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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B09

□记者 李娜 报道
qlwbln@vip. 163 .com

本报10月29日讯 过去两
年部分苹果经销商赔了本。今
年，为了减小风险，贷款收苹果
的果商少了。

“苹果收购主要集中在10月
到11月初，量非常大，需要的资
金也多。”在牟平区龙泉镇收购
苹果的一位果商说。据他介绍，
苹果是时令水果，季节性强，收
购期特别集中，资金的需求也比
较大。

牟平龙泉镇汤西村合作社
的负责人刘范明介绍，因为国家
的扶持政策，农村合作社贷款比
较容易，收购商通过苹果质押贷
款却有些难度。

据了解，苹果贷款指的是以
企业库存苹果作为动产质押的
一种贷款方式。

不仅有难度，部分收购商也
主动减少贷款或放弃贷款。苹果
收购商对苹果经营的每个环节
都有一笔账可以算。据了解，如果
贷款收购苹果放入冷库，分摊下
来每斤苹果差不多有1毛多的利

息。“这两年，收购价都很高，在市
场上却走不动，行情难捉摸，为了
减小风险，贷款收苹果的果商少
了。”一位业内人士介绍。

银行放贷支持力度大，但也
存在回收贷款难的问题。“我曾
亲眼看到过银行的人，将一家冷
风库的库存苹果卖了出去。”刘
范明说。原来，去年和前年连续
两年苹果销售不理想，一些资金
周转不力的收购商，无法偿还贷
款，最后只好用苹果抵账。

从2009年开始，烟台苹果收
购价格爬上高峰，2010年和2011

年收购价依旧很高。但从事苹果
生意的果商们说，只有在2008年
和2009年营销苹果的人能大赚
一笔，之后的两年受出口下降和
内销不畅的影响，不少果商赔了
本。

在苹果引起投资热的情况
下，一些个体商户自建冷库，因
经营不善等原因，资金周转不
开，而将库房抵押给了银行。记
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栖霞、海
阳、莱阳等地都出现过无法偿还
银行贷款，冷风库经营不下去而
被银行收走的例子。

过去两年苹果收购价居高不下，
收购商们也铆足了劲大量库存苹果，
银行也针对中小企业的需求，为他们
放款。然而，后期苹果市场销售并不
乐观，部分苹果经销商赔了本。今年，
为减少风险，向银行贷款收苹果的果
商少了。

苹苹果果贷贷款款 富富士士
难难““红红””

贷款收苹果的人今年少了
受出口下降和内销不畅影响，不少果商出手更谨慎

□记者 李娜

2009年中国银行烟台分行
针对烟台果蔬公司的需求，推
出了新的贷款产品“苹果贷
款”。

今年，中国银行烟台分行
共有3款产品可为苹果的相关
企业提供贷款，一种是以苹果
作为动产作抵押，一种是以苹
果和房产等不动产作抵押，另
外就是传统方式，以厂房、房
屋等作为抵押。据中国银行烟
台分行中小企业部部门副主
任姜川海介绍，为了减少贷款
风险，银行放贷金额仅为抵押
苹果总金额的一半左右，苹果
抵押率不高于60%。

姜川海说，中行今年对涉
农的中小企业贷款政策没有大
的改变，贷款额度也比较充足。
从今年8月份开始，一些果蔬公

司就开始申请贷款，以备收购
苹果等所用。

据了解，截止到目前，今
年已有13家苹果收购商通过
在中国银行烟台分行贷款数
1 . 5亿元，较去年有所降低。

除中国银行外，工商银行、
民生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多
家银行都可办理“苹果贷款”业
务。

从银行反馈的情况来看，
以不动产抵押的苹果企业要
更多一些，而一些银行也推出
了3家联保即可贷款的业务。

2011年，农业银行烟台分
行，为烟台市5家苹果深加工
企业提供“苹果贷款”4000多
万元。据了解，今年该行还没
有 放 出 以 苹 果 作 抵 押 的 款
项。“一些去年贷款的苹果企
业今年不贷了，有些是直接
用房产作抵押贷了款。”

格延伸调查

苹果企业更喜欢

用厂房质押贷款
有苹果商坦言，随着最近几年

苹果价格的起伏，烟台各家银行对
苹果贷款的审核等也严格了。

“现在有的银行收紧了苹果贷
款，还是用厂房做抵押更容易获得
贷款。”烟台银源食品有限公司的
负责人赵德鹏说，他们公司通过厂
房作抵押在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
民生银行成功获得运营资金。因为
和韩国乐天玛特超市建立了农超
对接的联系，该公司在苹果收购量
上没有减少的计划。

有销售渠道的大企业在资金
周转方面的压力较小，而一些小的
企业和果商则考虑到前两年的经
营情况，减少库存。

来自江西的一位苹果客商肖先
生说，从事多年苹果生意，最近几年
的价格起伏最大，因为难以预测明
年春季苹果行情，他决定减少库存
苹果的数量。“今年少收三四成苹
果，主要供应老客户。”

“不得不说，今年市场上流通
的苹果比去年多了。”另一位外地
客商马兵说，大家都不敢收太多苹
果在手中，苹果上市又比较集中，
零售市场难以一下子消化掉，需求
减少，苹果价格降低就不难理解
了。 □记者 李娜

格市场动态

收购商减库存

拉低苹果价格

蛇窝泊镇大柳家村，一家商贩一天多时间收了4万多斤个头小
的苹果。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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