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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阿里巴巴金
融向 96800 家小微型企业提
供了小额信贷，并联合北大
国家发展研究院，先后在长
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开展
了小微型企业生存状况的调
研。作为中国触角最广的中
介服务机构，阿里金融可能
也是对东部中小企业了解最
深入的。阿里巴巴集团副总
裁、阿里金融负责人胡晓明
认为，小微企业的贷款永远
是稀缺的，因此，一定要有机
构来做小微企业贷款。

很少中小企业转
向金融

记者：你们去年在长三
角、珠三角和环渤海进行了
三次调研。在你们的调研
过程中，有没有观察到由于
成本上升、利润过薄等原因
从制造业转向金融投资、高
利贷一类的案例？

胡晓明：有 这 样 的 情
况，但是比例很小。我们的
调研当中，接近100%的小企
业主还是坚守自己的生产
销售。

记者：去年以来，媒体
上出现了很多“制造业转向
金融投资”类似的报道，这
其中与实际情况有什么不
一样？

胡晓明：2011 年年初，
大家说出现了中小企业的
倒闭潮，我们针对这个问题
进行了专门的调查，我们当
时的判断是根本不存在，当
然现在来看也可以发现这
个问题确实不存在。有一
些问题确实是存在的，成本
上升，融资困难，一些小企
业停产或者半歇产。但这

个过程中，哪些小企业是最
容易受到影响而倒闭的？

第一种，盲目扩张，年
销售 1000 万想去做一个亿
的事情，管理不善就很容易
出现倒闭；第二种，从原来
本身的制造业开始蜕变，变
成一个中介机构，比如通过
资金拆借来做高利贷；第三
种，赌博，有些企业从流水
线发展到大量购买土地。

做金融中介、高利贷的
有没有呢？有，但一般不是
小微型企业，一般是大中型
企业，小微企业没有那个能
力，拿不到钱。所以，我们
调研的结果表明，3000 万
（销售额）以下的企业，很少
出现这种情况。

小贷公司生存情
况恶劣

记者：小贷公司目前是
不是受到政策的局限？在
网络信用评级创新方面，有
什么进展？

胡晓明：去年开始，小
额贷款公司生存情况比前
年恶劣很多。主要是去年
宏观调控、信贷紧缩情况
下，一些小额公司开始往银
行禁止的行业迈进。银行
业为了隔离这个风险，对整
体授信做了调整，基本是收
得非常紧。

国家用小贷解决微型
经济制造业的问题，但问题
在于能否针对不同小额贷
款公司给予不同信用评级、
给予一些不同的政策。对
于比较好的，比如说针对
100 万以下小微企业信贷
的，国家应该给予信贷支
持；如果不是这样的，应该

给予更紧的政策。
记者：有观点认为，现

在给小微型企业做的金融
服务，利率太高了，你怎么
看待这种观点？

胡晓明：我从做金融、
做银行最后来到阿里巴巴
做小微贷。大中型企业的
借贷，最高利率加上所有费
用，对银行业来说是 10%到
12%，去年高一点是 13%到
14%，这是所有加起来。

哪怕货币政策稍微放
宽一点，资金在中国也永远
是稀缺资源。水漫金山之
后，这个水会不会流到小微
企业？永远流不到。小微
企 业 的 贷 款 永 远 是 稀 缺
的。一定要有机构来做小
微企业贷款。它们没有四
大行那样的渠道优势，而是
更贴近小微企业，因此服务
成本也会上升。如果不鼓
励，有谁愿意服务这些小微
企业？所以从市场经济角
度来看，越是小的越难做，
越难做的越应该有特别的
市场机制来解决。

很多人认为，这么高的
利率出来之后，制造业本身
的盈利能力是覆盖不了借贷
利率的。我们在环渤海调研
中看到一个河北企业家，他
的企业一年利润是 30%，他
愿 意 拿 出 20% 付 利 息 ，这
20%的利息对他是高的，如
果加了增值税就亏了，谁来
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
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

用工成本上升是
首要问题

记者：中 小 企 业 成 本
升高、融资难、用工成本上

升等问题是一直存在的，
还是说只有近几年才表现
突出？

胡晓明：融资难问题，
其 实 国 家 也 出 了 很 多 政
策。但我敢说融资难问题
会持续存在，这本身是小
微企业的特性决定的。小
微企业的特性决定了信息
不对称，越灵活越不容易
接受规则，比如这些企业
的财务报表、收入、纳税情
况等，其很多信息不能够
被及时获取。

关于生产成本和原材
料涨价的问题，从改革开放
以来，特别是 2002年以来生
产成本一直在上涨。受房
地产的影响，未来这个情况
也不会得到改善，价格不会
被压下去。

对小企业来说，这是头
等大事，但是是可以接受
的，因为大家成本都高。他
们不能忍受的是员工的工
资高。对于大中企业来说，
品牌和福利保障，使得其企
业员工呈现稳定状态，但对
于小企业来说，工人工资的
快速变动，使得小企业的用
人呈现不稳定状态。因此，
工人成本上升对于小企业
来说是首要问题，超过其他
因素。

记者：在小额贷，或者
说阿里金融这一领域，你们
有没有什么规划？

胡晓明：我们希望三年
能够服务 100 万家小微企
业，不多，占到中国企业数
的 2.5%。如果能服务好，希
望能对中国小微企业和服
务小微企业的金融形态带
来一点点影响，那就够了。

