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经济寒冬”和“政策暖风”的双
重裹挟下，小微企业的下一步颇为耐
人寻味。

看到频频见诸媒体的关于国家给
小微企业松绑所推出的一系列政策措
施后，在济南经营一家小型包装袋加工
厂的辛凯仍难言轻松。因为在他脑海中
闪现最多的是他规模并不大的企业当
下面临的一个又一个令人头疼的难题：
下游客户拖欠的六成账款不知何时能
到账，厂里生产用的化工原料无钱采
购，生产线随时可能停工，马上要结算
的工人工资、厂房租金、水电费……

“再弄不到钱，真的熬不下去
了。”辛凯一脸无奈。作为整个上下游
衔接紧密的产业链中的一环，原油价
格的上涨已经让他厂里所需要的化
工衍生物价格涨了近30%，加上人工
等成本，原本只挣点微薄加工费的他
几乎无力支撑。

在宏观紧缩信贷政策的影响下，
小微企业规模小、风险大、缺少抵押物
等“先天不足”的固有缺点被成倍放
大，加之原材料、人力资源成本上涨，
税负较重等因素影响，小微企业生产
经营遭遇的“寒流”可谓冰凉彻骨。珠
江三角洲、江浙等地大批小微企业陷
于经营困境，企业老板欠债跑路的新
闻屡屡见诸报端。

而山东小微企业面临的经营困境
同样让人担忧。记者在采访中听到最
多的一个词便是“难”。“太难了”，“熬
不住了”，“真没办法了”……他们在种
种压力之下流露出的困惑焦虑，让人
唏嘘。但在他们身上更多的还是对自
己事业的坚持和奋战到底的执着。

在银行提高信贷门槛的同时，民
间借贷因其手续简单、准入门槛较低，
适应小微企业“急、少、快”等特点，面
临资金紧缺但又不能获得贷款的小微
企业，继而转向民间借贷。同时，民间
资金出于保值增值考虑，急需投资渠
道。双重因素导致民间借贷供需两旺。
从省中小企业办公室调查情况看，中
小企业融资资金来源中，全省民间借
贷及同业拆借平均占比7 . 8%，个别市
达30%。

尽管小微型企业在切入市场时，
通常都会找到一些大中型企业“指缝
中漏出来的一点光”，但其生存发展也
时刻面临比它们更大个企业的威胁，
这些迷你型企业为培养“乔布斯们”提
供了土壤，丰富了中型、大型企业的生
态圈，其地位和作用亦不必赘述，也正
因为此，从国家到地方，从金融系统到
行业协会，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可谓“忽
如一夜春风来”。

10月12日，继在温州考察时提出
支持小微企业后，国务院总理温家
宝在北京主持国务院常务会
议，研究确定支持小微企
业发展的金融、财税
政 策 等 九 大 措
施。对于在

“夹缝中生存”的中小企业老板，无疑
是颗期待中的“定心丸”。

紧跟国家政策之后，11月4日，山
东省率先在全国出台十二条措施，对

“国九条”细化了具体措施，又结合我
省实际，增加了加强金融服务体系建
设、创新信贷管理和金融服务、合理确
定贷款期限和利率、强化各类金融机
构职责等方面的内容。

11月7日，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履新后
首次亮相，也不忘强调支持小微企业。

在国九条、银十条、鲁十二条等一
系列政策暖风下，小微企业得到了前
所未有的关照。虽然只是政策层面的
表态，但由此释放出的信号却着实让
饱受资金折磨的小微企业隐约看到黎
明前的缕缕曙光。

当然，为小微企业减负
是一个需要全方位

考虑、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程，政府态
度表明之后更需要细化以及具体的落
实。无论是对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和客
户数量超过一定比例给予设立机构网
点优惠，还是减免对企业的行政事业
性收费，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切实可行
的操作方案，还有对既有利益格局进
行改革的智慧和魄力。

我们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小微企业
的春天到来，当然我们更希望这个春
天能来得更早更快更持久。

“经济寒冬”和“政策暖风”交织

小微企业
夹缝中求生
本报记者 桑海波 马绍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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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人民币不断升值挤压利润，用工短缺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货币紧缩融

资困难加大……当这一系列寒流一起袭来时，不少人会说，这是每个企业必须接受的大浪淘沙的市场法

则，如果企业自身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完全可以扛住。但当这些寒流吹向那些员工不到20人、年营业额只

有100万-500万的小微企业时，这些寒流的影响或许将放大数倍，严重者足以让企业关门歇业。

（详细报道见B02、B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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