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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景毅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要求
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更好
结合起来，要通过机制创新，提高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意愿。一系列支持实体
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的举措更是连续出
台。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的问题依然普遍存在，信贷规模与
企业的融资需求还有一定差距。提高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升金融机构服务实
体经济的积极性，进一步增强金融脱虚向
实动力，是当前正在打开的局面。

为堵贷款窟窿
贱卖了一整栋楼

最近一家商业银行的催款电话，让
岛城一家民营企业负责人赵先生分外
紧张，三四年前的那场银行“抽贷”风波
至今让他心有余悸。心里同样在打哆嗦
的远不止他一个。
青岛某民营企业家陈海（化名）在

商海打拼几十年，但说起融资问题也是
始终如履薄冰。据陈海回忆，2015年前
后，资金环境收紧，全国各地银行开始
去杠杆抽回到期贷款，他的企业同样遇
到了银行抽贷。
“按我们的经营状况，按期偿还利息以
及部分本金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银行突
然要求到期后必须本息一次性还清，这就
要了命了。”陈海说，当时银行负责人让他
先想办法把钱还上，再接着贷出来就行了。
为了避免因逾期还款被银行起诉引
发企业更大的危机，陈海只好发动所有
关系寻找“过桥”资金救急。急用钱就意
味着高利息。陈海透露，过桥资金的借
贷利息约为日息1‰至3‰，换算成年息
的话是最低36%，最高已经超过了
100%。
即便如此，面对银行限定的还款时限，
陈海也只得咬牙借下高利贷堵上这个窟
窿。然而在他还上银行本息后，想继续贷就
难了。陈海说，当时自己“求爷爷告奶奶”把
所有银行都找了一圈，最终也没能再贷下
来一分钱。前面银行的融资大门关上了，
后面高利贷的追款脚步却是逼上来了。
“我们当时借了1亿元的资金，日息2
‰，每天光利息就20万，太贵了，拖不起
啊！”为了尽快偿还这笔高息贷款，陈海再
三考虑后决定，将公司开发的房地产项目
的一整栋200多套商品房低价出售。当时项
目周边新房市场价为每平方米1.2万元，为
了尽快出手套现，陈海把价格压到了每平
方米七八千元，几乎是赔本大甩卖。

前商会秘书长的心声
一个平稳的金融环境

陈平和贾俊来都曾担任过企业商
会的秘书长，两家商会会员多为中小规
模的实体民营企业，谈及融资问题，两
人都有一肚子的话要说。
陈平在商会秘书长职位上干了10年，
这段时间恰好是民营企业经历金融政策跌
宕起伏的10年。2008年央行释放4万亿元
资金，银行一下有了钱，开始四处寻找项目

放贷，一些中小民营企业也成为他们的公
关对象。突如其来的“好事”让企业老板们
都有些蒙，禁不住资本诱惑和银行的劝说，
纷纷上马一些新业务新项目。
到了2014年前后，随着资金环境变

化，银行开始向中小企业抽贷以降低风
险。如此一来很多中小企业缺少资金支
持，迅速出现经营困难、项目搁浅甚至关门
破产的窘境。“我们的会员不少是小微企
业，本身融资难度较大，早些时候资金环
境宽松，银行创新推出联保贷业务，三
五家小企业联合在一起向银行贷款。”
然而随着金融环境变化，一直保持
警惕的银行开始收紧钱袋子。从抱团取
暖到抱团负债，再到火烧连营，成了这
些小企业最直观的感受。
陈平介绍，当时商会有1/3会员企

业受到联保贷影响，其中不少因资金链
断裂倒下了。好在地方政府及时介入，
稳住了局面。而贾俊来回忆，当时青岛
市相关部门及时发现了该趋势，在政府
协调下，银行达成一致意见，均衡去杠
杆，避免恐慌性抽贷，企业也因此获得
难得的喘息机会。
如今已经卸任秘书长的陈平和贾

俊来表示，经过前几年的惊心动魄，现
在商会的企业越发沉稳了，即便资金环
境宽松，也不会贸然融资扩大规模，更不会
进入不熟悉的领域。对于未来金融环境，两
位商会前秘书长不约而同地给出了“稳定”
这个期许。“我们做实体企业的，资金周转
较慢，营利周期较长，一个平稳的金融环境
对我们太重要了，不然整天提心吊胆。”

