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肥市长江西路213号

办公楼，全省首家网上金融超

市就坐落在这里。

“最近这一段时间，我

们也感觉到了银行贷款很

紧张，不光如此，小贷公

司也普遍非常谨慎”，昨

日，钟雷告诉记者，作为

“永不谢幕”的中小企业网

上、网下融资平台，在合肥市中

小企业金融超市“配对成功”的案

例不胜枚举。据不完全统计，最火爆

的时候，合肥市一成左右的企业贷款都

是通过这个金融超市办理的，但近段时

间以来，来求助的企业越来越多，而“牵

线成功”的案例却很不容易见到。

记者了解到，这家金融超市，是由

合肥市经信委联合在肥各商业银行、担

保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服务机构开通的，

目前已入驻各类机构 63 家，拥有注册

金融产品400多个，广泛适用于不同成

长阶段、各种类型的中小企业。

金融超市里发生的变化或许也还只

是企业融资困境的一个缩影。

缩影：金融超市求助多、“配对”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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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玮伟 宛月琴

钟雷是合肥市中小企业金融超市的一位工作人员，以往他总是忙着给银行和

企业之间“牵线搭桥”，但最近一段时间，他却很少能看见配对成功。“大多是企业

来求助，普遍反映现在银行放贷越来越紧”。而工行安徽省分行营业部小企业金

融业务部负责人姚斌却告诉记者，就他们来看，今年新增贷款中有35%的份额是给

了小企业，而之前只有7%。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钱如此之“荒”？中小企业融资难的

“老大难”遭遇到了什么新瓶颈？目前又正在尝试哪些新方式？

记者手记

该管管那些“不务正业”的钱了
缺钱、缺钱还是缺钱……近日，每当和一些

中小企业主谈起目前的融资问题时，他们总是很

“默契”地冒出这样的词汇。而不少银行内部人

士却透露，造成如此“钱荒”的原因，是因为很多

贷款资金都在“不务正业”，有的甚至在民间利贷

的漩涡中不能自拔。

需要提出的是，资金没有判断力，它天然具有

“逐利性”，哪里有利可图，它可能就会奔向哪里。

但是，使用资金的人，应该具有理性的判断，应该

以更长远的眼光，应该用更负责任的方式来支配

资金。除此之外，还应该加强对这些“不务正业”

资金的监管，尤其是加大对那些流入民间借贷市

场的银行资金的查处。只有这样，钱流，才能流向

它本该到达的地方，那些真正需要资金扩大生产

的中小企业才可能享受到资金的“甘霖”。

合肥星辰电线公司负责人黄伟介

绍，今年银根收紧，银行贷款难度越来越

大，对企业来说，融资也难上加难。他们

公司光是利息调整支出这一项就增加了

100多万的资金成本，但是现在想从银行

新获贷款真的“不容易”。

安徽鸿汇食品公司总经理吴其才对

此深有同感，他告诉记者，今年资金的使

用成本明显上涨，有些在基准利率的基

础上上浮了10%-20%，“即便这样，能贷

到就不错了”。

而安徽迎瑞纺织有限公司的财务

人员许延军也透露，“我们公司好不容

易等来了一批订单，却怎么也找不到

周转资金。为了贷款，从上个月开始，

我们就不断在大大小小的银行间来回

穿梭，但一提贷款，人家立刻面露难

色”。最后实在没办法，老板只好把房

子抵押了。

资金“扼喉”，已经成为很多中小企

业难以抹去的痛。

现象：资金“扼喉”企业难上加难

银行100万新增贷款，35万给了小企业，可还是不解渴

我省将出台中小企业融资新政

制图：方倩

互动：如果您的企业也正遭遇发展困境，如果

您身边也有一些需要帮助的企业，或者对中小企

业目前发展有独到见解，请联系0551-5223791，

或发送邮件至ahscbzp@126.com

根据姚斌提供的数据：今年以来，工

行整体上不断加大对小企业的支持力

度，从年初1200亿元的额度已经上调到

了 2200 亿元，增量比重也上涨到了

35%，之前只有7%。“这个额度已经不少

了，但还是供不应求，为什么？因为很多

钱都‘不务正业’”。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钱如此之“荒”？

姚斌分析，传统的中小企业融资难主要

表现为“担保难”，但今年又出现了一些

新难点，首先是“额度紧”，整体金融形势

收紧是事实；其次就是“价格高”，企业融

资成本明显提高。

但他认为，从根本上来说，中小企业

融资难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就我省来

看，真正的实体行业需要的资金量并不

大，但现在实体经济“空心化”的现象越

来越明显，很多贷款资金并非流向实业，

而是直接或间接地注入了房地产、矿业

等产业，还有很大一部分资金量流向了

民间借贷。

采访中，不少业内人士都告诉记者，

不少人借着实体经济的“幌子”，

从银行贷款得到的很多资金并未

投向主业。一位业内人士还大致

估计，现在我省起码有超过三分

之一的资金被民间借贷在“玩转”。

此前，我省一位官员在一次金融会

议上也表示，许多企业纷纷转行从事民

间利贷业务，甚至有企业利用国有银行

的资金，偷偷地放高利贷。对流入民间

借贷市场的银行资金的查处，将引爆更

多的民间借贷风险。

溯源：35%给了小企业为何还“喊渴”

对于肥东东部新城的几十户企业主

而言，最近的日子可能稍微好过点。姚

斌告诉记者，他们针对这些中小企业“量

身打造”了一种批量金融产品，采用土地

证、房产证等灵活质押、组合联保的方

式，成功获批了 3 亿元贷款，已陆续发

放。而针对“产业集群镇”的金融产品，

将集群镇企业“打包”，通过这种途径切

实解决了不少集群镇企业融资困难。

而华夏银行中小企业信贷部合肥分

部负责人于险峰告诉记者，他们也已和

合肥市钢贸商会、白马服装城商会、合肥

市五金商会、合肥市汽配商会、安徽省动

漫协会等商会组织进行了良好的合作，

成批量地开发客户。

记者也从省经信委中小企业局获

悉，我省已经“试水”中小企业集合票据，

最少5家企业“搭伙”，经过专业担保机

构进行“信用增进”，就可从银行获得最

低2亿元的贷款。

金融产品创新让一些针对中小企业

的融资新招不断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局。省金融办银行

处处长戴利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透

露，目前我省已出台一部分针对中小企

业融资难的措施，近期还将有一些“重量

级”的新政将陆续出台。

举措：“批量打包”等融资新招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