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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

苗苗 東莞報道）粵港澳三
地共17家主要商會的高層
日前齊聚東莞，探討在粵
中小企業轉型升級發展狀
況、問題及對策建議。在
場港商認為，融資困難資
金短缺，以及經營成本增
加這兩大原因使中小企業
經營困難，亦阻礙轉型升
級步伐。他們呼籲內地政
府拓寬渠道幫助中小企業

融資，甚至可借鑒港澳政府為中小企業擔保的做
法。此外，他們呼籲內地政府在調整最低工資標準
以及要求在內地工作的港澳人員參加社會保險方

面，充分考慮中小企業的承受能力。

半年僅38%企業獲商銀貸款
廣東省工商聯黨組書記楊浩明（見圖）稱，根據

今年上半年省工商聯對在粵中小企業現狀進行的綜
合調研，目前中小企業主要面臨五大問題，一是資
金短缺問題更加突出。今年上半年僅有38%的企業
能從商業銀行獲得貸款，一些大型企業把貸款結算
期由45天延長至90天，將資金短缺困難轉嫁給下游
的中小企業，導致中小企業現金流進一步緊張；二
是原材料漲價、人民幣升值和用工成本增加等多重
壓力疊加；三是產業結構內傷、體制性困局和制度
性難題難以突破；四是稅費種類繁多，企業負擔過
重；五是優惠扶持政策執行落實效果有限。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王國強說，未來兩三年將

是「珠三角」產業轉型的關鍵時期，亦是港商從
「逆境求存」步向「優勢再造」的攻堅時期。為協助
港企加速升級轉型，特區政府應繼續推行產業升級
支援政策，更可考慮增加財稅方面的優惠措施。

建議成立中小企發展基金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常務會董鄧燾（見圖）稱，

針對中小企業的融資困難，建議政府成立中小企業
發展基金，並完善現時的資本市場，鼓勵符合條件
的中小企業通過發行股票、企業債券等方式籌集資
金。他說，珠三角港資企業有一定的條件和優勢在
香港融資，但現時沒有合適的渠道將資金注入在內
地的企業，建議政府拓寬資金流動渠道。香港中小
型企業總商會的代表也建議廣東省推出特別措施，
為符合條件的中小企業提供貸款擔保。

此外，鄧燾說，根據該會的調查，45%的企業認
為內地政府收緊政策是他們在未來兩三年面臨的主
要挑戰之一，他希望廣東省政府在制定外資政策時
保持政策的連貫性、可預見性及透明度，其一是希
望在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時考慮中小企業的承受能
力，其二是希望廣東豁免在內地工作的港澳人員參
加社會保險。對此，香港中華總商會常務會董梁偉
浩補充稱，很多僱主已經為在珠三角工作的香港員
工購買保險，沒有必要再在內地參保，即使參保
了，這部分員工也未必能夠享用內地的保障，因為

他們的流動性太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苗苗 廣州報道）

廣東省政府日前發布今年上半年經濟運行
情況。根據統計數據，上半年廣東宏觀經
濟運行基本平穩，但工業生產銷售方面，
受外需走弱、日本地震、電力資金緊張等
因素影響，重工業增速、電子汽車增速、
出口增速、外資經濟增速、大型企業增
速、珠三角地區增速等都有所放緩回落。

此外，工業企業的利潤則下滑明顯，從2月
的22.9%到6月跌破5%，企業虧損面也較去
年年底有所擴大。
據廣東省統計局副局長朱遂文稱，上半

年，廣東工業生產的主要特點是增長速度
保持較高水平，但呈微幅下調的態勢。1至
6月，廣東規模以上工業累計完成工業增加
值10,759.19億元，增長13.1%，增幅比2010

年全年低3.7個百分點。

上月利潤增幅跌破5%
從利潤指標看，1至6月，廣東3.73萬家

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共實現利潤2,019.02億
元，同比增長4.9%。利潤增幅逐月走低，
從2月的22.9%，到3月的10.4%，4月的
10.6%，5月的7.0%，到6月更跌破5%。從
企業虧損面看，1至6月規模以上工業的虧
損面18.1%，同比增加1.3個百分點，虧損
面比2010年底有所擴大。