银行放贷首先考虑
防风险保利润

民营企业融资难，到底难在哪？
岛城一家国有银行支行负责人告诉记
者，无论是国有银行还是商业银行，在
放贷时都首先考虑两个要素，一是控制
风险，二是保证利润。“就算是国企，我
们也要卡行业，一些高污染高消耗的企
业，就算实力很强，放贷时也会很慎重，
反过来，一些经营状况良好的民企，贷
款难度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不过该负责人承认，在同样条件下，银
行一般还是会优先考虑国企，毕竟国企履
约能力、抗风险能力都要强。从他们行放贷
情况看，虽然民企放贷笔数占大多数，但
金额上还是国企央企占大头。而且从放
贷时效上，民企普遍要比国企慢。
另一家商业银行信贷经理告诉半

岛记者，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难和
融资贵的原因和经济大环境也有较大关
系。近两年，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大背景
下，企业的经营状况不太好，银行的不良贷
款较多，银行势必谨慎。尤其是从今年开
始，银行对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征信信息审
核比较细致，风控要求也比较高。一旦
发生坏账，项目负责人也要承担责任。
“商业银行可能还灵活一些，像国
有银行贷款审批程序非常严格，我要根
据企业的财务报表详细审核企业的经
营状况，分析其抗风险能力，还要实地
走访调查，得把企业的情况摸得透透
的，确保借贷企业有按时偿还本息的能
力。”前述国有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保障政策不断
民企吃下定心丸

7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定调让众
多民营企业主安心了许多，此后一系列保
障政策出台，更是给他们吃了定心丸。
8月18日，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发布

《关于进一步做好信贷工作提升服务实
体经济质效的通知》，其中要求对符合
授信条件但遇到暂时经营困难的企业，
要继续予以资金支持，不应盲目抽贷、
断贷。按照市场化原则满足融资平台公
司的合理融资需求，对必要的在建项目
要避免资金断供、工程烂尾。
8月20日，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这是继6月20
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缓
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持续推动实
体经济降成本”之后的又一次重要会
议。会议指出，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具有
“五六七八九”的典型特征，贡献了50%
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
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

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是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是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基础，做好中小企业工作，对稳就业、稳金
融、稳投资、稳外资、稳外贸、稳预期，增
强经济长期竞争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沿海开放城市的青岛，优化民

营企业发展环境更是工作重点。2017年，
青岛市委、市政府印发实施了《关于大力
培育市场主体、加快发展民营经济的意
见》，2018年又配套出台意见的实施细
则，针对企业所急所盼，出台了20条“真
金白银”惠企政策，全面提高、扩大企业
升级转型政策激励标准和奖励范围。
半岛记者从青岛市工商获悉，截至今
年上半年，青岛市实有民营经济市场主体
125.26万户，同比增长20.35%，占全部市
场主体总量(128.49万户)的97.48%。
2018年上半年，青岛市经信委加强政
银担保对接合作，创新搭建多层次融资
服务平台，共帮助2237家（次）中小企业
解决低成本融资207 .78亿元。
为进一步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助
力青岛市民营经济健康持续发展，2018年9
月1日起，依托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正式
开通青岛市民营企业服务热线，及时接
听、受理、分流、督办民营企业在生产经
营过程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和问题。
知名财经专家、全国政协委员、财政
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在接受
半岛记者采访时表示，民营企业融资难
题由来已久，涉及金融、产业、社会等多
方面因素，要想彻底解决绝非一日之
功。目前中央明确要求坚定做好去杠杆
工作，但也要把握好力度和节奏，要通
过机制创新，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
能力和意愿，这无疑对地方政府、金融
机构以及实体企业都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三方应协同发
力，政府要充分用好政策工具，提升金
融支持民营经济的精准度，增强金融机
构服务民营企业的信心，银行方面也应
积极落实国家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提
高服务实体企业的能力，民营企业更应
提高规范经营管理能力，促进转型升
级，提高资产质量，保持合理杠杆水平，
拓宽融资渠道。

从“救心丸”到“定心丸”
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民营企业融资困局破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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