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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5 日， 央行实施第一次

降准，意图释放流动性，破解小微

和三农企业融资困局。

5 月 30 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

确定进一步减少和规范涉企收费、

减轻企业负担，部署落实和加大金

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6 月 16 日， 央行进一步扩大

“定向降准”范围，对符合审慎经营

要求且“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

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下调人民

币存款准备金率 0.5个百分点。

7 月 23 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

提出缓解企业融资成本过高的十

条政策措施。

7 月 24 日，银监会发布《关于

完善和创新小微企业贷款服务提

高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水平的通

知》， 允许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在

银行办理续贷。

8 月 1 日，证监会视频会议研

究部署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多措

并举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意

见的十项具体措施。

8 月 10 日， 央行增加再贴现

额度 120亿元，要求全部用于支持

金融机构扩大“三农”、小微企业信

贷投放，同时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

完善再贴现管理， 引导金融机构扩

大对“三农”、小微企业信贷投放。

8 月 14 日， 国务院办公厅公

开《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

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 进一

步细化和督促落实前述会议提出

的金融新国十条，并对每一条意见

指定了相应的负责单位。

●天津

2 月，天津市科技与知识产权

工作会议表示，实施科技金融结合

示范工程，建立 100名科技金融专

员队伍，新增科技金融对接服务平

台 4 家，力争服务企业达到 15000

家，帮助企业融资 200亿元。

●海南

3 月，海南省政府印发《关于

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的

实施意见》，提出缓解融资难题，进

一步帮助全省小微企业拓展融资

渠道。

●云南

2 月，云南省政府针对科技型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设立奖励政策，

符合条件的企业可获得无偿资助

或贷款贴息两种支持方式。

3 月，云南省举办中小企业融

资能力提升及融资服务对接活动，

为昆明市近 100家创新创业、优秀

成长型中小企业搭建融资平台，提

升企业融资能力。

●河北

3 月，河北省出台《2013 年中

小商贸企业国内贸易信用保险补

助项目操作办法》， 采取财政补助

方式，支持中小商贸企业投保国内

贸易信用险，鼓励保险机构帮助中

小商贸企业进行保单融资。

●山东

5 月，山东省科技厅等部门联

合出台《山东省科技型小微企业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暂行办法》， 明确

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操作规范、贴

息和评估补助、 创新金融服务、合

理确定贷款期限和利率等方面的

内容。

●贵州

7 月，贵州省工商局印发《扶

持微型企业贷款实施方案》， 贵州

省微企办将牵头建立扶持微型企

业发展信用体系，采取政策叠加的

方式建立“打捆贷款”机制，每年单

列 30 亿元信贷规模支持微型企业

发展。

●安徽

7 月，安徽省经信委发布公告

称：安徽省将为意欲直接融资的中

小企业建立后备资源库。按照融资

类型，该后备资源库由上市后备资

源库、债券融资后备资源库和场外

市场挂牌后备资源库等三大子库

构成。

（以上文字由本报记者王莹、

实习记者李致鸿整理）

在政府大力支持中小微企业

融资的背景下， 小微企业融资

难、 融资贵的问题为何仍难破

解？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中

了解到， 尽管各项政策措施不断

出炉， 但是很多企业却表示“没

有感觉”。

让陈志军最为不解的是，虽

然高层一直强调帮助中小微企业

解决融资难问题， 但在实际的生

产经营过程中， 企业并没有真正

地感受到（政策的作用）。

“最近我们去银行问，政府表

态帮助中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问

题， 银行有没有具体措施， 得到

的答复是， 目前没有具体变化。

我们不清楚是政策最终落实需要

一定的时间， 还是基层银行没有

积极响应， 总之， 我们感受不到

新的变化。 ”陈志军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表示。

贺国栋也认为， 中央政策的

方向性是正确的， 但落实的效果

并不是很理想，“我们不知道政

策的落实要经过多少关卡， 为什

么雷声大，雨点小呢？ ”

感觉政策难落地的还有做农

业化肥类生产的小型加工企业主

王显生。 他向《中国企业报》记者

表示， 虽然每年一号文件都是关

于“三农” 的，“但是就是在基层

实施不了，难落地。 ”

