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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富·特别点击

生产加工小微企业：

“再弄不到钱，

真的熬不下去了”

辛凯告诉记者，自己去跟各
银行的信贷部门几乎磨破了嘴
皮子，但他们对小微企业卡得很
死，叫人苦不堪言。虽然小额贷
款公司的服务对象比较偏向于
中小企业，但他们同样有“嫌贫
爱富”的特点。

“虽然现在还不明显，但政
策方面总算有个信号了。”辛凯
长叹一口气对记者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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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情仍难言轻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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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命的是，作为包装
袋的一个小供应商，自己并没有
太多的竞争优势，因此饱受客户
冷脸自然是常有的事，至于拖欠
点货款那就更是家常便饭了。

“客户以经营形势不好为

由，一直拒付剩余尾款，资金一
紧张，我们有新的订单也不敢
接，这样更加剧了资金链的紧
张。”辛凯说，自从今年5、6月份
以来，厂子的整个运营情况便开
始恶化，资金流越来越紧张，自
己为解决周转资金的问题几乎
跑断了腿。

辛凯告诉记者，自己去跟
各银行的信贷部门几乎磨破了
嘴皮子，但他们对小微企业卡
得很死，叫人苦不堪言。“一些
银行对小微企业放贷的门槛很
高，必须有 3年以上经营业绩，
有资产抵押和良好的现金流，
像我这种租借厂房设备，年营
业额两三百万的小企业，基本
是不可能的。”

放弃了银行的渠道，辛凯转
而去找小额贷款公司。可让他惊
讶的是，像自己这种雇十来个人
还租借厂房设备的小企业在小
额贷款公司照样也不受待见，
因为生产规模较大、老客户较
多、有自己厂房设备的企业比
比皆是，与银行相比，虽然小额
贷款公司的服务对象比较偏向
于中小企业，但他们同样有“嫌
贫爱富”的特点，自己这种一没
抵押物，二没有效迅速还款来
源的微型企业要想贷款同样十
分艰难。

“再找几家小额贷款公司试
试运气，实在不行就得考虑民间
借贷了。”辛凯言语中颇为无奈，
四处找钱屡屡碰壁已经让他有
些心灰意冷，但想到自己搞了两
年多的企业又不忍放弃，必须寻
找出路。辛凯透露说，他打听到
现在民间借贷月息已经到了6、7
分，济南一些县市则到了1毛6。

“实在不行就先借1个月应应急
吧，借多了还不上也白搭，得不
偿失。”他挠了挠头说道。

贸易类小微企业：

“等钱拿到手，

生意早没了”

小微企业在贷款方面本身
就有一些与生俱来的不足，无抵
押无担保，规模小利润率低，掌
握资金的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
自然不愿把款放给他们。

“已经找了好几家小额贷款
公司了，实在不行我去办理个人
贷款。”在济南做五金贸易的邢
冲经过再三考虑，准备拿自己的
房子和车去办理个人贷款。

这是他在找了多次银行和
小额贷款公司之后，仍无法解决
目前店里正面临的50万贸易过
桥资金后才做出的决定。

“做贸易最需要的就是资
金的快速周转，可我们企业的
规 模 远 远 无 法 满 足 银 行 的 要
求。”邢冲告诉记者，作为个体
工商户，营业额在300万以下银
行几乎很少考虑放款。尽管有
时候他们仅需要几十万的短期
资金，但银行要么条件要求高，
流程手续太长，要么开始答应
得挺好，可真正到审批时又出
现一堆问题。

“等我们拿到钱，生意早没
了，中间的成本我们负担不起。”
邢冲说，像他们这种个体工商户
占了小微企业中的很大群体，也
是被融资门槛卡得最死的群体，
尤其在今年5月份以来信贷收缩
的环境下。“贷不来款，又需要钱，
实在没办法了就找亲戚朋友拆
借，半个月二十来天就还了。”

这次邢冲遭遇了和辛凯同
样的状况，大的经营环境不好，

亲朋好友也手头紧张，小额贷款
尽管号称面向自己这样的企业，
但仍然需要抵押。为了解决日益
紧张的资金问题，邢冲最后还是
决定拿自己一套120平米的房子
和爱车去办理个人贷款。

“小微企业中从事生产加工
的企业和贸易类企业资金短缺
的情况最为突出，融资面临的困
难也较多。”济南汇鑫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高级业务经理王
冠对记者说道，包括服装、皮革、
五金、机电等行业在内的一些小
微企业的经营困境让人担忧。

