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12月30日 星期五
编辑：郭志明 E-mail：guozhiming007@163.com 校对：筱华 美编：马丽 B11

距离春节已经不足一个月了，东莞企业
“用工荒”问题在今年到了最严重的时候。

东莞某鞋企负责人王金阳表示：“特别是今
年，春节比以往来得更早一些，所以就有很多人
想早点回去，就我们企业来讲，正常的时候有
1000人左右，到了现在我们就只有接近九百人，
也就少了一百人等于是少了10%的比例。”

12月1日，珠海最大的外资企业伟创力打
出“大量招募35岁至50岁的识字工人”的招聘
广告。识字就能进世界500强企业，门槛低得令
人深思。

另外，几家玩具、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企业
负责人也表示，年底这段时间，随着员工流动
的逐步加剧，企业用工难题进一步凸显。
“用工难、用工贵”已经明显影响了沿海制

造业的发展壮大。深圳市70%以上的中小企业
对工人“难招难留”反映强烈。东莞市劳动保障
部门的调查显示，有48.93%的中小企业劳动
力缺口在10%以上。
订单波动加剧与用工荒叠加

有专家表示，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方面面
临出口订单波动加剧、短单小单比例持续上
升的困局；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招工难、用工紧
缺的局面。这种两种现象的反常叠加，向市场
发出了强烈的警示信号。

在双重因素作用下，东莞不少企业不得
不关停。
“今年1至10月份，东莞关停外资企业450

余家，其中港台企业占到八成，以中小企业和
小微企业为主，服装、玩具等传统产业占多

数。”东莞市外经贸局局长黄冠球回忆说，2008
年，在美国次贷金融危机的席卷下，东莞的外
资企业关停了865家，2009年是657家，2010年
是585家，今年1至10月份则是450多家。

今年10月上旬，拥有500多名工人的东莞
万里鞋厂，出现了老板“蒸发”的事件，这个厂
主要为欧美品牌加工生产中高档女鞋。几乎
在同时段，位于厚街的和成鞋厂以及位于虎
门的双桅鞋厂也双双关门，导致数百名员工
失去工作。

业内人士指出，全球市场经济持续低迷
导致无单可做，客户和供应商的货款两头紧
逼导致资金链断裂，生产成本高涨和汇率变
化导致无利可图。这三大因素是造成这些企
业倒闭的直接原因。

东莞市虎门镇一家服装加工厂的负责人
说，海外订单呈现变小变急的特点，这个变化
在近两年来特别明显。以往该厂一张订单的
下单数一般在两三万件，现在则缩小到五六
千件，甚至有1000多件的小单。对这些订单，
企业利润并不多。
除了订单的瘦身外，东莞的众多外贸企

业还面临劳工荒，这种状况在一些纺织服装、
制鞋类劳动密集型企业中表现尤为明显。记
者在厚街、虎门等镇的工业区采访时，常常可
以看到工作人员在厂门口摆一张桌子现场招
人的场景。“厂里一些订单要赶在年底前交
货，而今年过年较早，很多工人都希望赶早回
去过年，更加不好招人了。”一位在虎门白濠
一家服装厂门前摆摊的员工无奈地说。

企业被逼“出逃”致园区空置

东莞目前的这种局面让不少企业有了迁

走的想法。
东莞一家电子公司总经理表示，公司已

经将生产基地迁到了湖南的郴州桂阳。
去年，这位总经理曾到江西、广西、湖南等

省区考察合适的厂址，选定郴州桂阳的原因
是，尽管这里电费、运输成本比东莞高，但厂房
租金和工资水平较低，综合成本跟东莞基本持
平，更重要的是桂阳能招到足够的工人。