谈到贷款问题， 王显生更是

表示无奈，“由于农业使用资金

有一定的周期性， 跟其他工业生

产稍微不同， 真正到实施阶段

时，（银行）就会问有没有抵质押

品， 例如房产之类。 如果没有抵

质押品，还是很难贷到款。” 王显

生说。

段先生是江苏金湖县金北镇

张方村的土地流转大户， 这几年

他联合几个种粮大户， 流转面积

上千亩。 今年以来，支持“三农”、

小微企业融资的新政不断出台，

让他充满期待。 然而，近期，他向

农村合作银行提出贷款申请，但

因为没有可抵押资产， 找不到担

保，款依然没贷到。

数据显示， 央行披露上半年

小微企业新增贷款 1.03 万亿元，

比去年同期仅多增 26 亿元，而这

距去年 7 月国务院发布“金融国

十条” 支持小微贷款政策几近一

年。

不过， 并不是所有新政都存

在难落地的问题。 7 月 24 日 ，

银监会发布《关于完善和创新小

微企业贷款服务提高小微企业金

融服务水平的通知》， 允许符合

条件的小微企业在银行办理续

贷。《中国企业报》记者调查了解

到，这一新政落地情况良好。

“我之前就和招行上海分行

申请了贷款，7 月底，银行跟我承

诺说， 如果我的个人信用报告没

有逾期记录、 我企业结算流水正

常的话，直接可以自动转贷。 ”上

海地区一个服装批发个体户刘女

士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

时表示， 这样她只要维持企业诚

实守信经营就可以了。

而对于小微企业而言，期待

的是更多政策的落地。 “政策制

定和执行的部门应该多到企业走

一走， 看一看实际情况， 而基层

银行可以把中小微企业召集起

来， 听一听企业的心声， 不相信

一点办法也没有。 ”陈志军说。

尽管政策在不断发力，但贷款

难题仍然始终困扰着众多小微企

业，在他们看来，银行的门槛实在

“太高了”。

浙江一家新成立的主要做纺

织机械垂直领域研发和生产的公

司负责人刘明昌对《中国企业报》

记者表示，由于研发、用工成本高

企，资金开始捉襟见肘，原计划 6

月开始陆续增加生产设备，扩大产

能，但贷款难题却成为掣肘。

“现在根本贷不到款， 尤其是

新成立的公司，没有相关的信用记

录，根本不愿意给我们贷款。 从 7

月初开始一直吃闭门羹拖到了现

在， 目前只能是保证原来的生产，

发展的事情先不考虑。 ”刘明昌对

记者如是表示。

深圳鸿奕博科技有限公司成

立于去年年底，是一家德国品牌的

一级代理商。 谈及贷款难题，这家

公司的总经理陈志军也是一肚子

“苦水”。 在他看来，银行的门槛实

在太高，因此通过银行融资可能性

微乎其微，但是“民间信贷又不敢

接触，担心没几年就把企业赔进去

了”。 这让他苦恼不已。

觉得银行门槛高的还有深圳

市兴吉胜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贺

国栋，为了从银行贷到款，他只是

在做一些收益较高的大项目的时

候才敢去和银行谈，一些小项目所

需的资金就去找亲戚、 朋友借，但

即便这样，成功贷到款的机会也是

微乎其微。 甚至有时为了贷款，需

要把房子抵押出去，“在外面打拼，

不就是为了让老婆孩子有一个安

安稳稳的家嘛，自己都觉得不好意

思回家。 ”

对于 7 月贷款数据增长低于

预期， 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人民币贷款骤减与商业银行不良

贷款率已连续 11 个季度上升有

关，信贷资产质量管控压力有所加

大，金融机构贷款投放，特别是对

一些信用风险集中暴露的地区和

领域的贷款投放更为谨慎。

业内人士向《中国企业报》记者

透露， 从目前的数据反映出银行机

构存在复杂和微妙的心态: 一是担

心继续支持中小微企业可能会拖累

自身信贷资产质量， 把小微实体经

济当成了“烫手山芋”；二是已出现

的中小微企业不良信贷资产让银行

心存畏惧， 怕继续支持反而会助长

实体经济的违规行为， 这迫使银行

在信贷投入上瞻前顾后、谨小慎微。

据了解，目前长三角部分地区

不良贷款率已超过 2%， 个别银行

不良贷款率甚至一度高达 5%。

“我们银行此前推出过信用贷

款、联保方式等，但风险太大了，政

策是支持小微企业，但银行也要考

虑经营风险，从 7 月开始我们都不

敢做信用贷款了，基本都要抵押。 ”

