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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陶海青

““小微企业生存调查小微企业生存调查””系列报道之二系列报道之二

编者按：贷款难，对于小微企业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话

题。尽管国家政策一再强调放宽对小微企业的贷款条件限制，但

在银行眼中，小微企业无异于“鸡肋”，很难获得青睐。

银行审批严格、手续多、门槛高、时间长，也令急于用钱的小

微企业只能另寻门路。于是，民间借贷之风盛行，利率水涨船高，

小微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更加举步维艰。

小微企业贷款究竟有多难？

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发布的一项最新调查

报告给出的答案是：河南省小微企业“很差钱”。他

们对河南省 825 家规模以下工业企业的问卷调查结

果显示：目前，企业流动资金“很紧张”（缺口 20%以

上）和“紧张”的比例占到近 40%，而“有借款需求并

全部借到”的企业仅占 1.1%。

这绝对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数字。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不断出台各种政策和措施

扶持小微企业发展，但小微企业依然在苦苦挣扎，贷

款难这一“世界性”难题也始终没能破解，原因何在？

小额贷款公司“无钱可贷”

“总不能让钱闲着。”这句话出自浙江一位放贷人

之口。他告诉《中国贸易报》记者：“有资金闲着不用是

犯傻。有钱就要放贷，没有钱从银行贷款也要放贷。”

“没钱人往银行存钱，有钱人管银行借钱”。这

个看起来与财富多寡相悖的理论，却成为民间资本

活跃的真实写照。

两年前，汇鑫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作为济南市

第 10 家小额贷款公司，汇鑫开业第一天就赚了钱，营

业仅 3 个月，累计贷款金额就已突破 3 亿元。然而，

排队求贷的客户仍络绎不绝，为此，该公司启动 5000

万元的应急资金，但依然不能满足客户需求。

这不是个案。陈峰是重庆市渝中区融通小额贷款

公司总经理，他说，目前的贷款需求非常旺盛，希望从

他这里贷款的企业已经排起了队。这家有着 1.5 亿元

贷款额度的公司，在放出最近两笔贷款（一笔 300万元，

另一笔 50 万元）后，还剩下不到 50 万元的额度。“我的

可用资金基本上没有了，已经给员工放假了。”陈峰说。

在重庆、深圳等多个城市的县域小额贷款公司，

也常有工作日不开门营业的情形。“开门就得雇人

工、付水电费，一年就那几笔账，放款收账只拿个皮

包就把手续办了，何苦天天开门。”宁夏一位小贷业

内人士如是说。

目前，很多小额贷款公司陷入了“无钱可贷”的

尴尬境地。

按央行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金融机构获

得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 50%。在

一些小额贷款公司看来，50%这个额度实在太低了，

一个注册资本为 1 亿元的小额贷款公司，只能从银

行最高融资 5000 万元，限制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

缺钱，不仅仅是小微企业现在面临的问题，发放

贷款的小额贷款公司同样在为钱发愁，因为资金有

限，他们很难继续向小微企业“输血”。

另类资金游戏

小额贷款始于服务“三农”和服务“小微企业”，

但其背后的资金游戏却令人担忧。

在银行业，小额贷款公司与银行合作操作资金

已经不是秘密：银行放贷给小额贷款公司，小额贷款

公司放贷给企业，企业向银行还贷。

在这个关联过程中，资金仅在 3 个账户间进行

一次数字循环，并不会到小额贷款公司和企业手

里。对于银行而言，这个过程可以消除一笔不良贷

款。但循环一经结束，企业即对小额贷款公司产生

借贷，而且这笔借贷开始合法生成高额利息。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小微企业往往愿意参与。

“因为如果企业按时还了银行的款，就可以算作银行

优质客户，能从银行贷出更大规模的资金。”浙江一

家小微企业的老板一语道破天机。

而一些小额贷款公司其实看上的是企业股权，所

以从放贷的第一天起就紧紧盯着企业，盼着它破产，

准备届时以追债方式取得企业股权，进而控制企业。

小微企业为大企业买单

除了从民间借贷外，许多小微企业还是愿意千

方百计地从正规银行贷款，但他们同样窘迫。

山东省济南和正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孙志峰告诉记者：“小微企业获取的资源少，在银

行的贷款利率是在基准利率基础上平均上浮 30%至

40%，贷款利息超过 8%，再加上担保费和其他中间费

用，最后实际融资成本高达 12%。”

