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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河晨报

“倒闭潮”的论调可谓“言过其实”，但

中小企业面临的现实困境却不可忽视。 融

资难、 贷款成本高， 以及民间借贷风险大

等，依旧是困扰中小民企发展的主要因素。

自去年 10 月我国货币政策由“宽松”

转为“稳健”以来，央行已 4 次加息，8 次上

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直至 21％的高位。 银

行“惜贷”、“嫌贫爱富”又有抬头。

一份来自温州市经贸委的调查显示，

今年一季度当地企业普遍遭遇融资难和融

资成本提高的考验， 规模以上企业中近一

半感觉资金面吃紧， 中小企业状况则更严

峻。

记者走访温州当地金融机构、 企业时

发现， 许多企业对当前宏观紧缩、 贷款抽

紧、利息“步步高升”的局势感到不堪重负。

当前在温州企业界流行两个字：“等贷”，即

等待贷款。 谁能贷到钱，就是“抱着老虎也

笑”。

一些银行开始主动提高中小企业贷款

利率或成本，实现“以价补量”。 目前温州的

银行利率表面上是基准上浮 30％， 实际上

各家银行通过变相收取管理费、 咨询费、

“扣存放贷” 等方式， 使利率上升至月息

1.2％左右，超过原利率的１倍多。

“今年不仅贷款利息高，还增加了许多

附加条件。 ”江苏东渡集团一位负责人说，

如银行要求将贷款额的一半用于投资银行

指定的金融理财产品， 于是又变相增加了

贷款成本。“公司今年的贷款成本增加了三

成以上”。

对此， 兴业银行南京分行一位管理层

人士表示，信贷规模有限，银行自身经营也

有压力， 确有一些银行倾向提升中小企业

贷款利率，或增加手续费来增收减压。

大中型金融机构贷款难催生了民间借

贷的盛行。 然而，这种融资方式贷款成本巨

大，且风险高。 一些中小企业坦言，一旦通

过这种方式融资，企业就如“走钢丝”。

广东银达担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高层

表示，随着银行信贷收紧，广东民间融资成

本不断上升。 往年的民间融资利率在 10％

至 20％，现在到了 30％以上，而且还在不

断走高。 来自温州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温州

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单季上涨 11.9％， 环比

涨幅高出 8个百分点。

正如一家企业主所说：“小企业和大企

业不同，一笔资金跟不上很快就会死。 如今

的高利息对小企业来说就像是‘吃鸦片’。

不吃资金链就会断裂， 吃了又会搞垮‘身

体’。 ”面对“合法的高利贷”，企业无所适

从。

历来有民间资本“风向标”之称的浙江温州，近日接连有 3 家“知名”中小民企倒闭，一

些不负责任的媒体由此大肆渲染温州中小企业“扎堆”倒闭；一个网民在网上发出《温州经

济出大事了，几百亿元高利贷跑了》的帖子；有关“钱荒”、“倒闭潮”等议论突然升温，有财

经界评论员甚至称“温州民间金融泡沫接近崩溃”。

真相究竟如何？“银根紧缩”会成为压倒中小民企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小民企生存困

境在哪里？民间关于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又有哪些期盼？“新华视点”记者就这些问题进行

了追踪调查。

亟待破局：

重压之下如何“突围”

“融资难、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汇率走高

……”一系列长期存在和可预见的挑战正在不断挤

压中小民企的生存空间，企业如何在困难中“突出

重围”？

专家认为，在国家为管理通胀而实行“稳健”的

货币政策背景下，更应有效管理银行资金，照顾中

小企业发展； 企业自身则应积极探索创新模式，增

强核心竞争力。

张文魁认为， 在合理收缩信贷规模的同时，应

当落实好“区别对待、有扶有控”的信贷政策，特别

是对符合产业发展方向、具有成长性的中小企业给

予资金支持。

除了金融宏观调控政策不应“一刀切”外，还需

进一步畅通中小企业贷款渠道。 目前大量民间资本

无法通过合理渠道进入实体经济，亟待鼓励金融创

新。

“‘倒闭潮’虽立不住，但也为诸多中小企业发

出了严峻的信号。 ” 北京浙江商会副会长陈俊说，

“中小企业的生存困境倒逼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

加快产品结构转型升级。 应当将企业‘找’资金，转

变为资金‘找’企业。 ”