事实上，担心出现“用工荒”，是珠三角企
业“出走”的最大原因之一。

此外，一些大厂的投资计划也出现了“去东
莞化”的倾向，东莞部分工业园出现空置现象。

位于东莞市东城桑园工业区内的东莞
万士达，是台湾胜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设在
大陆的两家制造工厂之一，拥有工人2万多
名。胜华科技同时是苹果iPhone触摸屏的供
应商之一。因为东莞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该
公司在今年初的时候做出了在越南北部北
江省投资1亿至1.5亿美元建厂的计划，新建
工厂同样是负责给苹果iPhone和iPad生产触
摸屏。

一家服装公司正筹划去到江西和湖北分
别开厂，该公司负责人说，当年跟他一起创业
的老板们从前年开始就陆陆续续地到内地开
设工厂。“企业将工厂从东莞搬到内地，除了
土地价格便宜，重要的是可以招到工人”。

对于更多的中小企业来说，虽然有心搬
走，但有些“心有余力不足”，正在陷入两难境
地。

高额搬迁费，对大多数利润微薄的加工
制造企业来说，也是不能承受之重。东莞金边
金属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达邦曾表示，他
没有考虑转移，会继续留下来，因为厂房、土
地都是长年租约，贸然搬走损失不小。

尽管，各方面正在加大力量扶持温州的
中小企业。但温州中小企业远未脱离“苦
海”。 温州人做生意一般有两次结算时间，一
个是中秋，一个是春节。年关如何度过已经成
了温州企业老板们最头疼的难题。一旦企业
资金链断裂，企业将不得不倒闭。

曾在浙江地区调研的中国社科院工经所
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罗仲伟表示，当地的
一部分企业家认为更大危机是在明年上半
年，如果撑不住，很可能要成片倒闭，形成真正
的“倒闭潮”。

至 10月末浙江 228名老板跑路
在浙江的调研过程中，罗仲伟发现，目前

企业的债务拖欠严重，使得自身的资金需求
加大。目前企业的订单没有问题，但是很多资
金暂时收不回来，有些大企业因为资金紧张
给下面的供应商票据、信用证，只能半年以后
才能拿到钱。

钱殇的阴霾如梦魇一般笼罩在温州之
上，10月温州，断贷围城。但在当地人看来，这
场声势浩荡的危机早在今年 4月份便已敲响
警钟：位于温州龙湾区的江南皮革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鹤“失踪”。据报道，黄鹤是因参与赌
博导致资金链断裂、负债 3亿元出逃了事。

让人不曾想到的是，这件看似单纯的个
别事件却犹如星星之火一样，有着燎原之势；
而跑路似乎也像瘟疫病毒一般，在企业主中
间肆虐传播。
“老板跑路”似乎已经成为时髦语言。
北京大学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秘书

长黄篙博士说：“年底正是民间借贷资金和银

行贷款的回收高峰，也是工人工资、奖金发放
以及供应商清款的高峰。目前资金形势严峻，
如果不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年关之前可能形
成一轮更严重的危机。”

尽管“国九条”要求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财
政扶植，可当地媒体说，不少中小企业依然无
法从国有银行顺利贷款，不得不继续依赖民
间借贷。就是温家宝总理亲自视察过的温州，
情况也没有根本改善。某民营企业董事长助
理说，民间借贷虽然利息高，却依然比银行贷
款容易。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

为，高利贷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温
州因民间借贷导致的破产情况非常严重且仍
在蔓延。温州 36万家中小企业中已有 20%歇
业或停业。

而原材料涨价的现实也让温州的中小企
业无法承受。

一家橡胶制品企业负责人表示抱怨，原
材料价格飙升，让企业难以承受。该负责人说：
“拿天然橡胶做比方，2009年是 2.3万多元。到
今年 6月份，已经涨到 3.5万多元，涨幅到
60%多。”
年关将至跑路潮或再现

近来，温州中小企业倒闭潮成关注焦点，
10月 12日，国务院出台涵盖信贷支持和税收
优惠等在内的 9 项措施扶持小微型企业发
展。“国九条”给小微企业送来及时雨，但也有
专家认为，目前企业存在问题不仅是资金紧
张，深层次的原因是企业没有完成创新转型。