刘亮 10 年前从银行下海经商，在山东做琉璃生

意，深谙银行的潜规则。他说：“银行对小微企业放

贷，最高时，要上浮利率 50%，而且必须存贷挂钩、承

兑汇票、购买理财产品，实际贷款年利率能达到 15%

左右，甚至超过银行基准利率的两倍。”

即便这样，从今年 4 月份开始，从银行贷款还是

“一款难求”。

“对小微企业，银行贷款利率上浮 30%很普遍。

在东莞，有一家本地股份制银行的贷款利率曾经一

度上浮 60%。”广东一位银行业人士说，现在银行就

算将利率提高 60%，还是会有企业愿意贷款。

据河北的一位小微企业老板透露，融资时还要

支付账户管理费、融资顾问费等多项费用。即使获

得贷款，也无法获得全额现金贷款，其中很大一部分

由承兑汇票代替。

“银行贷款对不同企业的差别很大，国企的议价

能力高，在银行的贷款利率是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

浮 10%至 20%，其最后的实际融资成本在 4.5%左右。

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微企业在替大企业支付一部分

利息。”孙志峰神色黯然地说。

众所周知，银行趋利避险的商业属性将小微企业

挡在了门外。一位股份制银行人士对此的直接解释

是：银行不愿意和小微企业打交道，因为他们没有规范

的财务报表，加之贷款数额较少，银行担心贷款给他

们，坏账风险大，而且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时间，管理

成本大。更重要的是，收益低——这是一个不争的事

实。根据风险收益匹配原则，银行应该收取高利息。

对小微企业来说，一边是刀片般的微薄利润，一

边是增厚的信贷成本，其生存如履薄冰。

小微企业贷款难的背后真相

6.5、6.4、6.3、6.2、6.1……

人民币正以一种非常罕见的势头升值。来自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5 月 27 日，人

民 币 兑 美 元 汇 率 中 间 价 为 6.1811，较 前 一 交 易 日

上 涨 56 个 基 点 。 这 是 本 月 人 民 币 兑 美 元 中 间 价

第 6 次 刷 新 汇 改 以 来 高 点 。 从 今 年 年 初 至 今 ，人

民 币 对 美 元 已 累 计 升 值 1.72% ，超 过 去 年 1.03% 的

全年升值幅度。

而在这组数字的背后，却是中国外贸企业的苦

苦挣扎：以每 1000 万美元订单为例，人民币对美元汇

率差每变动超过 0.01，简单理解就是企业的利润“蒸

发”了 10 万元。

“人民币升值，让产品被动加价，今年浙江义乌

的海外订单普遍减少。在义乌，产品同质化竞争激

烈，产品价格上涨后，海外客户很有压力。听做服装

生意的朋友讲，他们的海外客户流失严重，已经开始

转移到孟加拉国、印度、泰国。为了留住客户，目前

即使不赚钱，也要接订单。”浙江省东阳市六环饰品

有限公司董事长蒋忠泉很无奈地说。

谈及小微企业在银行的贷款利率，蒋忠泉说：

“大约是 7.5%。”记者随即回应了一下：“你们这边很

低啊，山东那边超过 8%，加上其他成本后高达 15%。”

但没料到，蒋忠泉立刻很委屈地反驳说：“这可不低

啊。小微企业如此贷款，就等于给银行打工，为银行

赚钱，自己没有多少利润了。”

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已是大概率事件，为规避汇

率风险，中小企业另寻渠道、各显神通。近期，受人

民币升值影响，外汇贷款需求激增，一些企业转为申

请外币贷款。

老罗创办的母公司在浙江，旗下不仅有小额贷

款公司，还有在香港注册的离岸贸易公司，专门接

收海外订单，周转境外资金。母公司在某大型国有

银行有几亿元的授信额度，该行为老罗提供了几千

万元贷款。剩余的由该行的香港子行为老罗的香

港贸易公司发放贸易性融资贷款。香港的贸易公

司再以“ 预付款”的名义把从香港得到的贸易贷款

通过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方式，汇入老罗浙江母公

司账户。

老罗的贸易公司从香港得到贸易贷款，成本只

有大约 4%。这部分资金通过老罗的小额贷款公司转

贷出去，就可以拿到 10%以上的利差收入。

“这不是什么秘密，大家都在这么做。”老罗说他

很乐意从境外借入美元，其贷款利率更低，而且能从

汇率上进行无风险套利。

近年来，国家对小微企业可谓“呵护备至”。

从 2011 年 10 月 的“ 国 九 条 ”到 2012 年 4 月 的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

