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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小微业务应放弃“捞一把” 念头

嵇磊

“

你们银行利率也太高了

，

这不是

高利贷嘛

！

算了

，

我还是紧紧裤带煎熬

一段时间吧

，

反正现在也接不到订单

，

把资料还我吧

，

我不贷了

……”

由于工

作的关系

，

笔者经常会听到一些小微

企业诉苦

，

抱怨融资难

、

融资贵

，

尤其

是今年以来

，

小微企业订单量逐步萎

缩

，

开工率下滑明显

，

这种抱怨就听得

更多了

。

今年以来

，

从年初银监会的

“

三

个不低于

”

到后来的

《

关于深化小微

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

》

中的

15

条具体

措施

，

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支持小微

业务发展持续保持力度和重视

。

因此

，

商业银行在监管机构的持续追踪和激

励下

，

不断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

同

时也是商业银行调整和优 化 信 贷 结

构

，

面对利率市场化而必然进行的业

务转型

。

然而纵观商业银行目前在支持小

微企业发展方面的动机和策略

，

都有

“

捞一把

”

的心态

，

从民生银行行长的

“

利润高到不好意思说

”

到各家商业银行

对小微企业的

“

高回报

”

战略转型的动机

都可见一斑

。

从小微先锋民生银行的定价来看

，

平均定价水平都在

9

厘以上

，

信用贷款

利率在

12

厘以上

；

再看奋力转型的平安

银行

，

平均定价水平在

8.5

厘以上

，

信用

贷款利率在

12

厘以上

；

小额贷款公司的

利率更是高达

18

厘以上

。

再加上担保公

司的担保费

、

评估费

、

抵押费

、

存款派生

成本

、

票据贴现成本等等

，

小微企业的融

资成本都在

1

分以上

。

小微企业最直接的定义就是

“

小本

经营

”

的企业

。

据相关调查

，

逾九成小微

企业主的个人资产规模在

1000

万元以

下

。

其中个人资产规模在

100

万元以下

的小微企业主占比达到

46.6%

。

因而

，

小

微企业的经营和利润也是最容易遭受国

家宏观调控

、

原材料价格

、

人力等因素影

响的

。

一方面

，

小微企业生产成本不断上

升

，

盈利能力逐渐减弱

，

根据阿里巴巴近

期对珠三角小微企业的调研显示

，

小微

企业利润比

2010

年平 均 减 少

30%-

40%

，

原材料价格上涨

、

人力成本上升

、

订单减少是导致小微企业利润下降的

三个主要原因

。

另一方面

，

今年以来小微

企业订单量逐步萎缩

，

开工率下滑明显

。

来自欧洲及其他国家的采购商谨慎下

单

，

小微企业谨慎接单

，

成交的订单以额

度小及结算周期短的订单为主

。

小额的

短周期订单不利于我国小微企业规模化

生产

，

直接影响了小微企业的开工率

。

所以

，

真实了解小微企业情况可以

发现

，

对于真正从事经营的小微企业来

说

，

目前的融资成本是无法承担的

。

从另

一个角度来说

，

银行如此高的定价水平

其实也同时逆向选择了高风险客户

，

这

部分客户一般不是从事实体经营的

，

要

么是投机

，

要么是救急

，

但是一旦缓过劲

来是不会再和这样的银行打交道了

，

因

为你只是从我身上

“

捞一把

”，

而不是真

正地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

其实

，

目前大部分商业银行也只是

在贷款方面给小微企业提供支持

，

并没

有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

或者说还没

有顾得上小微企业的其他需求

，

这样也

容易导致小微企业对银行若即若离

，

忠

诚度不高

。

银行应该改变目前的小微企

业支持策略

，

从战略高度重新审视对小

微企业的服务

，

而不仅仅是追求高回报

和

“

捞一把

”

