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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悬于中小

微企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虽然

政府也不断出台相关措施解决企业

融资难题，但效果似乎并不明显。 有

不少小微企业人士告诉《中国企业

报》记者，最近融资似乎更难了！

记者调查发现，对于中小微企业

来说，不仅达到银行授信条件十分困

难，就连小贷公司贷款的难度也在增

加。

银行授信条件苛刻

小郭是一家文化产业企业负责

人，近期资金链紧张想贷款。 但令他

没有想到的是，即便他的公司上半年

营业额已在千万级别 ，但依然很难贷

出款。

“今年想扩大规模， 不但新招了

人还投资了其他的项目和平台，现在

压在外面的钱就有几百万，加上一些

项目已经签约但款项还未结，我发现

公司账上的现金比较少了。 ”8 月 28

日，小郭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虽然从现在情况看不会对

公司经营造成影响，但如果有突发情

况资金就可能捉襟见肘了。 所以想贷

点款以备不时之需。 ”

随后小郭向记者出示了数份金额

在百万左右的合同并告诉记者， 这些

合同都是已经签订等待付款的， 时间

不会很长，11 月之前都能结账， 所以

他的贷款时间也不会很长， 仅为 2 个

月左右，金额也不高，仅为 60万元。

“令我没想到的是，这 60 万元我

贷不出来。 ”小郭向记者表示，“我还

是通过中介机构进行的贷款，他们说

我达不到银行的授信条件。 ”

记者随后联系了上述中介机构，

该机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60 万的

信用贷款只有上半年纳税超过 200

万元的企业主才能符合授信条件，小

郭的企业上半年纳税只达到了 80 万

左右，所以不符合银行的授信条件。

而对于这样的说法，小郭表示难

以认同。 他认为，税率有高有低，他公

司所在行业税率只有 7.5%，只看纳税

额不看营业额的做法似乎有些不合

理。

小郭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按

纳税 80 万元来算， 企业上半年的营

业额在 1000 万元

左右，照这样估算下去，整年的营业

额能达到 2000 万元。 如果按照银行

的条件半年纳税超过 200 万元来计

算，半年营业额会超过 2500 万元，那

么一整年的营业额就可能超过 5000

万元。

“就算银行的授信加倍也就能到

100 多万元， 对于一家营业额超过

5000 万元的企业来说，100 多万能解

决什么问题呢？ ” 小郭向记者表示，

“好在我并不是等米下锅， 而是以防

万一。 对于那些真正等着资金经营的

企业来说，将是非常困难的局面。 ”

小贷公司贷款条件加码

相对于银行贷款，从小贷公司融资

虽然成本高但由于其门槛低速度快，使

得其成为很多需解燃眉之急企业的选

择。 而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一些小贷

公司门槛和融资成本都在提高。

“银行的贷款条件达不到， 所以

只能从小额贷款公司借款。 但最近我

想用钱的时候发现，就连小贷公司的

条件也比以前高了。 ”9 月 2 日，一家

中小企业负责人杨先生向记者表示，

“以前还从那家拿过钱， 月息 3%，当

时不需要任何抵押， 只要有担保，签

了借款合同， 钱第 2 天就打过来了，

虽然利息高但非常方便。 但是最近想

用钱的时候之前合作过的公司方却

告诉我，现在必须有房产抵押并且要

做公正和登记，而且利息还从之前的

3%涨到了 3.5%。 ”

