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央行宣布再度上調儲備金率，讓原本融資受困的中小企業暗自叫
苦。香港文匯報記者在中小企業密集的浙江採訪中獲悉，目前浙江
中小企業融資成本比以往高了近1/3，再伴之勞動力成本上升、原
材料漲價，除部分企業關停外，還有起碼超2成中小企業外遷或籌
備外遷。
泵閥行業是製造業中資金最為密集的行業之一，他們運作成本少

則幾千萬，多則上億甚至幾十億，融資成本的高漲已經直接影響到
他們的生產。永嘉甌北鎮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企業主表示，自去年
下半年以來，他們公司的融資成本已經高漲30%以上，從而大大減
少了他們的利潤，日子非常難過。

銀行借450萬月息4.6萬
他說，融資渠道很窄，首先只能選擇商業銀行，因為國有銀行門

檻很高，企業必須用廠房、設備等抵押，而作為一家租用他人廠房
的企業，而且規模不大，所以他們也只有選擇利率高些的商業銀
行。
目前，永嘉泵閥行業企業貸款較為常見的有深圳發展銀行等商業

銀行，他們給的貸款額度一般在600萬元以內，而貸款企業到手的
基本不會超過500萬元。這位企業主透露，現在商業銀行慣用的是
企業聯保機制，也就是每家企業貸款後，留下20%的資金作為擔保
金，這些留下的資金又是按存款利率計算。這樣一來，企業不僅不
能足額貸款，且無形中又增加貸款成本，也自然從原來月利息的
0.07元漲到了現在的0.11元多了。
「按我往年總貸款額600萬元來計算，現在450萬來自銀行，月息

4.6萬多元，每月比原來多增了1萬多元；150萬元來自民間，月息3
萬多元，比原來又增加了1萬餘元。兩者相加，融資成本每月就增
加了近3萬元，但是產品卻又很難提價，再相加勞動力成本等因
素，企業到了幾近無利可圖的地步。」該企業主如是說。

勞動力漲價中小企迫外遷
專業從事帽業製造及銷售的東陽市飛龍帽業有限公司，其總經理

楊邦飛介紹說，去年以來，他們公司勞動力成本漲了30%以上，也
就是說，原來他們公司員工月薪從原來的2,500多元漲到了現在的
3,000多元，每人每月漲了近800元，作為擁有200多名員工的公司，
一個月僅勞動力成本就漲了16萬元左右。
同時，他們公司所用的布料又從原來的13元每米漲到現在的20多

元每米。楊邦飛還說，作為傳統製造企業和以出口歐美國家為主的
企業，除勞動力成本、原材料等問題外，還有匯率問題、限電問題
等等。這些都是困擾企業的關鍵問題，現在等待的只有轉移生產基
地。

溫州產業基地或只留空殼
除了成本壓力，現在用電荒也令製造業非常苦惱。浙江泵閥行業

協會秘書長陳文榮表示，溫州泵閥行業企業已有不少外遷至江西、
蘇北等地，外遷或許正成為當下這些企業的集體行動。
溫州服裝商會有關人士亦透露，目前協會讓中小企業向外轉移，

聯合外移，發展空間更大的主張得到不少企業的響應。分析人士指
出，擁有中國鞋都、中國紐扣之都、中國服裝名城等國字號基地的
溫州，在新一輪的產業困局中，昔日基地留下的或許只有一個空
殼。

A7 責任編輯：朱韻詩　版面設計：鄭世雄 2011年6月16日(星期四)重 要 新 聞
T O P  N E W S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子豪) 今年來
內地不斷收緊銀根，如加息及一再上調
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內地中小企首當其
衝，普遍出現「融資難」問題。內地龐
大的企業客戶成為本港銀行的拉攏對
象，其中匯豐中小企業務內地客比例佔
該行整體中小企25%，而新增客戶中，
內地中小企客戶更佔逾一半。金管局統
計亦顯示，中資企業來港借貸活躍，至
今年首季，在香港的借貸達1.799萬億港
元，按季增11%，佔本港總貸款額近40%。
對於內地持續收緊銀根，會否因此而吸引更多內地中小企來港開戶並借貸，