无论外贸还是内销，近几年温州的眼镜、
打火机、锁具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目前都面临
利润微薄的艰难局面。依靠低工资、低生产要

素价格赚钱的日子已经成为历史。这样的形
势也倒逼温州的部分中小企业深入挖掘自身
的潜力，或是转变自身的生产方式，进行转型
升级。

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的《2011年中小
企业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调研报告》指出：今
年 1至 7月，我国规模以上企业运行状况良
好，但困难企业更加困难，特别是小微型经营
困难加剧，中小企业整体利润只有 3%，有
60%至 70%的企业面临严重的生存困境。

有专家认为，在当今制造业的微利时代，
中小企业如果还是按照老模式老方法，靠低
价和数量求生存，即使不被市场淘汰也要被
高涨的 CPI所吃掉。中小企业只有走自主创
新之路，积极进行技术升级转型，提高产品附
加值，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从制造到创
造”，才能在日益竞争激烈的市场上立于不败
之地。

贵州六盘水恒远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邓兴贵认为，目前浙江等地中小企业
出现的危机，从表现上看是受宏观调控和资
金链断裂所致。但其实质因为大多数中小企
业未能完成创新转型，当前的危机其实是
2008年金融危机的延续。因为，浙江等地中
小企业多属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随着国际
大环境的改变，其生存状态危机在 2008 年
已暴露无遗。2008年金融危机原本是企业转
型升级的一个契机，然而由于国家宏观政策
的调控，大部分中小企业很快得到恢复，未来
得及成功转型。

专家表示，要引导中小企业加快转变发展
方式。发挥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的作用，重点支
持中小企业加强技术改造。继续实施中小企
业信息化推进工程和创新能力建设、创办小企
业、管理提升等计划。

老板“跑路”

东莞用工荒

本报记者 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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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扎堆倒闭”引发辩论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 12月 26日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工信部将推动出台包括减轻企业负担在内的支持中小
企业一揽子政策措施，这些措施有望在明年上半年出台。苗圩
表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一揽子措施将包括提升中小企业
素质，各地建立中小企业服务平台，扶持创新型企业，减轻中
小企业负担等。今年 10月，中国出台政策提高小型微型企业
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将小型微型企业减半征收所得税政
策延长至 2015年。但是中小企业负担还包括繁多的行政性收
费。

2012年将再出台促中小企业发展措施

丁莉是靖江市一家科技公司综合管理部主任。12月初，
她见到记者时“大倒苦水”：厂里准备扩大再生产，投了 500万
元搞地基，设备预付款 3000万元也汇了。可眼下，企业还有
5000多万元欠款收不回来。和丁莉所在的公司一样，越来越
多的企业受困于“三角债”。12月中旬，国家统计局泰州调查
队调查结果显示，近九成规模以下工业企业有应收账款共计
1.07亿元，户均 90.3万元，同比上升 17.7%；73.1%的规模以下
工业企业有应付账款共计 6900万元，户均 58万元，同比上升
51.2%。从“三角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看，企业应收账款占比
为 34.6%。

部分中小企业陷入“三角债”

时近年关，在广州生产纸质品的工厂老板肖先生有些烦：
“通过担保公司名义上向银行贷款 400万元，实际到手却只有

140 万元，担保公司扣留的 200万元反而还不上，不仅如此，
我的信用记录也被拖累！”尽管国家一再出台政策支持中小企
业，但在市场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在贷款时遭受的
“潜规则”不少，担保公司和银行都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
色。业内人士分析称，这种金融系统的乱象不仅增加了企业经
营成本，还令整个金融系统风险加大。

