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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厂老板：

转做小额贷 轻松来钱快

妻子打理工厂
丈夫转做金融

40 多岁的王香兰（化
名）和丈夫是一对夫妻创业
搭档，在安徽中部一座城
市，两人共同经营一家小型
造纸厂已有近10年时间。

不过从去年开始，夫
妻俩开始积极找人，希望
能把工厂转让出去，并最
终将自己在企业的多数股
份大幅缩减。目前王香兰
仍参与一些工厂的日常管
理，而丈夫文昌军（化名）则
将精力转向了民间金融，与
其他商业伙伴合作小额贷
款公司，从以前寻找贷款的
企业主转向了为其他中小
企业解决资金难题。

比起以前经常出差跑
市场、跑客户、维护各种政
府关系，跟工商、税务、环
保打交道，文昌军表示：

“以前太累，现在要轻松很
多，挣钱也快，利润也高。”

纸厂一年营收近
亿勉强保本

王香兰的纸厂以收集
废纸为原料，生产各种包
装纸箱的原材料。去年该
厂的营业收入虽然达到了
9000 多万元人民币，但是
去掉各种税费、成本开支

和人员工资等却没怎么挣
钱。

“造纸行业的利润率一
般也就10%左右，但去年我
们只勉强基本保本。”王香
兰算了一笔账，增值税17%
再加上各种地税包括教育
附加费、城乡建设费等税费
去年一年交了 948 万元。
此外，去年员工工资大约涨
了50%，现在一个员工的工
资最低大约是 2000 元。此
外员工的“五险一金”每人
每月大约 750元，去年员工
有 200多人，一年的基本薪
酬 开 支 就 接 近 200 万 左
右。另外原料成本也大幅
上涨，去掉原料价格以及其
他营销费用以及各种其他
情况，去年一年几乎没有挣
到钱。

“我们是造纸企业，现
在政府对节能减排要求更
严，经常会遇上各种检查。
去年年底就因为节能减排，
厂子被要求停产 2个月，一
个月的固定成本支出将近
60万元。”王香兰说。

做金融比实业
“轻松很多”

说起转行，据夫妻俩
介绍，这两年当地民间金
融已经比较活跃。“现在很
多小企业都缺钱，除了用
土地和房产抵押，一般很

难从银行贷到款。这两年
政府也逐步放宽了民间金
融的限制，不少做实业的
人都开始转向金融。”文昌
军向记者强调，能涉足金
融领域主要还是因为政府
政策的放开，若贷款每次
都能有效收回，其利润率
为固定的24%，而最终盈利
的多少只与 1 年内贷款总
额相关，贷款越多，挣得也
越多。

“现在感觉政府对于
民间金融既鼓励又限制，
一方面希望解决中小企业
贷款难的问题，另一方面
政府的监管也很严格。不
过与做实业相比，关键是
现在要轻松很多，给企业
贷款也会找那些比较了解
的、知根知底的企业。对
企业前期做半个月到 1 个
月的调研，而且一般都倾
向于一些短期、救急性的
用款，以保证能快速收回
款项。”

说到今后的打算，王
香兰告诉记者，短期内他
们并不打算放弃实业，但
不准备再扩大规模。

“能维持解决员工的
就业就好，做什么行业都
有 风 险 ，金 融 业 风 险 更
高。简单地说就是鸡蛋不
能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王
香兰表示。

本报记者 钟晶晶

在过去一年中，由于
资金收紧，经济景气度下
滑，但小微企业也有生存
之道。杭州艾松电子有限
公司就是这样一家公司，
公司负责人危勇向本报记
者介绍了他的生存之道。

艾松电子是一家主营
电子元器件的商贸企业，
现在主要做的是进口电子
元器件，比如各种微动开
关、编码器。2009 年，危勇
和他的亲戚朋友一起组建
了这个公司，由于公司组
建时间较短，备用资金储
备上较为欠缺。

“每个客户和供应商
那里，都是一环扣一环。”
危勇说，一旦哪个客户拖
欠一下货款，整个资金流
就面临断裂的危险。每到
月末收款和付款的时候，
真是可以用求爷爷告奶奶
来形容。

微小企业的融资之道
多半依赖亲朋之间借款。

以艾松电子的情况来说，
对于没有厂房和机器的商
贸企业，没有个人大宗资
产抵押、没有现金和证券
抵押，想从银行贷款几乎
不可能，对于想要扩张的
小微企业来说，只能依赖
自然积累来实现。