意 见》，国 家 从 金 融、税 收 方 面 相 继 出 台 了 一 系 列

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但相关问卷调查结

果却显示，大部分小微企业不知道有这么多扶持政

策；不同城市、不同行业的小微企业对政策扶持以

及税费减少的感知也有差异。能享受“减半征收企

业 所 得 税 ”政 策 的 企 业 仅 占 全 部 调 查 企 业 的

13.8%；得到过“ 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支持的企

业仅占 6.3%。

“第一个政策颁布后，还没落实，紧接着第二个

又出来了，谁还追究第一个到底有没有落实？甚至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第三个政策又会接着下来。于

是，等待、观望就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的选择。”

山东省济南和正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孙

志峰如是告诉记者。

采访中，有些小微企业反映，“知道有优惠政策，

但从未享受过”。至于政府出台的扶持小微企业政

策对企业有何影响，许多小微企业的回答是“没什么

感受”。因为银行对小企业的贷款额度很小，对他们

来说，就是杯水车薪，不解决问题。所以类似扶持政

策对小微企业来说没有意义。

优惠幅度较小，也会导致企业放弃受“惠”。比

如，优惠政策规定，企业年盈利 5000 元以下的，所得

税可减免 5%，算下来，企业每年只能少交 250 元，这

种政策对小微企业没有吸引力。再比如，在优惠政

策中，小型微利企业减按 20%的税率，照正常规定只

优惠了 5 个百分点，如果按应纳税所得额上限 30 万元

计算，其优惠税额也只有 1.5 万元；银行机构贷款印

花税正常按 0.5‰税率征收，事实上，政策优惠幅度并

不大。还有一个不言自明的理由是：税务部门有任

务量要完成，所以减税很难落实。

另外，按照税务机关现行规定，对企业所得税减

免实行审批管理，而小型微利企业的税收优惠备案

手续繁琐。

据记者了解，报审手续包括：《企业所得税优惠

事项备案报告书》、资产负债表、企业职工名册、当年

度每月工资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凭证、发放工资

清单、对照国家发布的产业目录对本企业从事行业

的说明，以及国税、地税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对于以上备案资料，多数小型微利企业无法全

部、及时提供，还有的企业甚至由于优惠税额少、认

定手续多等原因，自动放弃小型微利企业的税收优

惠政策申请。

不过，浙江省东阳市六环饰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蒋忠泉认为上述现象有情可原。他说：“这是一个过

程。政策要接地气，政策的落实要有一个过程。”

1.近两年，贵企业主要贷款渠道包括（可多选）（ ）

A.银行融资 B.亲戚朋友借款 C.内部员工集资

D.小额贷款公司借款 E.担保公司融资

F.典当行融资 G.其他企业借款 H.风险投资 I.发行股票 J.集合票据、短期融资券 K.其他

2.贵企业实际获得贷款的主要银行包括（ ）

A.国有银行 B.股份制银行 C.城市商业银行或农商行 D.村镇银行 E、外资银行

3.您认为目前银行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

A.贷款利率过高 B.服务作风差 C.办事手续繁杂 D.金融产品少 E.信息不透明

F.忽视中小企业 G.对中小企业不信任 H、其他

4.贵企业在贷款过程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是（ ）

A.缺乏银行愿接受的抵、质押资产 B.缺乏第三方提供的保证 C.信用评级无法达到银行标准

D.利率太高 E.金融机构评估能力差 F.缺乏与银行的长期稳定联系 G.贷款方存在歧视

H.缺乏政策或政策不配套

5.贵企业与国有企业、大型垄断性企业、外资企业竞争时遇到的最不公平现象为（ ）

A.用地、用电等不公平对待 B.税率的不平等 C.行业进入领域的不平等 D.银行融资不公平

E.项目投资、政府采购等不公平 F.各种变相和强制性收费太多 G.其他

6.贵企业希望政府和金融部门解决哪些问题？（可多选）（ ）

A.加大产业政策倾斜 B.降低行业进入门槛 C.减少税费（包括提高出口退税率）

D.加大财政补贴力度 E.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贷款要求，加强信贷支持 F.降低贷款利率水平

G.加强公共技术及信息平台建设 H.加强自主知识产权保护 I.营造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

J.其他（请说明 ）

7.近两年来，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哪些新情况新问题？

8.贵企业最需要哪一方面的政策支持？

9.您最希望工商联、行业商会为贵企业提供什么服务？

10.您最希望银行贷款服务如何改进？

（问卷请提交至zongbian@ccpit.org）

◆◆ 延伸阅读延伸阅读

博弈人民币升值

利好政策 可望不可及
◆◆ 调查问卷调查问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