中小企业贷款遭遇担保潜规则

新疆计算机应用开发中心、新疆科力先进制造技术责任
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和新疆建筑
材料研究院 4家单位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的首批国家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评审工作中脱颖而出，经过公示
之后，这 4家企业即可荣膺“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
台”称号。工业和信息化部于 11月 27日—28日在北京组织
召开了“全国中小企业工作座谈会”，按照程序在评审和公示
之后，对全国首批 99家“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进
行授牌。

国字号平台服务新疆中小企业

在资金链紧张、中小企业倒闭不再鲜见的背景下，以重庆
为代表的西三角经济圈为何风景独好？“这得益于重庆地方国
有金融企业和以国资主导建立的担保公司、租赁公司，有效解
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11月 24日，渝富公司党委书
记刘良才这样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通过渝富公司出资，
引入国家开发银行、长江三峡总公司，组建全国最大的三峡担
保集团，已为库区和中小企业提供担保贷款 325亿元。”

重庆中小企业风景独好

广交会上，传统纺织服装出口企业流露出的心态就一个
字：难！欧美市场因债务危机需求大减，想在国内市场树品牌
也非一日之功。不少企业即使亏钱也做，只是为了留住老客
户。据了解，这届广交会上部分中小企业，很可能熬不到下届。
在连续参加 20年共 40届广交会以后，深圳纺织出口企业老
板何先生，把经营数十年的企业关闭了。他算了一笔账，订单
缩减到不足原来的 1/10，人工成本上涨到两年前的一倍多，劳
心劳力。如果遣散员工出租厂房作为办公楼，每年稳赚过百万
元，省心省力。

广交会见证出口型企业困境

10月 28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三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
向统计报告。统计显示，三季度末，金融机构中小企业贷款 (含
票据贴现 )余额 20.76万亿元，同比增长 17.5%；前三季度增加
2.26万亿元，占全部企业新增贷款的 68.4%，比上季末提高
3.9个百分点。今年 5月，银监会出台了《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
一步改进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通知》；在此基础之上，今年 10月
银监会又发布了补充通知，在机构准入、风险权重计算等方面
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差别化监管和鼓励政策。

前三季中小企业贷款增长 17.5%

有关于中国的中小企业是否已经出现了“倒闭潮”的争论
愈演愈烈，媒体与官员的口水战打了数个回合。有观点认为，
在长三角、珠三角出现融资困难甚至倒闭的中小企业中，有相
当一批是投资房地产或金融市场而失败的，有部分是从事高
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行业的，有相当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
它们的倒闭是我国经济转型“必然付出的代价”。 工信部发
言人朱宏任表示，目前没有出现企业扎堆倒闭的情况，但部分
中小企业的情况确实比较困难。各部门已在财税、金融等方面
给予了政策的倾斜，并增加了信贷支持。

·
年
度
现
象

圆园员员年以来，沿海多个省份致力于打造“隐形冠军”的实
践。在广东的制鞋行业中，瑞洲科技有限公司就是这样一家企
业，年产值虽然只有 源园园园多万元，但其却是国内柔性材料切
割系统领域排名第一的供应商。浙江省发布的中小企业“十二
五”发展规划中提出，将推动全省中小企业在成长目标上向
“专精特新”发展，打造一批“隐形冠军”。上海也同样设立专项
资金，引导中小企业往“专精特新”方向发展。

12月 28日，来自绍兴、义乌和东阳、浦江等周边县市的许多中小企业在义乌人力资源市场招工，以应对春节期间用工荒 CNS供图

创业板推出带来的 孕耘 热热度不减。中国股权基金协会
会长邵秉仁认为，股权投资今后能够成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的主力军。温州龙湾区今年 员员月提出打造 孕耘强区，募集 缘
亿元创投基金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员员月，上海市促进中小企
业发展协调局副主任葛东波透露，目前全市辅导备案以及向
证监会上报 陨孕韵申请材料的中小企业已达 怨园家。当时，已有
源园园家企业进入上市培育库，愿园园家企业进入“后备库”。

孕耘热推动中小企业 陨孕韵步伐

多省份打造中小企业“隐形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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