本报记者 吴敏

（上接B06版）

二是过度垄断使民间
资本投资无门，实体企业
发展空间受限，大量民间
资本变成游资热钱。众多
垄断性产业存在准入壁
垒，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和
利润空间受限，民间资本
为保值增值纷纷进入非实
体经济领域。

三是欧美经济低迷，
新兴国家低价抢单，我国
企业面临不断萎缩的国内
外市场需求，订单大幅度
减少，库存量急剧增加，存
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四是
生产资源的非有效配置导
致上下游企业利润分配的

“两极分化”，大量中小企
业资金链不堪重负，遭遇
市场淘汰危机。五是企业
创新需要高投入、具有高
风险，中小企业创新转型
资源不足，举步维艰。

需要“放”“扶”政
策支持

新京报：从历史情况
来看，经济危机会倒逼企
业实现产业升级，但每次
一倒逼，似乎钱都流进金
融市场或者资本市场，不
是高利贷就是房地产。为
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

辜胜阻：转型升级需
要依靠创新驱动，但是传
统行业里的中小企业或是
能力有限不会创新，或是
风险太大不敢创新，或是
融资太难不能创新，总之
难以转型升级，最终不得
不逃离实体经济。由于一
般制造业利润微薄，而房
地产和金融投资有过高回
报，许多地方的龙头企业
早已开始实行“主业制造、
副业房产及金融投资”的
运营模式。如“2009 年浙
江百强民营企业排行榜”
上，七成涉足房地产业。

“办厂的老板被炒房的老
婆瞧不起”已成为不良市
场导向。

新京报：你认为，如何
才能帮助中小企业转型
升级？

辜胜阻：除了市场倒
逼机制，还需要政府这只

“有形之手”来帮助中小企
业转型升级。要通过“放”
和“扶”的政策支持，提高
企业转型升级能力，尤其
是 限 制 投 机 暴 利 ，挤 压

“炒”经济的空间。
新京报：具体要怎么

“放”、怎么“扶”，才能做到
化危为机？

辜胜阻：“放”就是放
开垄断，营造民企与国企
间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
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
到法律保护的环境，健全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减少
中小企业升级阻力。要进
行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努力消除不平等待遇。

“扶”就是将扶持三农
的某些政策移植到中小企
业，对中小企业少取多予，
帮助其轻装上阵。通过减
税、减费、减负等方式提高
民间资本回归产业的投资
回报，做到既“晓之以理”，
又“诱之以利”，构建扶持中
小企业的财税支持体系。

总的来说，“放”
就是为中小企业营造一个
良好有序的实业致富环
境，“扶”就是通过一系
列政策措施给予中小企业
直接帮助，让民间资本在
实业中进得去、留得住、能
盈利，从而避免民资游离
实体经济。

对民间金融应规
范“招安”

新京报：你前面说道，
高成本导致的利润微薄是
中小企业脱离实体经济的
重要原因之一，应该采取
何种措施解决？

辜胜阻：企业高成本
困境需要政府和企业联手
应对。仅仅依靠企业或政
府任何一方力量都无法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需要双
方各司其职。一方面，要
充分发挥政府这只“有形
之手”的作用，积极减税、
减费。当前，要在提高营
业税和增值税起征点基础
上，推进减税为重点的积
极财政政策，让利于民。

另一方面，需要中小
企业苦练内功，借助市场
竞争淘汰机制的倒逼压
力，变被动为主动，变生存
压力为转型动力。企业要
注重技术创新、管理创新
和商业模式创新来降低

“高成本”。通过向中西部
地区实施产业转移来缓解
东部地区劳动力、土地、资
源、环境等压力，规避“高
成本”。将有限的资源集
中于最具竞争优势的行
业，将经营重点收缩于价
值链核心环节，通过产品
差异化、商业模式创新来
提高产品附加值，化解“高
成本”。

新京报：除政府财税
支持以外，金融业怎样深
化改革？怎么引导资金回
归实体经济？

辜胜阻：一方面，要努
力 促 进 民 间 金 融“ 阳 光
化”、规范化、合法化。对
民间金融不是打击取缔而
是规范“招安”，让其成为
多层次融资体系的组成部
分；对融资渠道不能“并
轨”而要“多轨”，不仅有正
规金融的“正门”，也要有
民间金融这类“侧门”。

要鼓励和支持民间资
本发展中小银行和社区银
行，通过发展草根金融扶
持草根经济，实现“门当户
对”；对高利率民间借贷不
能让其在“地下”野蛮成
长，而应在“地上”理性发
展。同时，还要建立分层
次的监管体系，中央监管
机构只监管大的金融机
构，微小型金融机构放给
地方监管，并建立地方与
中央相关部门的即时信息
沟通机制。

另一方面要完善面向
中小企业的正规金融体系
和政府公共金融服务，鼓励
民间资本参与建立城市社
区中小银行，用信贷优惠政
策支持小额贷款公司等小
型金融机构发展，建立专门
面向中小企业服务的政策
性银行，构建多层次的“金
字塔式”的资本市场。

本报记者 苏曼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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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1年底，北京大学国家发
展研究院联合阿里巴巴集团，对环
渤海区域99家小微企业实地走访，
并通过网络问卷对区域内 3476 家
小微企业进行调研，形成《环渤海小
微企业经营与融资现状调研报告》。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胡晓明：

小微企业贷款永远稀缺
称即使货币政策放宽，资金也流不到小微企业

环渤海小微企业调研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