的心态

。

当然减轻小微企业

融资成本

，

仅靠银行也是不够的

，

需要政

府

、

企业自身和银行一起打造多方共赢

的格局

。

一是政府要把降低小微企业税费的

政策落到实处

，

而不是停留在口头和舆

论上

。

应该说政府近年来还是出台了一

些针对小微企业的税费减免政策

，

但是

由于利益的关系

，

很多政策在地方并未

真正落地或只是部分落地

，

这需要政府

加大督查和监管力度

，

确保惠及小微企

业的政策能真正落地

。

二是政府应该鼓励金融机构的创新

和业务发展

，

在小额贷款公司

、

村镇银行

和担保公司的成立准入方面应该给予灵

活的政策

，

要研究并牵头由银行

、

企业和

政府资金共同出资组建小微企业发展基

金

，

然后由银行给予一定的杠杆系数给

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

三是银行应该抛弃

“

捞一把

”

的思

想

，

从战略高度重新审视现有的小微业

务发展策略和动机

。

一是在产品上

，

要

开发标准化

、

简单化的产品

，

利用现代

科技简化申请资料和流程

，

抓紧研究线

上产品的开发

；

二是在定价上

，

要放弃

小微企业可以提供高回报的错误认识

，

一般小微企业的利润也就在

3 -5

个

点

，

承担不了银行一分以上的利率要

求

；

三是力求为小微企业提供全方位的

金融服务

，

从企业主的个人及家庭需求

到企业经营发展的需求

，

全流程地提供

金融服务

，

从而提高小微企业对银行的

忠诚度

。

四是小微企业自身要规范经营

，

注

重培养个人及企业的信用

。

小微企业在

发展中要抛弃粗放经营和随意性

，

注重

个人及企业的信誉

，

为企业在银行获得

服务提供保证

，

同时要加大自身产品的

品牌经营和特色经营

，

包括渠道经营

，

尽

量减少政策层面的变化给企业带来的影

响和冲击

。

（作者单位：平安银行小企业金融事

业部）

限制煤炭进口实质是

保护落后产能和寻租空间

黄光锐

近日国家能源局推出了一

份名为

《

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

法

》

的

“

征求意见稿

”，

提出对煤

炭进口加以行政限制

。

虽然打着

“

质量管理

”、“

环境保护

”

的名

义

，

但以行政手段限制煤炭进口

干预煤炭市场的意图是十分明

显的

。

对这份据网传由中央财经

大学中国煤炭经济研究院院长

岳福斌执笔的提议

，

本人表示坚

决反对

。

可以毫不过分地说

，

这

是在开历史倒车

，

既有违经济市

场化的大势所趋

，

又有违全球贸

易自由化的基本准则

。

倘若付诸

实施

，

将成为中国推行贸易保护

主义的恶例

，

引发国际贸易伙伴

的激烈反弹

。

这一措施对国内环

境保护和通胀形势有百害而无

一利

，

唯一为之

“

欢欣鼓舞

”

的是

在过去十年煤价暴涨中形成的

相关利益集团

。

首先

，

用所谓环保名义限制

“

劣质煤

”

进口的逻辑是可笑的

。

无论来自美国的

“

高硫煤

”

还是

来自东南亚的

“

低卡煤

”，

由于发

热量

、

水分

、

挥发分等方面的因

素

，

根本就不可能不经掺配就投

炉使用

。

国内典型的电厂锅炉单

烧神华煤都会出现结焦问题

，

何

况于挥发分高出

40%

的印尼煤

与发热量接近

7000

大卡的美国

煤

。

既然要掺配

，

入炉煤炭指标

就可以调整

。

国内电厂脱硫脱硝

的技术水平目前已达相当高的

程度

，

只要发热量在

4500

至

5300

大卡

，

全硫低于

1%

，

烟气排

放不超标是有保障的

。

一言以蔽之

，

与煤炭相关的

环保问题

，

关键在于使用环节而

非贸易环节

。

管住大气污染是环

保部门的应尽职责

，

而近年来环

保部门严控电厂排放的力度不

可谓不大

。

放着通过严格监管控

制电厂排放的正路不走

，

非要在

乎用的是什么煤

，

是不是有些醉

翁之意的味道呢

？

何况

，

低卡高

硫煤不仅是国外有

，

国内从西北

到蒙东同样很多

。

按照岳先生的

逻辑

，

那些出产

“

劣质煤

”

的煤矿

是不是得统统关闭

？

那些经营过

“

劣质煤

”

