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有关数据统计，虽然 2011 年上

半年我省新增贷款同比增长了20.5%，

但仍分别比上年末、今年 3 月末下降

2.7、1.5个百分点，导致中小企业融资更

加困难。

进入 11 月，16 家上市银行今年三

季度成绩单也已全部“张榜”，净息差

收入依然成为业绩增长的主要推手，

究其原因，当前货币政策紧缩、贷款额

度收紧，则进一步造成了市场对信贷

资金供不应求的局面，给予银行议价

空间。

芜湖恒鑫铜业集团上半年经营报

告中提出，由于国内为应对通胀采取了

金融紧缩政策，导致企业融资异常困

难，融资成本增幅较大。“上半年账务费

用增加88万元，主要就是年初央行两

次加息及银根紧缩下利率上浮所致。”

恒鑫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

前面临企业负担中，国内输入型通胀压

力剧增，央行在半年内5次上调存款准

备金率，2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的从

紧政策，给公司原料采购工作带来了严

峻考验。

中小企业成长之“痛”

融资的“坎儿”到底卡在了哪？
信贷总量压缩，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小企

业经营构成了压力，但整个社会经济体系

中，并不存在流动性短缺的问题。“中小企业

融资困难加剧的主要原因，与其自身的资金

链脆弱，缺乏风险‘免疫力’有着必然联系”。

在通胀预期较强的背景下，中小企业的原材

料、人工成本、能源成本和融资等各种成本

大幅上升，导致了其融资需求的快速增加和

融资成本的不断攀升。

同时，由于市场原因，中小企业很难将通

胀带来的成本上涨压力转嫁给产业链的上下

游和消费者，造成了企业的赢利水平、内部积

累和内源融资能力受到严重影响，增加了中

小企业对外源融资特别是银行贷款的需求。

安徽华茂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纺织行

业一直都处于微利水平。一方面，很难通过

相应地调整产品价格来降低经营成本。另一

方面，纺织企业在“保利润”和“保客户”之间

做着艰难抉择，不惜一切避免牺牲利润保客

户的高成本做法。在上述情况下，中小企业

融资困难可想而知。

三季度以来，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的事

件陆续出现。无论是原材料供应还是产品配

套，中小企业和大中型企业都是密不可分

的。中小企业资金链危机会以种种形式向大

中型企业传导，若不能恰当有力地处理好中

小企业资金链危机，势必会对金融业和实体

经济发展造成隐患。

企业有需求，银行有需求，两者却无法顺

利对接上，中间缺的究竟是什么？信贷压缩

了部分银行额度，民间融资利率难以承受，

小微企业发展无路可走。许多企业、银行和

投资机构越来越发现，不解决信息对称问

题，融资难就无从解决。

据统计，安徽省银行业到目前给小企业

的新增贷款同比增长已达56.67%。“不是我

们银行不想贷款，实在是找不到合格的贷款

企业。”面对中小企业的诉求，不少银行机构

诉苦道。而在这种情况下，更是进一步制约

了其融资发展。

现在出现一种现象，许多银行出于风险

等考虑，宁愿将资金贷给实力雄厚的大企业，

也不愿意向中小企业“雪中送炭”。“这逼着企

业不得不转向民间借贷，有的年利息动辄

15％或是高达24％，这让利润微薄的中小企

业不堪重负。”某银行负责人告诉记者。

与此同时，即使是能贷到款的中小企业，

也难以承受高昂的融资成本。省经济运行处

处长汪小建在近日合肥市庐阳区专场银企对

接会上表示：“融资难是企业发展很大的障

碍，很多中小企业的小额贷款利率是银行的

3~4倍，而企业的利润最多是10%。政府现在

给企业的补贴是银行同期利率的30%~60%，

担保公司方面的利率，由政府补贴50%，主要

补贴给急需融资的中小型企业。”

近年来，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先后遇

到各种不同问题的困扰。2008年的融

资问题，贷款难；2009年的市场问题，出

口订单锐减；2010年的用工问题，普遇

“用工荒”。从我省情况看，中小企业面

临的困难主要表现为“四荒一高”，即：

“钱荒”、“电荒”、“用工荒”、“地荒”和生

产成本高。

安徽省政府政策研究室发文指出，

对当前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影响最大的

困难当属“钱荒”。据调查，全省约有

30.2%的中小企业存在融资困难，25.4%

的中小企业存在流动资金紧张，贷款需

求满足程度低。

此外，由于中小企业融资多为

抵押贷款、担保贷款或民间贷款，融

资成本远远高于基准利率。如凤台

县新建工贸公司的担保贷款利率高

达 2 分，有些企业甚至还有更高的

付息。

省政府政策研究室分析指出，中

小企业钱荒与其融资担保体系建设滞

后紧密联系。即使已成立的政策性贷

款担保机构规模也较小，商业性贷款

担保机构发展较慢，为中小企业贷款

担保融资渠道仍然较窄。又由于抵押

财产变现难等风险因素，银行一般更

愿意接受担保贷款，因此，如何为中小

企业贷款提供有效担保亦是目前面临

的一大难题。

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对资金的需求

越来越大，其外部融资的正规渠道融资

受到的约束却在加深。

“中小企业在正规渠道无法融资

的情况下，部分小企业不得不转过来

向非正规渠道进行融资。再加上今

年以来，为了防止通货膨胀宏观的银

根紧缩政策也进一步缩窄了中小企

业融资的渠道。”

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非正规

渠 道 融 资 不 受 监 管 ，本 身 风 险 很

高。这些弊端中小企业其实是知道

的，但为了生存却不得不选择这条

路。“就像纺织业，利润薄，光是棉花

成本就占到总成本的 70%左右，成

品的销售率为 17%，收入产出比严重

不对称。”

目前，安徽的中小企业仍主要

是以劳动密集型、低成本作为竞争

主 要 武 器 ，很 难 支 撑 高 成 本 的 融

资。但是，中小企业又希望能够通

过这种非正规的融资渠道，来缓解

融资难题。“这就很容易陷入恶性循

环之中。”

企业资金链脆弱
缺乏风险“免疫力”

症状一：

银企信息不对称现象频现

症状二：

中小企业发展普遍面临“四荒一高”之困症状三：

宏观紧缩性调控政策“雪上加霜”症状四：

非正规融资渠道干扰严重症状五：

“中小企业融资”的问题年年提，但依然未得以有效解决，反而在今年愈发突出。由于受原材料与劳动力成本上涨，国际需求

放缓与国内货币政策趋紧等影响，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更是雪上加霜，困难重重。

虽然近来不少银行纷纷走上转型道路，大力推进银企对接业务，但仍有很多中小企业“一贷难求”，急需“解渴”。这其中，因贷

不到款资金链条紧张矛盾凸显，进而被迫转向高利率民间借贷的企业也不在少数。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记者 何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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