匯豐工商業務部常務總監陳王潔明昨表示，內地客戶的確穩步增長，但相信內
地客南來開戶主要是看中本港銀行的國際配套。她指未有見近日因內地銀根緊
縮，而令該行中小企業務的放貸有所異動。

首季中資企業借款1.8萬億
陳王潔明補充，內地客戶增多，其信貸質素仍保持滿意。她表示，該行在現

有風險管理的框架下，目前整體中小企貸款呆壞
賬為歷史新低。

根據金管局最新發表的季報，本港銀行的非
銀行中資企業貸款總額上升趨勢持續。截至
今年3月底，整體銀行業的非銀行中資企業貸
款總額，由去年底的1.621萬億港元增至1.799萬

億港元，按季增幅達11%。而截至3月底，本港
整體總貸款額為4.539萬億港元，即與內地相關的貸

款佔達39.6%，反映內企紛南下「度水」的情況。

「內保外貸」信貸風險較小
對於來自內地的貸款，金管局早前稱已向各銀行跟進各項內地有

關貸款，確保是否具備相應批文，以作為抵押品的內地資產等，以保
障銀行的風險水平。

銀行界人士指出，其實還有不少在港沒有資產可供抵押以借貸
的內企，會通過內地銀行擔保向本港借貸，即所謂「內保外
貸」，而有關貸款並未在上述數據反映，故相信本港銀行涉及內
地的貸款或會更多。但由於那些貸款有內地銀行作出擔保，信

貸風險較小，理論上不會影響港銀的資產質素。

大躍進式的「放貸」所帶來的弊端逐漸

浮出水面之時，決策層異常果斷地收緊了

信貸閘門。正如英國《金融時報》評論所

言，中國的信貸盛宴真的結束了。然而，

央行接連提存凍資引起的連鎖反應，便是

中小企業更難擠進銀行的貸款之門。

年內6次提存凍結逾萬億
儘管央行一直未有透露全年信貸目標的

確切數字，但5月新增貸款環比收窄25%的消息仍

證實了坊間對信貸趨緊的判斷。5月份CPI數據公

布後，央行又隨即宣布，於6月20日提高存款準備

金率0.5個百分點。記者粗略估算，年初至今，央

行6次提存鎖住的流動性已超萬億。

市場擔心，央行如此之高的提存頻率，將令政

策收縮的累積效應越來越明顯，資金緊張的局面

更會延至實際經濟上，尤其對中小企業的衝擊最

大。摩根士丹利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王慶稱，

這種只調「數量」而不調「價格」的做法會導致

信貸市場的供不應求，其結果是中小企業拿不到

貸款。

不容否認的是，面對75%的存貸比紅線和銀監

會「三個辦法、一個指引」的指令，商業銀行的

頭寸確實非常緊張。尤其在負利率的現實背景

下，央行不對稱升息（大幅度上調存款利

率而非貸款利率）的可能性將大大擠

壓銀行的利潤空間，因此，各銀行提高中小企業的

借貸門檻也就不足為奇。其實，江浙一些中小企

業主早前接受記者採訪時就指出，隨 政策不斷

收緊，銀行方面的借貸成本已經水漲船高。其

中，更有銀行要求企業繳納超額保證金，玩起了

乾坤大挪移的把戲。

有必要檢視政策超調風險
在管理通脹預期以及經濟減速的二律背反之間，

央行過往實施的政策已經明示，即貨幣政策將以前

者為重，並更加突出價格管理。因此，中國經濟減速

日趨明顯之時，決策層有必要檢視政策超調的風險。此外，央行

在頻繁動用數量型貨幣工具的同時，亦應考慮結構問題，如中

小企業貸款難而民間借貸成本又大幅提高等。

事實上，儘管目前針對中小企業的融資產品此起彼伏，

但銀行仍是眾多企業的首選融資渠道。因此，信貸

額度明顯收縮的情況下，為保障中小企業的健康發

展，決策層需進一步鼓勵銀行對中小企業的放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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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中小企業經營環境日漸困難，除了勞