不过危勇说，以他公司
现在的规模，融资方面的问
题暂时还不是很大的问题，
周转不灵的时候主要依赖
向亲戚朋友借款来解决。

在 化 解 用 工 成 本 方
面，上升的人工成本也未
给危勇带来太大的影响，
他的企业有 15 名员工，基
本以亲戚朋友帮忙的性质
为主，从劳动力市场雇来
的人较少。

真正制约企业发展的
是利润太薄，危勇主营的
各种微动开关、编码器等，
主要是用在各类扫描仪、
教学仪器等上面。危勇
说，“这个行业竞争比较激

烈，本来客户面就比较窄，
在参与者比较多的情况
下，开拓用户是一个很费
力气的过程。”

此外，危勇的企业以产
品数量取胜，单一产品的利
润微薄，增值税对利润微薄
的小微企业形成压力。

目前对于小微企业来
说，若按照小型纳税人收
取销售额的 3%为增值税，
对于本身利润单薄的企业
来说，3%的税率亦属于不
小的负担；对这类微利企
业而言，扩大规模成为一
般纳税人，然后按17%增值
部分收取增值税，在税负
方面反而有利。

微利企业在融资难的
情况下如何打开局面，用
危勇的话来说，只有努力
去开拓销路了。这也是诸
多微小企业的境况，不能
太依赖政策和银行，唯勤
而已。

本报记者 吴敏

小微企业老板：

贷款不可能 融资靠亲友

安徽一位造纸厂老板，企业年营收近亿元勉强保本，转做
民间金融开办小额贷款公司，称“以前太累，现在要轻松很多，
挣钱也快，利润也高。”

杭州一家小型电子公司组建时间较短，备用资金储
备较为欠缺，没有资产可以抵押给银行贷款，融资主要是
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款。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
央副主席、长期研究中小企
业和民营经济的经济学家
辜胜阻从 2011 年以来一直
在呼吁警惕中国产业“空心
化”问题。2011 年 8 月，辜
胜阻提出“要防止民间资本
热钱化，产业空心化最后导
致经济的泡沫化”。近期在
出席亚布力论坛时他也指
出，温州问题表面上看是民
间金融“高利贷化”，实质是
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如
何巩固实体经济的坚实基
础？实体经济如何脱虚转
实？辜胜阻就这些问题接
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小微企业比2008
年还难

新京报：温州风波近期
又掀波澜，你怎样看这一轮
的民间借贷危机？

辜胜阻：温州问题表面
上看是民间金融“高利贷
化”，实质是实体经济的“空
心化”。温州的“实业空心
化”，是原本聚集在温州实
体经济中的人力、资本等要

素转移到其他领域或其他
地区，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
产之间出现严重失衡。面
对诸多困难，企业尤其是中
小企业要么破产，要么将钱
投入到民间借贷去获取高
额收益，要么拿钱去炒房地
产，要么将资本转移到国外
去。温州债务危机只是当
前国内实业经营困境的一
个集中体现，温州问题在全
国具有普遍性。

新京报：你说温州问题在
全国具有普遍性，那么意味着
整个实体经济都面临风险，这
个风险体现在哪些方面？

辜胜阻：根据调研，我
认为当前我国实体经济面
临的风险有五大表现：一是
大量民间资本游离实体经
济，变成炒资产的“游资”和

“热钱”；二是大量做实体经
济的企业从实业平台取得
的融资流向非实体经济领
域；三是大量中小企业面临
生存困境，相当一部分变成

“僵尸”企业；四是随着企业
精英大量移民或外迁，大量
实体经济的发展要素流失；
五是企业家坚守实业的精

神衰退，浮躁或急躁于“赚
快钱”。

比如，代表温州实业精
神的打火机产业，辉煌时曾
有 4000 多家工厂生产打火
机，它利用成本优势打败日
本、韩国同行，在全球市场
占有率达到 80%。目前则
由于成本上升过快，成本优
势基本丧失，现在温州市打
火机行业协会的会员企业
仍有 117 家，但目前持续开
工的仅10余家。

新京报：现在的实体经
济“贫血”原因何在？

辜胜阻：当前我国中小
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
存困境，特别是小微企业比
2008 年金融危机时更为艰
难。主要原因有五个方面：
一是多种因素叠加使成本
攀升，实体企业面临“成本
太高、利润太薄”的压力。
实体经济和非实体经济之
间投资回报反差巨大，做实
业不如做投机和投资赚钱
多、赚钱快，大量社会资本
纷纷“脱实向虚”。

（下转B07版）

（上接B05版）

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出席亚布力论坛时指出，温州问题实质是实体经济的空心化。 图/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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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

应力促民间
金融“阳光化”

认为温州问题实质是产业“空心化”，要通过
“放”和“扶”的政策避免民资游离实体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