的贸易商是不是也要

统统取缔

？

对此

，

岳先生准备了

一个后门

，

那就是对于进口煤与

国产煤

，

要执行差距甚大的两套

准入标准

。

显然

，

这是对当今世界贸易

缺乏最基本的了解

。

现实情况

是

，

在国内流通环节把进口商品

与国产商品区别对待为

WTO

明

令禁止

。

国内

“

动力用商品煤

”

的

技术标准放宽到了热值可以不

足

3000

大卡

，

全硫则调整为

3%

，

这种区别措施在

WTO

打

官司是必败无疑的

。

同时

，

这一

提议也将其

“

非环保

”

性质完全

暴露

。

在暴利驱使下各地煤老板

破坏性掠夺性开采屡禁不止

，

带

来的水污染

、

草原退化

、

地面沉

陷

、

矿区自燃

、

扬尘飞沙等等环

境问题层出不穷

，

就连流淌千年

不绝的晋祠

“

难老泉

”，

也在周边

煤矿的滥采乱掘之下断流

，

沦为

靠自来水维持的假泉

。

对于这些

触目惊心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

坏

，

岳先生却不置一词

，

这其中

可有隐衷

？

保护落后产能维持寻租空

间

，

这或许才是相关政策的真实

意图

。 “

绿色环保

”、“

质量管理

”

纯系拙劣的幌子

，

价格上竞争不

过人家才是真的

。

当前

5500

大

卡澳煤南方港口到岸价也就是

80

美元左右

，

与秦皇岛下水价相

当

，

两者差价仅光船运成本就有

二三十元一吨

（

秦皇岛到南方港

口

）。

向来价格坚挺的澳煤都如

此

，

低卡印尼煤与高硫美国煤就

更是对国内煤企和煤炭贸易商

构成了巨大压力

。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一句

，

这

种状况正常吗

？

是什么使得地理

位置更近的本国煤炭竞争不过

万里迢迢从地球另一端运来的

进口煤

？

一方面

，

固然有技术水

平低

、

深井开采成本高于露天开

采

、

海运价格处于低位等客观因

素

，

但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从

矿坑到港口贪得无厌的寻租

。

对

此

，

知名煤炭市场分析师黄腾先

生就指出

：“

现在的煤价不是正

常的

，

比如铁路

、

当地政府等等

都在向煤炭企业伸手

，

人为地把

煤价提高上去了

”。

以笔者的亲

眼目睹

，

堆场上铲车动一下就上

百块

，

卸车时短吨是家常便饭

，

拿车皮支付的

“

点车费

”

就更为

可观了

，

这还仅仅是雁过拔毛的

几个比较明显的部分

，

还没算卡

车短倒里的种种名堂和产地征

收的基金税捐呢

。

其实说寻租

，

是客气的学术

化称谓

，

要说白了那就是腐败

。

所有这些寻租成本或曰腐败成

本都摊进煤炭价格向下游转移

，

到头来不用说是通过电费上涨

由工业用户与全体国民买单的

。

如今煤老板们快活不下去了

，

腐

败不下去了

，

就是因为价格具有

优势的进口煤在市场上形成了

冲击

，

切断了他们向全社会转移

腐败成本的通道

。

可是煤老板们

的

“

对策

”

却不是闭门思过认真

检讨

，

而是试图巧立名目阻断正

常的国际贸易流通

，

以助推通货

膨胀和削弱制造业竞争力的巨

大代价为他们的暴利和腐败买

单

。

试问

，

这样的要求

，

我们能答

应吗

？

当然不是说目前的煤炭进

口什么问题也没有

，

而是说要从

全局出发

，

依照国际惯例与国内

法规

，

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

用

，

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

并通

过行业指导推动煤炭进口的有

序化

。

本人的观点是

：

一

、

应当继

续强化对电厂排放的监管

，

并且

抓住当前电力供应的相对宽松

，

大力推动竞价上网

。

这是推动电

企高效使用煤炭资源的正途

，

也

是促进电企合理选用

“

优质煤

”