首先，技术创新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

因素。 中小企业应积极引进专利技术，培育自身的

研发人才和研发体系，在创新领域的差异化竞争中

占有先机。

其次，企业在打造核心技术竞争力时，需要善

于借鉴“外力”。 由于技术研发和创新的成本大、要

求高，且研发活动承担着一定的生产风险，企业更

需要积极吸收高校、科研机构的成果，形成以市场

为导向，多管齐下的创新模式。

同时，政府和相关部门需要建立一套政策调节

工具，加大对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扶持力度，对于

科技、三农、服务、制造业等不同领域的小企业有针

对性地解决创新难题，促进产、学、研、生产一条龙

机制的有效运作。（综合《钱江晚报》、新华社消息）

迷局初现：“倒闭潮”真的来了吗

在温州，官方并未将这 ３ 家企业与广

大民企画等号。 温州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

表示， 当前一些企业出现“关停并转”，

是产业转型升级中的正常现象， 不能简单

地理解成民企出现危机的先兆。 温州市工

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 一季度全市私营企

业注销户数 534家， 同比减少 14.56％。

中小企业“倒闭潮” 的“传闻” 引起

有关部门重视。 5月 20日， 中国银监会与

浙江省中小企业局专程赴台州、 温州等地

调研。 记者从温州市银监局获悉， 调查组

初步认为， 中小企业生存确有主客观困

难， 但“倒闭潮” 的说法“立不住”。

记者在广州了解到的情况与温州基本

相似。 尽管有一些中小民企反映面临经营

困境， 但业界普遍承认， 这是多种因素叠

加的效应。 如人民币升值、 原材料成本上

升、 劳动力成本增加、 行业结构转型升

级、 融资成本偏大等。

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秘书长谢

泓表示， 经历过金融危机最困难的阶段，

中小企业生存环境目前整体上处于好转趋

势。 并未观察到广东中小企业出现大规模

倒闭的现象， 有关中小企业“倒闭潮” 已

经发生或将要来临的说法也是不严谨的。

周青冥认为， 企业融资难度有所上

升， 但总体仍在宏观调控预期范围之内，

民间之所以炒作利率升高， 很重要的一个

因素是“部分放贷主体试图借用趋紧的货

币政策改变企业家的预期， 使得自己以更

高价码进入放贷市场； 再者， ‘会哭的孩

子有奶吃’， 一些企业主已经深谙此道”。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

文魁说：“企业融资难度有所上升， 但总体

仍在宏观调控可控范围之内。 不可简单地

将企业融资难与‘银根紧缩’ 挂钩。”

困局依旧：中小企业难逃融资难之困？

近期温州 3 家“知名”民企接连倒闭引发恐慌，记者调查———

我国中小民企并未出现“倒闭潮”

经记者多方证实，此前浙江温州

确有 3家较大的民营企业倒闭，企业

主出逃。 分别是浙江江南皮革有限

公司、波特曼咖啡、乐清三旗集团。

“这 3 家企业倒闭是个案，主要

是其自身原因。 ”温州市银监局主监

管员周青冥介绍说。

据了解，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

企业主因欠巨额赌债外逃致使企业

倒闭。 2010年，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

司仍实现销售收入 34147 万元，净利

润 3425 万元，销售利润率为 12.2%，

经营情况基本正常。 但今年年初，由

于该公司法人代表黄鹤受国际赌博

集团引诱，参与大额赌博，欠下巨额

赌债后外逃， 造成公司经营整体瘫

痪。

波特曼咖啡企业主因经营不善

出走造成相关门店停止经营。 波特

曼咖啡实际控制人严勤为拥有 3 家

公司， 分别经营中餐、 西餐、 快餐

以及橄榄油等多个行业， 但其自身

经营能力不足， 最终导致企业倒闭。

在波特曼咖啡品牌逐渐形成后， 严

勤为转型扩张开了数十家快餐店，

投入大量资金后却没有及时回本，

之后他又推出主营海鲜的港尚记酒

店， 也出现了巨额亏损， 同时他又

投入资金开出 4 家卖橄榄油的店，

使得自身资金周转越发困难。 有传

闻称严勤为夫妇向民间借入高息资

金， 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不得不出

逃躲债。

乐清三旗集团经营战线过长又

遇内部变动陷入破产境地。 近年来，

乐清三旗集团除经营电缆及相关上

下游产业外，短时间内投资组建了多

家子公司，经营范围扩展至塑胶、房

地产、酿酒等行业。 此外，该企业通

过子公司在江苏太仓购买了一个庄

园，在江西高安购入一块土地。 由于

经营的行业过多，投资的战线过长，

使得该企业的资金运作顾此失彼，面

临极大压力。 同时，企业内部经营管

理层发生纠纷导致管理层变动，再遭

遇原材料价格大幅涨价，最终导致企

业陷入经营困难而倒闭。

3 家企业倒闭

系自身原因

核

心

提

示

入夏以来，尽管天气愈来愈热，位于长三角

和珠三角的中小民营企业却有“过冬”的感觉。

传言不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