上述杨先生告诉记者，她和丈夫

都是外地人，来北京经营这家公司已

有 5、6年了。 今年公司规模和业务双

扩张，所以想融些资金，但没想到的

是就连从小贷公司贷款这条路都走

不下去了。

记者走访发现，杨先生的遭遇并

非个案，一些小贷公司确实出现了门

槛提高的现象。 有业内人士表示，对

于需要贷款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

业来说，最难迈过的就是必须有抵押

物才能放款这道门槛。

“挣的钱都用于企业经营和扩张

了， 没买过房子所以也没有抵押物。

眼看着企业扩张要完成了资金链出

了问题，这 2 个月能不能过去真不知

道，真是着急啊。 ”上述杨姓负责人向

记者表示。

银行小贷各有所难

一位接近小额贷款公司的人士

向记者表示，门槛的提高，说明坏账

率在增加，小额贷款公司不得不提高

风险把控，所以就出现了之前不需要

抵押登记而现在需要的现象。 而成本

的提高，可能是因为小额贷款公司自

身资金成本在提高，也就是说小额贷

款公司拿钱的时候就贵，所以放钱也

贵。 而这样做使得之前小额贷款公司

灵活、快速的优势被降低，而成本高

的劣势被增加，企业融资特别是中小

微企业融资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相对于小贷公司的高利率， 不少

小微企业表示仍然希望能从银行贷

款， 而一些银行也的确为小微企业融

资制定了相关服务措施， 但一些现实

问题的存在，却使得银行也面临挑战。

目前， 中国 16 家上市银行 2014

年上半年经营业绩均已公布，数据显

示，截至 6 月末，累计不良贷款余额

达 5580亿元， 其中 15家银行均出现

了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双

升”的情况。

有银行业人士接受媒体采访时

坦言，由于判断优质的小微客户并不

容易，银行确实比较谨慎。

一家城商行董事长认为，其实从

银行来说，目前对于小微企业的支持

力度已经是前所未有， 很多情况下，

银行也在急于寻找符合条件的企业

并发放贷款，但是很多问题并非银行

单方面可以解决的。 在目前信用环境

和信用氛围非常不理想的情况下，部

分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报表数据的

规范性和真实性欠缺，导致银行尽职

调查成本较高，这是导致融资难和融

资贵的原因之一。

继跑路事件之后，红岭创投 1 亿元单笔融资逾期再次

将 P2P 网贷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根据红岭创投日前的一则公告，该平台广州纸业项目