湖南光大银行某支行负责小微企

业贷款的内部人士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透露。

据浙江省工商联最新统计数

据显示，目前浙江省 300 多万户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中，超过 60%

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贷不到款。

【企业融资成本调查报告之一】

从融资问题上“拯救”中小微

企业的行动从未停止。 今年以来，

政府更是密集出台各项政策措施

支持实体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

融资， 力度之大引发各界高度关

注。

然而， 这些政策措施密集发

力的背后， 却是小微企业融资难

题仍未解的现实。数据显示， 7 月

份新增贷款数据骤降至 3852 亿

元，同比少增 3145 亿元，远低于

预期。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这实

际预示着中小微实体经济并没有

因为央行实施定向降准释放流动

性而拓宽融资面，融资难、融资贵

的局面尚未扭转。

而央行 8 月 1 日发布的二季

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亦佐证了上

述观点：从 2014 年以来的情况看，

部分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不

易、成本较高的结构性问题较为突

出。

与此同时， 7 月份非制造业

PMI连跌 3 个月至 54.2％， 创 6个

月新低，专家指出，这也从侧面反

映了中小微实体经济不景气的现

实。

一方面是融资政策的集中发

力，而另一方面却是中小微实体经

济融资困局仍未解，症结究竟在哪

里？

苦涩的鸿沟

本报记者 王莹 实习记者 李致鸿

在多数中小微企业贷不到款

的情况下，对于一些能够“有幸”从

银行得到贷款的企业而言，高企的

成本也让其苦不堪言。

据湖南某银行内部人士透露，

目前中小企业贷款利率在基准利

率基础上上浮 30%，放款时间需要

看公司资质及资料准备情况，而贷

款主体的资质直接决定贷款的价

格和审核的时间。

而据了解，大型优质企业的融

资成本则在基准利率附近，半年期

贷款利率为 5.6%， 而一年期为

6%。

湖南一家经销运动器材的小

微企业主刘淼对《中国企业报》记

者表示，“我们现在用自家的房产、

土地或者车子去银行作抵押，贷款

利率还要上浮 20%—30%。 在商业

银行贷款中，像我们这样的小微企

业主是以个人资产全额担保的。 ”

而亦有小微企业反映， 在贷

款过程中， 他们不仅要面临利率

上浮， 还不得不面对很多新增的

隐形成本。

“目前利率上浮已超过 30%，

加上担保、评估、财产保险（放心

保）以及公证等隐形成本，中小企

业实际融资利率已高达 15%以

上。 ”刘淼透露，有的银行贷款还会

搭配着让企业买理财产品或留下

一部分当做存款。

据知情人士透露，企业申请贷

款 500 万元，银行会说可以贷 600

融资政策阳光密集仍难照进小微企业的现实

不良率攀升银行惜贷

隐形成本高企是“老常态”

相关

今年以来中央及地方出台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新政

政令抵达“永远在等待”

万元，但是其中 100万元要拿出来

当存款或买理财产品。 这部分钱，

企业要付利息但不能作为

企 业 流 动 资 金 使

用。

“银行不会

强行在贷款合

同上捆绑，但是

当银行提出搭

售时，企业一般

是不会拒绝的。而这变

相地抬高了企业的融

资成本。 ” 刘淼表示。

尽管成本高企， 但是能通过

银行融到资金，已经非常幸运。 实

际上，不少小微企业由于难以迈进

银行的门槛， 不得不转求担保公

司、小贷公司、甚至地下高利贷等

民间资金。

湖南一位做烟酒生意的个体

商户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民

间借贷特别普遍，现在月利息在三

分（30%）以上，如果借 100 万元，

一个月的利息就在 3万元左右。通

常会借三到六个月， 光利息就是

9—18 万元。 但为了经营运转，又

必须借。

数据显示， 占浙江省中小企

业总量 95%的制造业中小企业

中， 能从银行渠道获得贷款的仅

占 1%，80%以上依靠自筹资金或

民间借贷。

王利博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