炎熱的天氣下，中小企業的生活卻宛如
「寒冬」。此前，廣東、浙江等地紛紛爆

料出現中小企業「倒閉潮」，儘管工信部專門
派出調查組進行調查，並表示沒有出現「扎
堆倒閉」情況，但不可否認，仍有部分中小
企業生存面臨困境，原因主要是缺乏正常的
融資渠道，用工等成本壓力加大。

民間資本准入門檻料降
有消息稱，為幫助中小企業順利度過「寒

冬」，中央將出台政策引導民間資本對中小企
業進行投融資，以破解中小企業融資困境。
同時，相應的准入政策亦將進一步放開，准
入門檻將降低。
對此，長期從事國資委和工信部相關政策

研究和制定工作的機械工業信息中心主任劉
功效表示，應通過建立各類中介服務機構，
引導民間資本對中小企業進行投融資，並幫
助中小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信用體系，
然後通過發行債券和股權融資等多種形式，
破解中小企業的融資困境。

優惠鼓勵投資創新企業
此外，針對如何引導民間資本問題，消息

人士向《經濟參考報》透露，此過程將分為
三步走。首先，中央會建立一個政策框架，
出台一系列的指導文件和法規，調整民間資
本准入制度，並建立中小企業發行企業債券
和股權融資的相關規範；第二步，有關部委
將通過建立具有示範性的中介服務機構，為
中小企業和民間資本牽線搭橋；最後，將這
一模式在全國範圍內推廣。
上述消息人士還透露，中央會鼓勵民間資

本投向具有自主創新能力的中小企業，並給
予一定的資金扶持和稅收優惠。
對此，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

研究員袁鋼明向香港文匯報表示，融資難一
直是中小企業發展的一個瓶頸，貸款擔保難
是一大障礙。目前，中國擔保機構仍不健
全，貸款過於嚴格，這直接導致中小企業融
資困難。而在貨幣政策不斷收緊的背景之
下，中小企業的經營狀況比2008年更為艱
難。此時，中央更應該在貸款等方面為中
小企業推出一些扶持政策。

業界：加快拓中小金融機構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亦指

出，要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出路，
不能指望大型金融機構來專門支持中
小企業，中央應盡快鼓勵推動中小金
融機構的發展，特別是要鼓勵小型金融機
構，比如村鎮銀行，社區銀行、中小企業
的擔保公司等為小型微型企業融資服務方
面。

粵港澳商會籲政府擔保助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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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曉靜 北京

報道）在通脹高企、銀根緊縮的大背

景下，中國內地的中小企業本已緊張

的資金面更顯捉襟見肘，部分中小企

業甚至倒閉停工。但有消息人士稱，

下半年，國務院有望出台中小企業的

系列扶持政策，為中小企業發展闢出

一條新路。此外，專家亦建議，應通

過建立各類中介服務機構，引導民間

資本對中小企業進行投融資，破解中

小企業的融資困境。

楊浩明

鄧　燾

廣東工業企虧損擴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珠三角製
造業今年再度遭遇「寒流」，紡織業首當其
衝。《中國經營報》引述業界人士估計，
春節以來珠三角地區有約20%的紡織企業
關閉，而停產、減產的數量則更多。有分
析指出，大部分紡織企業由於沒有土地和
房屋做抵押，難以從銀行獲得貸款，今後
一段時間的周轉恐將更加艱難。
佛山市紡織行業協會秘書長吳浩亮指