借款方失联，涉及借款本金总额 1 亿元。 由于案情复杂，

已经在广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 同时在深圳市福田

区法院立案。 因抵押物处置周期较长，全部借款将于到期

前由红岭创投先行垫付。

“像 1 亿元这样的大额融资， 已经超出了 P2P 网贷平

台风控能力的范畴，即使是银行也会比较慎重。 而且也不

符合 P2P 网贷对接中小企业融资的初衷， 中小企业的融

资需求通常在几十万， 这是跟银行针对大企业客户不同

的。 ”艾媒咨询 CEO 张毅表示。

亿元大标逾期

逾期事件缘于广州近期的纸业“地震”。

近日，广州多家大中型纸张贸易商出现经营危机。 其

中， 广东浆纸交易所的四家会员企业共计在红岭创投借

款 1 亿元，如今全部失去联系，交易所实际控制人、广州

市金山联纸业有限公司的郝艺远更是疑似“跑路”。

“目前律师事务所正与代理担保人进行谈判， 正在对

某项目股权进行评估， 担保人愿意以债转股形式处理红

岭创投 1 亿元的债权。 ”红岭创投董事长周世平透露。

在针对投资人方面，红岭创投在公告中声称，本次 1

亿元借款因为后续处理周期比较长，将在 9 月 10 日起由

红岭创投分批先行垫付本息，最大限度保护投资者利益。

但是有媒体援引业内人士的消息称，亿元坏账已经超

出了红岭创投千万元级别的风险准备金， 当务之急是引

进外部投资者。

红岭创投也在公告中表示，短期必须以牺牲股东利益

来保护投资者，所以引进战略投资者是目前的重要任务。

将红岭创投注册资本增资到五亿元， 增资计划总额将在

八亿元以上，并在十月份公布风险备付金计提账户。

P2P 网贷融资区间鲜过百万元

事实上，这并不是红岭创投唯一的一笔亿元大标。

随着互联网金融行业的井喷式发展以及在业内良好

的口碑，红岭创投今年频发亿元大标，率先在行业里实现

了从一个大量中小型借款的平台变身大额借款的类信托

发行平台。 就在与广州纸业项目逾期的同一月，红岭创投

还发出一个 2 亿元的大标。

而多数主流 P2P 网贷平台中，通常以几万到几十万为

主要融资区间，超过 100 万的并不多。

“拍拍贷的借款额度是 3000 元至 50 万元， 首次借款

额度是 3000 元（渠道用户除外）。 后期累积信用逐步提升

额度。（渠道用户是指淘宝、天猫、阿里等用户）”拍拍贷客

服在接受记者咨询时表示。

翼龙贷一位人士也介绍说，贷款额度根据客户的信用

情况而定， 并根据借款记录等信用指标的变化有一个动

态变化过程，“信用是三级以上 15 万，房子抵押 30 万，有

商铺抵押 300 万。 不过现在只有一个过百万的。 ”

但是， 红岭创投强调 ， 其在风控方面未发现制度漏

洞，除了动产抵押存在不可控风险因素。 并声称这是一个

极为极端的事件。

不过， 关于该笔亿元额度融资是如何审批通过的，截

至发稿时间，尚未收到红岭创投的回复。

大额标的项目风险难控

翼龙贷上述人士称，P2P 网贷与银行的客户群体有明

显区别， 大额融资订单通常是银行所关注的，P2P 网贷的

目标群体是中小企业。 两者的市场都很大，没有必要去竞

争，去抢对方的客户。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依靠大单的支撑，红岭创投稳居

中国 P2P 网贷交易额前三甲。 不过，翼龙贷通过小额标的

的不断积累， 平台增速在整体行业中已经表现出了不错

的成绩，位居第八位。

91 金融副总裁吴文雄担忧的问题是，大额标的的 P2P

项目，风险已经不是某个人可以控制，融资方也不可能拿

两三千万的房产作为抵押， 一旦出现问题， 很难去找到

人。

“P2P 主要是信用贷款， 根据用户的借贷记录来决定

融资额度，这就决定了，其开始的融资额度不会很高。 随

着担保、抵押模式的出现，不少平台开始提高融资上限，

只是一旦发生坏账，担保、抵押物能否足值并套现难以控

制，红岭创投就是这样的问题。 ”张毅说。

有银行业人士表示， P2P 大单业务已经和银行的中

小企业授信业务在一定程度上重叠了， 但 P2P 并没有银

行严谨强大的风控与征信后台，所以，部分银行都无法避

免的坑，P2P 踩空跳进去，就再正常不过了。

不过，张毅同时表示，单笔融资额度屡创新高也有深

刻的环境原因，一方面企业有融资需求，在银行那里贷不

到钱，另一方面网民有投资需求，楼市有风险、股市又低

迷， 照着目前的态势发展， 单笔融资额度可能会越来越

高。

本报记者 郝帅

千万营业额企业贷不出 50 万元

红岭创投亿元坏账背后:

P2P大单之殇

本报记者 郭奎涛

今年债市流行叫“央妈”，概因

对央行管理的又爱又恨。 想起古时

候把衙门口的人叫青天大老爷，由

此看出古往今来老百姓对于监管的

敬畏。 然而， 怎样的监管是合法合

理，合情合预期呢？ 一个合理的监管

边际又在哪里呢？ 本期说一说证券

市场的监管。

有过外资金融机构从业经历的

人都有这个体会， 就是跟老外同事

解释清楚中国的监管体系是件头疼

的事情。 老外们也不容易，CBRC、

CSRC、 CIRC、NDRC 等等，这些监管机

构的英文名字， 经过中国同事的苦

口婆心说教后也可以说起来如数家

珍。 名字弄清楚了，但其监管内容以

及其总在动态变化的监管尺度以及

复杂微妙的相互关系则不是那么容

易掌握精髓的。 好在外语中有一个

词，dynamics，一语蔽之，不用多说，

西方人便大概明白这些事可意会不

可言传，也就放弃细究了。

西方人也不是没有监管， 只是

其监管重心后置，重在事后的检查、

规范以及惩戒。 西方人火力集中在

事后，用重典约束市场、约束从业人

员，让违规成本清晰且高企，从而达

到规范市场的目的。 比如说，安然和

安达信的倒塌， 对庞氏骗局的严厉

惩戒， 均让人们明白不论是企业还

是个人， 连最顶级的那些都一样可

以被拿下， 那自己最好还是都规矩

些为妙。 至于事前监管，比如融资的

审批等， 是基本不做。 比如海外发

债，不需任何监管审批，大家约定俗

成遵照既定的法案， 如不遵守则市

场自然不接受， 也就无需监管就自

然被市场踢出局了。 事中监管，以融

资过程中最核心的定价和配售为

例，则基本以规范和自律为主，权力

交给市场，让融资人、投行和投资者

自行博弈， 市场的力量自会将其引

向最合理的方向。 而对其中难免出

现的暗流，则用相关法条事后监管，

该查查，该罚罚。

反观我国监管框架， 首先就发

轫事前监管，事事需要审批，拿到批

文是企业首要任务。 由此，监管沟通

能力自然成为券商被衡量的首要指

标，投行里面多是书生意气，从业以

后以为校园里的知识可大放光芒，

未料真正闪光的是校园里的同学关

系。 债市的多头监管，是政府热衷事

前监管的最大明证。 然而事物总有

两面性， 中国债券市场这些年的长

足发展，多头监管确是立了头功。 监

管的竞争直接地带动了审批效率的

提高以及领域的拓宽， 从而直接体

现在债券发行和交易规模的大幅高

速提高。 在中国本土债券融资量屡

创新高并成为全球前三的债券发行

市场的时候， 还去口水横飞地指责

多头监管则不能不说有些不仗义。

如此说来，我们略加反思，应该可以

大致理解，在资本市场发展初期，在

当前大的政治框架之下， 事前的监

管并非阻碍市场发展的顽疾， 相反

在一定程度上有存在的必要， 只是

需要探讨审批方式的合理性和有效

性。 如不出意外，信贷资产证券化在

银监会将是备案即放行， 企业资产

证券化将是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管

理， 其他证券品种的审批在这些年

也都不断简化处理，不得不承认，事

前监管的边际正在越来越人性化和

合理化了。

说完事前监管我们再说说事后

监管。 事后监管的大锤，我们的主管

机构这些年运用得愈发娴熟。 不管

是证监会的稽查体系， 还是公检法

的经济相关单位，都紧跟市场脉络，

办了不少大事。 尤其近几年来事后

稽查做的是风生水起， 一些先进的

债券操作手法， 我们的执法机关也

都很快娴熟， 甚至有形成专业报告

而巡回演讲的。 从二级市场到一级

市场，从丙类户到理财投顾，我们的

监管机构绝不放过，毫不手软，股票

这边也不逊色， 比如对内幕交易核

查和处罚的手段皆先进且高明。 从

几个公布的案例来看， 掌握些许难

说是利好利空的非公开信息， 加上

连蒙带猜，最终投资亏损，还照样落

得个罪罚加身， 让人不得不唏嘘不

已。 事后监管已明察秋毫至此，从业

人员理性预期下自当人人规矩，不

敢贸然行事。 基于此，事中监管的形

式和标准需要抓大放小， 定大规矩

而不纠缠细节， 不能步步紧逼式的

管理和约束， 否则定会不必要的损

伤市场活力。 然而我们的事中监管

是这样做的吗？ 且听下回分解。

达萨

证券市场监管重在合理边际上突破

【企业融资调查报告之三】

资本达观

记者调查发现，对于中小微企业来说，不仅达到银行授信条件

十分困难，就连小贷公司贷款的难度也在增加。 王利博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