動力成本、原材料外，還有匯率及限電的問

題，而近日央行再度上調儲備金率，讓原本

融資受困的中小企業暗自叫苦。本報記者在

浙江、上海及廣州採訪中獲悉，隨 央行今

年多次收緊銀根，中小企業融資成本不斷提

高，在無法向商業銀行借貸下，轉移至民間

借款、打「朋友牌」，向地下錢莊及典當行高

息貸款以解燃眉之急。雖然如此，部分浙江

企業仍需面臨停產，逾兩成當地中小企業外

遷。 ■香港文匯報記者 白林淼、茅建興、

張一波、古寧 浙江、上海、廣州連線報道

為解燃眉急
浙江：
融資成本漲逾三成

在上海打拚了十多年的浙商余老闆是眾多
「很差錢」中小企老闆中的一員，年初他承包
了湯臣在當地的某項目工程，並由自己帶資
施工。然而，銀行貸款門檻逐日提高，讓他
幾乎無法從銀行取得貸款，最終只能求助友
人。余老闆告訴記者，今年三月，他向朋友
借款200萬元人民幣，並約定年利息為30%共
計60萬元，且必須在今年底全部結清。由於
工程順利，湯臣方面很快將工程款悉數發
來，目前余老闆已將30萬元利息付給對方，
剩下連本帶息230萬元將在年底悉數還清。

典當行成為另一融資渠道
據記者了解，隨 存款準備金率的逐步上

調，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日益加劇，一些
地下錢莊因此有重新「抬頭」之勢。上海有
不少「掛羊頭賣狗肉」的投資諮詢公司，實
際操作的就是「地下錢莊」的生意。借貸企

業只需提供營業執照、稅務登記證、財產收
入證明等相關資料，最快一天內便能拿到貸
款。另外，很多有貸款需求的中小企業到銀
行幾乎無款可貸，於是典當行便成為了中小
企業的另一融資渠道。
上海國盛典當有限公司相關負責人直言，

自去年下半年開始，典當行中小企業融資業
務便一路猛增，今年的業務量較去年同期增
逾五成。他同時表示，一些小企業在銀行貸
不到款，便轉道典當行，並將其視為短期融
資的另一種重要途徑，「我們典當行業確實
為很多中小企業解決了燃眉之急。同時，存款
準備金率的上調，及種種收回流動性的措施，
也讓我們典當業者看到了新的發展方向。」
據一位典當行業圈內朋友介紹，現在個人

將資金拆借給典當行，年利息可達18%。
「利息是比外面錢莊低很多，但相對比較安
全。」這位朋友如此說道。

「現在是中小企業的寒冬，不但融資成本高，而且融資還難上加
難。」濱華實業廣州有限公司出口部負責人禹注賓如是說，現在銀
行對中小企業的貸款門檻比以前抬高了，以前能獲得貸款的企業，
如果近一段時間經營不太好，往往停止續貸。
禹注賓指，有時跟其他一些廠家也有討論，現在珠三角中小企業

的資金的確普遍緊張，貸款需求相當大。但隨 銀根的收緊，銀行
的頭寸也越來越緊張，為限制貸款給中小企業，放款時要附加一些
條件，使得能貸到款的中小企業不多。目前，一般銀行給中小企業
的貸款利率一般比基準利率上浮40%到50%，而如果企業接受上浮
50%的利率，則放款相對快一些，否則就要排隊。而在去年，一般
中小企業的貸款利率僅上浮10%左右。
廣州廣富包裝機械有限公司總經理蔡文則有另外的煩惱。據他介

紹，該公司廠房是租的，沒有抵押物，銀行不給貸款，只能靠自有
資金來維持，嚴重影響了發展。如果資金允許，可以把生意做到
1.5億—2億元。而現在全廠有200多人，人均年產值40萬元，如果
資金充足，人均年產值能達到60萬元。

本報浙滬粵連線調查中小企融資困境

港銀招攬內企
南下借貸

廣州：
利率越高放款越快 上海：

帶資施工靠友借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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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邦飛說，除勞動力成本、原材料外，還有匯率及限電問
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白林淼 攝

■陳王潔明指出，雖然近日內地再收
緊銀根，但該行中小企業務放貸未有
異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偉民 攝

■中小企業到銀行幾乎無款可貸，典當行便成為另一融資
渠道。 資料圖片

■勞動成本高漲讓製造領域的中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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