与

“

劣质煤

”，

平衡采购国内外煤

炭的正途

。

二

、

针对某些煤炭出

口国泛滥成灾的商业欺诈行为

，

特别是装船检测报告的普遍作

假

，

可以通过相对集中的国内开

证银行

，

以信用证业务窗口指导

的方式实行风险控制

。

针对不良

记录过多的出口国

，

信用证议付

单据一律以国内到货港商检报

告为准

。

三

、

倘若进口煤炭的价

格当真到了倾销的程度

，

国内企

业完全可以援引

WTO

规则与我

国国内法

，

要求商务部发起反倾

销或反补贴调查

。

国内煤企天天

叫喊进口煤价太低

，

却从不往这

个合法而正确的方向想一想

，

着

实令人诧异

。

煤炭资源进口牵涉基础能

源供应

，

兹事体大

，

理应统筹各

方利益权衡各项利弊

，

经过充分

讨论汇总意见后正式制定政策

。

而在这个直接关系国民经济根基

的领域

，

那些煤老板们似乎也应

该表现出一些

“

局部利益服从全

局利益

”

的觉悟吧

。

（作者为大宗商品市场分析

人士）

城镇化暗藏巨大金融风险

刘润萌

城镇化几乎是将农村房地产重新

再建一遍

，

这无疑对经济有拉动作用

，

但投入其中的金融机构有可能因为城

镇化

“

卖地模式

”