王冠表示，就小额贷款公司
来说也是有风险控制的，上述两
类小微企业没有抵押、担保的
话，即使贷款时间短、额度低，但
要从小额贷款公司贷到款仍然
十分困难。“像制造类企业，我们
先看它有没有实体厂，有了实体
厂还要审核它的生产规模以及
还款的周期长短；而纯贸易类的
企业则要看它的销售合同，审核
它的借款用途和还款来源。”

“小微企业在贷款方面本身
就有一些与生俱来的不足，无抵
押无担保、规模小利润率低，掌
握资金的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
自然不愿把款放给他们。”济南
市中小企业办公室的迟广顺对
记者介绍，根据他们调研的情况
看，上半年的信贷紧缩放大了小
微企业自身固有的缺点，让小微
企业面临的融资难短板暴露得
更加明显。不少企业宁愿承担高
昂的民间借贷成本也不愿因为
繁琐的贷款申请手续而错失商
机。

管理部门及中间组织：

“多搞资金供需方

对接最现实”

国务院对小微企业的扶持
政策更多的是在“释放一种信
号”，毕竟“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但树立信心之后就是具体政策
执行落实的问题，这个过程当然
面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层面的
挑战，需要各方协同才能形成合
力，真正为小微企业的成长壮大
创造良好的环境。

尽管汇鑫今年4月份才刚刚
成立，可市场绵延不绝的贷款需
求依然让王冠兴奋不已。“业务
非常多，基本上天天都有客户来
咨询。”王冠表示，随着国家信贷
规模的步步收紧，越来越多的小
微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转
而选择小额贷款公司的渠道。

王冠告诉记者，他所经手的
客户基本都有一些共同的经历。
其中很多人认为，银行贷款的最
大问题是审批周期太长，无法

“救急”，作为“短、平、快”的小微
企业来说，在“耗不起”的情况下
往往选择“手续相对简单的小额
贷款公司甚至利息更高的民间
借贷”。

“其实现在各路资金都不
缺，就是缺流向资金需求企业
的渠道。”王冠表示，尽管从 10
月份以来，从国务院到省一级
层面都在出台政策为小微企业
解困送暖，但比起营业网点建
设、相关配套细则发挥作用所
需要的长期投入和时间成本来
说，多举办几场资金供需双方
的见面对接，更加现实和有效。

“像包括政府、工商联、企业家
协会等在内的管理部门或中间
组 织 可 以 发 挥 其 纽 带 桥 梁 作
用，为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资
金提供方和重点需求资金的小
微企业搭建对接交流的平台，
多办几场对接会起到的实际作
用更为可观。”

当然，我省在推进银企对接
方面也一直在努力。据省中小企
业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从
2005年起，省中小办联合工、农、
中、建、农信社五大金融机构，实
施了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小企业
培育等“四项计划”，每年推出投
资总额近1000亿元的结构调整项
目，供银行选择支持。仅2010年我
省就推出了总投资1100亿元的小
企业调整项目2110个，今年一季
度，又调整充实1000多个项目，推
荐给上述五大金融机构和有关股
份制银行落实信贷支持。

在国家和省里出台的扶持
小微企业措施中，包括企业家协
会等在内的中介组织的作用日
益凸显。在省工商联经济处处长
李锡峰看来，现在金融机构已经
意识到政府、行业组织的重要
性，协会、行会、商会在银企对接
方面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

“比如在和金融机构对接的过程
中，因为我们对我们的会员群体
是相对了解的，而且会员群体之
间同一行业、同一规模发展水平
的企业，相互之间也是了解的。
所以我们可以创造很多的机会，
如通过供应链融资、上下游的企
业配套协作之间的稳定性，来考
量企业的授信。另外就是企业的
互保、联保等等，都是比较有效
的办法。”

李锡峰表示，国务院对小
微企业的扶持政策更多的是在

“释放一种信号”，毕竟“信心比
黄金更重要”。但树立信心之后
就 是 具 体 政 策 执 行 落 实 的 问
题，这个过程当然面临从中央
到地方各级层面的挑战，需要
各方协同才能形成合力，真正
为小微企业的成长壮大创造良
好的环境。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辛凯、
邢冲为化名)

成立时间短、现金流不稳定、没有抵押物、应对市场风险能力低……这些小微企业自身固有的缺点似乎很难抹去，而这这些

缺点也成为银行为减少小微企业贷款、控制资金风险的最好的挡箭牌。可正是这些迷你型企业为创新者提供了最原始的的生存

空间，维持了上下游精细分工的产业链条，最终汇聚成社会庞大的经济体量。因此，更多地给予小微企业扶持和引导，，才能让

那些执着的小微企业在“经济寒冬”来临之时成功突围。

小微企业的尴尬突围
面临融资难短板 资金对接最现实
本报记者 桑海波 马绍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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