出，目前的形勢比08年金融危機時更嚴

峻。他稱，08年雖然紡織品出口大幅下
滑，但是在政府的大力拉動下，內銷卻很
旺盛，「內外」抵銷後，紡織企業的日子
並不難過，但現在卻是「內外銷都有壓
力」。

慘過海嘯 內銷也受壓
東莞紡織服裝行業協會會長陳耀華亦認

為，業界已進入「08年以來最危險的時
期」，任何壓力都有可能變成壓垮企業的最

後一根稻草。

轉投高利貸 年利率達60%
不少分析指出，紡織業困境的根源在於

「融資難」。去年內地未收緊銀根時，製造
業可通過訂單質押獲得部分貸款，待出口
收款後再還貸。但今年銀根緊縮後，許多
中小企業已經不能通過這種渠道獲得貸
款，不得不從民間借貸，甚至普遍借了高
利貸。內地媒體披露，目前民間借貸的普
遍行情為月息5分，即年利率高達60%。紡
織企業為回籠資金還貸，目前實際上是在
虧本銷售，對業界信心打擊甚大。

缺土地房產抵押 珠三角紡企首當其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由於受國
際市場不景氣、生產製造成本上升等眾多
因素影響，東莞企業面臨新一輪困境。據
東莞市外經貿局近月對市內300多家外資工
業企業進行調研，發表的《關於當前我市
外資企業經營情況的說明》公布，今年上
半年全市累計關停企業261家，企業訂單量
平均下降15%-20%。東莞市外經貿局副局
長蔡康認為，雖然企業經營狀況不容樂

觀，但總體經營狀況保持穩定，尚未發現
大量倒閉的情況。

一如海嘯期間支持企業
該市市委書記劉志庚強調，政府將如08年

金融海嘯時期一樣支持企業走出困境。劉
志庚指出，今年以來該市企業面臨用電、
匯率調整、生產成本提高等諸多問題，承
認目前「企業很困難」。他稱，政府將加大

對企業生產經營的監測力度，針對當前一
些企業面臨的招工難、融資難、用電難、
經營難、轉型難等問題，進一步加大聯繫
走訪力度，努力強化貼身服務，盡量減輕
企業收費，為企業生產營造良好的環境。
據調查，東莞企業近期除訂單減少外，

還面臨長單變短單、急單以及國際訂單向
東南亞轉移等情況。而原材料價格上漲、
工資水平提高、人民幣升值、信貸收緊等
因素，又導致企業成本上升10%。另外電
力緊缺亦造成企業趕工不及、不敢接單、
發電成本增加等困境。

莞上半年未現倒閉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

若奔）針對中小企業融資難問

題，不少專家指出，除中央收

緊銀根造成影響外，目前內地

民企的財務透明度較低導致銀行不願借

貸，亦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政府應加強

推進建設中小企業融資服務平台，在政策

上與大企業一視同仁，共同與銀行、擔保

公司等金融機構溝通，在融資方面積極爭

取政策，幫助中小企業健康發展。

中山大學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儲小平表

示，中小企業融資難，大多是難在缺乏融

資渠道，根本原因之一是與金融機構信息

溝通不夠。他稱，目前中小企業普遍存在

經營活動透明度差、財務信息公開性差、

信息披露機制不健全等問題，導致銀行對

該類企業的放款有一定的疑慮。政府應和

金融機構通過加強溝通等多重方式，緩解

中小企業的融資難題。

廣東金融學院副院長陸磊亦指出，在產

業環境急劇變化的過程中，部分素質較差

的中小企業被市場所淘汰在所難免，但強

調「不能潑水把孩子也倒了」，任憑中小

企業的生存環境繼續惡化，傷害優質的中

小企業。

他認為當務之急是在信貸、稅收政策

上，不能給予大型企業超出中小企業的特

殊優惠政策，要讓中小企業有公平競爭的

機會，另外不能把有利於經濟成長的資金

逼入炒作領域。

政策支援 大小企業應一視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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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難，中央應推動中小金融機構的
發展。圖為溫州的民間融資公司。

■有專家認為，要解決中小企業融
資難，中央應推動中小金融機構的
發展。圖為溫州的民間融資公司。

■業界估計，春節以來珠
三角地區有約20%的紡織
企業關閉。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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