而套牢

。

城镇化不仅要建小区

，

还要新建道

路

、

科教文卫等公共设施

，

无疑需要巨

大资金

。

有报道称中国城镇化需

40

万

亿投资

，

仅就目前各地已公布的数据

而言

，

全国各省

、

市

、

区的固定资产投

资总额已逾

20

万亿元

，

其中四川省为

4.3

万亿元

、

贵州省为

1.7

万亿元

、

广西

为

1.5

万亿元

、

江西省为

6694

亿元

、

广

东省为

7869

亿元

、

云南省为

3770.55

亿元

。

我国城镇化水平刚过

50%

，

但还未

城镇化的多是经济基础本身就不好的

地区

，

这些地区税收本来就少

，

政府多

是吃饭财政

，

维持日常开支后所剩无

几

。

建设一个新型社区动辄几亿元

，

显然

要靠其他途径筹集资金

，

银行等金融机

构成为求助对象

。

今年

2

月份

，

中国农业银行与湖北

省政府签署备忘录

，

未来

5

年农业银行

将向湖北省城镇化建设及相关产业提

供不少于

1000

亿元人民币意向性信

用额度

。

搜索各地新闻

，

普遍都有银行

为城镇化提供融资的报道

。

而在政府

鼓励下

，

银行也热衷为城镇化放贷

。

银

监会日前下发

《

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强

2013

年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的

指导意见

》，

明确支持城镇化建设融

资

。

不仅大银行

、

股份制银行普遍开展

城镇化融资服务

，

城市商业银行也都

投身其中

。

想了解城镇化融资风险

，

还需要

先了解我国城镇化模式

。

城镇化较为普遍的表现形式是将

几个村庄居民聚集在新型农村社区

，

从平房住进楼房

，

节省出来的宅基地

实行返耕

，

或者建成工业用地

。

而节省

出来的土地

，

为政府开展城镇化提供

了腾挪空间

。

由于有

18

亿亩耕地红

线

，

地方政府需要土地发展

，

土地也为

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财政收入

。

目前来看

，

城镇化的开发主体有以

下几种

：

村民自建

，

开发商代建

，

乡镇政

府统一建设

，

用地企业代建

。

不管什么

模式

，

都是以卖地为核心

。

一些开发商

以极低价格拿到土地

，

在满足本村村民

居住之外

，

剩余的楼房出售给其他村民

收回资金并盈利

。

有些用地企业投入其

中

，

则是为了谋取工厂用地

。

而更普遍的方式是

，

地方政府通过

融资平台为城镇化银行融资

，

提前为村

民新建新型社区

，

待村民入住之后

，

将节

省出来的用地指标

，

平移到城市周郊

。

经

此平移

，

偏远地区几万元一亩的土地变

成了城郊百万元的价格

。

而此前为城镇

化建设所投入的资金

，

则可以通过这种

方式收回

。

这种平移魔术已有政策支撑

，

但是

这种方式有个致命硬伤

，

即中间环节过

多

，

需要和村民就搬迁补偿进行谈判

。

目

前看来

，

如果当地靠近城市

，

或者有旅游

等特殊资源

，

则土地价格较高

，

可以给予

村民更多补偿

，

则谈判进展较为顺利

，

如

果是在普通乡村

，

政府或开发商很难拿

出让村民满意的补偿标准吸引村民搬进

新宅

。

不少地方政府为了推进城镇化建

设

，

采取边建设边和村民做工作的政策

，

有些新楼盘已建成

，

而老村庄却因村民

分歧迟迟难以拆除

。

这种情况就不是节

省土地资源

，

而是浪费土地

，

同时卖地模

式也就无法向下进行

，

银行巨额融资就

会套牢在融资平台中

。

在巨大资金压力

下

，

如果政府想有所改变

，

暴力拆迁必然

出现

。

赵顺清/漫画

孙勇/诗

中介机构，

请当好投资者“守门人”

付建利

无论是新股首次上市发行

，

还是配

股

、

增发等再融资行为以及上市公司的

并购

、

重组等行为

，

都涉及会计师事务所

等中介机构

，

这些中介机构需要对上市

公司的财务进行审核并对其合法性进行

确认

，

以帮助广大投资者剔除那些财务

造假制假的上市公司

。

按照证券市场制

度设计的初衷

，

这些中介机构本该为广

大中小投资者当好守门人的角色

，

用它

们的专业知识和职业素养替投资者排除

各种潜在的风险

。

可惜事与愿违

，

一桩一桩的上市公

司造假案件

，

不断地消解着投资者对证

券市场的信心

，

而在这样的造假背后

，

投

行保荐机构

、

会计师事务所

、

律师事务所

等中介机构是不可推卸的负能量

。

当上

市公司和中介机构沆瀣一气制造出各种

各样的造假事件时

，

投资者的信心

，

又到

哪里去寻找

？

以万福生科造假案为例

，

根据万

福生科发布的自查公告

，

公司

2008

年

至

2011

年累计虚增收入

7.4

亿元

，

虚

增营业利润

1.8

亿元左右

，

虚增净利润

1.6

亿元左右

。

这还不算完

，

在

2012

年

半年报中

，

虚增营业收入

1.88

亿元

、

虚

增营业成本

1.46

亿元

、

虚增利润

4023

万元以及未披露公司上半年停产等事

项

。

而万福生科之所以被立案

，

却是源

于湖南证监局的一次例行检查中

，

发

现了预付账款异常

。

其实

，

如此恶劣的

财务造假行为

，

只要会计师事务所尽

到起码的责任

，

就可以发现

。

从胜景山河到绿大地

、

从江苏琼花

到万福生科

，

这一系列的造假背后

，

都有

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

“

魅影

”

在作

怪

，

中介机构为什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

韪与上市公司合谋

？

无非是利字当头

，

通

过财务造假等行为上市

，

中介机构不仅

可以捞取一大笔中介费用

，

还可以通过

变相持股等手法享受到上市公司股价大

幅上涨的收益

，

甚至到上市公司兼职

，

可

谓一本万利

。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认为

，

Ａ

股

上市造假屡禁不绝的背后

，

不仅上市公

司自身有错在先

，

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

机构也难辞其咎

，

堵住这些漏洞

，

唯有加

大处罚力度

，

让犯罪的成本与收益对等

。

一旦发现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作奸

犯科

，

不仅要让其名声扫地

，

更要让这些

中介机构经济上承受

“

不可承受之重

”，

吊销其营业执照

，

甚至驱逐出证券市场

，

通过制度完善和重典

“

伺候

”，

督促会计

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真正扮演好投资者

“

守门人

”

的角色

。

而就在近日

，

证监会副主席刘新华

在出席中国金融会计学会第五次会员代

表大会时表示

，

证监会将和财政部一道

，

对会计工作进行严格的监管和规范

，

对

于违反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

，

必将予以

惩处

。

可见

，

监管层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会

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在规范证券市场

运行方面的作用

，

以整肃证券市场的造

假制假之风

。

万福生科案中

，

中磊会计师

事务所被罚没收业务收入

138

万元并处

以

2

倍的罚款

，

并被撤销其证券服务业

务许可证

，

如此重罚

，

足见监管决心

。

（作者系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

察员）

上学少年吃空饷，就因他爸是所长。

揩油靠权成顽疾，入编凭考走过场。

程序正义若遇冷，官场腐败必吃香。

体制溃疡在扩散，治病力度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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