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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本报特别聚焦我省中小企业生存

状态，刊发多篇深度报道，反映目前企业存在

的实际困难和发展瓶颈。昨日，不少企业家

和专家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实习生 郑丽丽 记者 沈娟娟 董艳芬

省企联副会长 任兆祥

企业借高利贷等于“饮鸩止渴”

很多中小企业迫于无奈，还不能轻易停

产，因为承担着就业责任，无奈之下，只好去

借高利贷，但这种方式对于企业来说，无疑等

于“饮鸩止渴”。现在主要还是应该依靠政

府，尽早出台贷款扶持政策，以防止企业进入

资金链的恶性循环中。另一方面，也要促使

银行的资产结构发生改变，允许一部分资金

流向中小企业。

合工大国际贸易系主任副教授 张先锋

企业要“精打细算”度钱荒

“高利贷”对企业来说犹如饮鸩止渴，“借

钱是准备过桥的，但很多还没有过桥的企业在

半路上已经死了，过度依靠高利贷融资，无疑

是慢性自杀行为。”张先锋告诉记者，在原材料

价格上涨、用工成本增加、订单减少的情况下，

一些企业最终被“高利贷”逼入绝境。

因此，对于中小企业来说，精打细算过日

子很重要，过度盲目扩展、不计投资周期都是

经营中的“短视”行为。

安徽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朱云鹃

中小企业得静下来想想

跟国有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竞争力明

显弱很多，特别是一些刚创业的企业，第一要

务是生存，不会有太多的战略部署。

在经营状况不好的情况下，很多企业会

陷入一种困境：经营不善——缺乏资金——

缺乏市场开发投入——经营不善更加恶化。

其实，中小企业更需要的是冷静思考，找

准市场定位，如果创业和投资都不理性，很可

能会让中小企业的根基薄弱，一碰就倒。

缺人、缺人、还是缺人……今年以来，企业

“招工难”在全国都普遍呈蔓延趋势，有的企业因

为缺人，不敢像以前那样大胆接单；有的企业有

钱也找不到合适的人，想要开工干活同样白搭。

企业挽留员工的最终方法还是要遵循“留

人还需更留心”。想要留人不仅是为员工办理

五险一金，免费提供住宿和一日三餐，还要特

别注重职工的精神文化需求，通过开展职工交

流活动、外出考察旅游等系列活动来增强公司

的凝聚力。

激发员工的潜力和热情，不但用工资留

人，更要用平台留人。员工都希望在工资和平

台上有奔头，因此企业要为员工提供提升和晋

升的平台，建立员工培训计划。

记者手记 留人还需更留心

孙明华建议，政府应该组织同行业、类似

专业的企业和学校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招聘

会，创造机会让大家“谈恋爱”；政府也应该考

虑保障员工的生活及配套设施，让员工能安

心在企业工作。而作为中部欠发达地区，政

府还应该加强城市的宣传，吸引更多的外来

人员来安徽工作。

合肥锦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人力资

源部经理梁周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企

业应该从自身出发，一方面要调整内部人力

资源结构，合理分配员工工资待遇；另一方

面，也要注重企业文化，很多企业把员工招过

来，以为给他们吃、喝、住就行了，其实不然，

企业要留住员工，要想办法让员工感受到企

业和自身的发展空间。

省企联副会长任兆祥则表示，人力不够、

开工不足，已经对一些企业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中小企业承担着就业的重要责任，用工

紧、成本高也确实是一种趋势。而解决这些问

题，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对策：要创造机会让企业“谈恋爱”

记者 宛月琴 王玮伟 文/图

无奈：接到订单“笑过之后想哭”
在合肥经开区繁习交口，国晶微电

子公司自建的职工宿舍楼格外“抢眼”。

一栋两万平方米的大楼，装修一新，里

面装有空调，水电费都会有补贴，每天

还能免费在公司的食堂吃两餐饭。这

样的福利待遇，在周边都算得上是“中

上游”。但是，孙明华告诉记者，从去年

年底开始，用工就非常难，“有时候说

笑，接到订单的那一刻很高兴，但缓过

神来就要哭。”

在一楼的无菌生产车间里，刚刚从

国外进口的设备还穿着“外衣”，没有被

启用。车间负责人全总告诉记者，公司

现有职工300多人，每天“三班倒”，但还

是不能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今年上

半年公司职工平均工资在2078元/月，

增长了38%。“现在不但是用工成本提

高的问题，是有钱也招不到人。”孙明华

说道。

“用工荒”让企业很无奈

有钱有设备有市场，没人等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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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国晶微电子生产车间内很多机器闲置着没人操作

偌大的一个车间里，刚刚漂洋过海、远道而来的设备，还没撕开外包装，静静

地“躺”着；而在另一方面，公司派出的四五个人正常年在外面到处“猎人”……

“今年算是吃大亏了，好不容易从银行借到钱买设备，但没人干活也还是等于

零。”安徽国晶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明华最近很是发愁。

因为是老客户，国晶微电子一直和

银行、担保部门关系不错，在资金方面

暂时尚未遭遇大的难题。但令孙明华

头疼的是，有了钱，没人还是等于零。

用工紧张到底给企业带来了什么

困境？国晶微电子总经办副主任江传

圣介绍，公司2011年的预定目标产量是

8亿只，但截至9月底，才完成产量3.5亿

只，预计到年底最多也才5亿只。这其

中，主要原因就是用工紧张导致产量降

低，降低的幅度至少达到四成。

而眼下令孙明华更感到迫切的难

题是，目前公司正处在快速发展期，特

别是在建的二期工程用工存在较大的

缺口。无奈之下，在人手奇缺的情况

下，孙明华还是派了四五个人到全国各

地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招聘会，但还是显

得“杯水车薪”。

影响：“用工荒”让产量骤降四成

为什么这么缺人？在企业呆了几

十年的孙明华也一直在思考。论福利

待遇，他们公司算好的；论工作环境，员

工也不要多辛苦，配套也还比较完善。

论发展机会，他们算是高新技术行业，

前景不错。但为什么就是招不到人，特

别是一线操作人员呢？

孙明华自己得出的结论是，跟大型

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社会知名度低，年

轻人更愿意选择“明星企业”；此外，大

型企业拥有很完善的人力资源体系，面

向全国统一调配人力资源，中小企业没

有这方面的优势；新生代工人对工作环

境、生活配套要求都比较高，一般的中

小企业根本无力完善和保障这些环境

配套。“我们企业本身就处加速成长期，

为了用工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人力和财

力，实在是苦不堪言。”

“招一个人难，留住人更难。”合肥

万向零部件公司负责人朱少春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也这样感慨，机械制造等

行业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做，现在的工

人大部分都已经超过 45周岁，老龄化

问题严重。

溯源：年轻人热衷追捧“明星企业”

孙明华一直很后悔，曾经没有去

和一些技工学校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采取“订单式”培养，让企业在发展路

上免除后顾之忧。“但现在为时已晚，

技校学生成了香饽饽，很难再合作，而

且省内的技校大部分学生都流向了沿

海地区。”

在采访中，一些中小企业负责人甚

至还向记者透露，现在合肥不少企业尤

其是制造类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用工难

题，一些技工学校和中介机构看中了这

一点，便把学生当成了“商品”，“卖给”

企业：推荐一个学生去企业工作，收取

一定的费用。

有人力资源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

种交易通常是劳务派遣公司来完成，一

般按人头来算介绍费是 300 元～800

元。而员工正式工作后，企业每个月还

需要给劳务派遣公司50元～200元的

固定费用。

揭秘：有人把学生“卖给”企业

回音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