，
都要求我在这个公司交钱再由
他们公司做可行性报告、评估报
告、安全报告、环境报告、消防报
告，这些报告做下来费用甚至高
达几百万，这些钱都要我们自己
出，最终能不能融到资还不确
定。”汤先生认为，目前融资、风
投对绝大部分企业来说只是听
起来很美，其实“水很深”，很容
易被忽悠。“这个‘创客中国’之
后，我自己经过朋友融到了
5000万，但是也只是债权，需要
还贷。”汤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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