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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视界

□ 据 新华社

为应对高校学费“限涨令”到期，成都

2014 年“阳光圆梦工程”提高了对低保家庭

大学生的资助标准，四川省外本科、省内本

科、省外专科、省内专科院校分别提高到

4500元、4000元、3500元和3000元。

除了成都市低保家庭学生，2014 年的

“阳光圆梦工程”还将低保边缘家庭及孤儿

学生正式纳入资助范围。

但是，低保边缘家庭及孤儿学生资助标

准仍沿用此前低保家庭学生的标准：四川省

外本科 4000 元、省内本科 3600 元、省外专

科3000元、省内专科2600元。

□ 本报综合新华社报道

“钱紧”“钱贵”一直困扰着急

需融资的众多中小企业。记者近

日采访了多名企业经营者，他们

表示，现在已经不是在考虑“怎么

活”的问题，而是“怎么死”和能否

“死后重生”的问题。

“借钱成本”究竟有多高？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财务总监

田延平向记者介绍，该公司的年

化贷款成本从去年的6%至6.6%
突然上涨到了现在的 8%左右。

“估计我们今年新增加的利息要

占到去年公司净利润的 10%，也

就是说今年仅资金成本就要吃掉

公司10%的利润。”

田延平说他的公司每年融

资总额大约在 20 亿元，渠道包

括银行信贷、短融券、债券等，其

中银行贷款超过 40%。“今年以

来，我们的贷款成本突然上浮了

30%，公司去年支付的利息为

9000 万元，今年预计在 1.2 亿元

至1.5亿元。”

“贷款利率一直在上浮，年化

利率 12%已经很普遍，企业资金

压力很大，今年感觉日子更难

过。”浙江一家中型服装公司总经

理告诉记者，这一现象在中小企

业中很普遍。

“买路钱”究竟有多少？

除了贷款利率的节节攀升，

雁过拔毛的现象更为普遍。如担

保费、咨询费等各类“买路钱”都

提高了中小企业贷款成本。

一名中小制造业企业负责人

还给记者算了一笔细账：该公司

本年度向某银行申请了一笔800
万元的贷款，“由于采取的是抵押

贷款方式，所以先让专业担保公

司‘剥’了2%，即16万元；在申请

授信时，客户经理通知我，现在贷

款额度紧张，要贷800 万元，需要

先给银行提供 800 万元的存款。

也就是说，我需要先从别的渠道

临时借 800 万元存进银行，然后

银行把这笔存款转换成承兑汇

票，我再付4.8%的贴现费用将它

赎回再还临时借款。经过一番讨

价还价，最终银行给我们打了‘五

折’，贷800 万元，存400 万元，贴

现费用 19.2 万元。所幸，授信额

度好歹是下来了，贷款年利率

12%，年利息96万元。后来银行

告诉我，我们的融资成本已经算

很低的了”。算了算账，也就是

说，中小企业要想从银行贷出 1
元钱，每年至少需要付出 0.16
元，甚至更高。

河北一家中型建材企业董事

长杨某说：“加上各类委托中介费

用，平均每年要还息 3300 余万

元，成本几乎翻番。”动辄 2% ~
5%的担保费用使本已不堪重负

的企业更加“举步维艰”。

多部委下文要求缓解

“钱紧”“钱贵”

今年以来，国务院及相关部

委密集发文旨在降低企业融资成

本、增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银监会今年要求增加“三农”

信贷资金来源，具体包括制定实

施“三农”专项金融债政策、探索

建立资金回流农村新机制等。银

监会对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

业贷款设置了“两个不低于”的

“硬杠杠”——小微企业贷款增速

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增量

不低于上年同期。

与此同时，银监会表示今年

将会同有关部门从6个方面降低

社会融资成本，包括加强金融服

务价格管理，增加小微企业贷款

规模，减少过高的担保收费等。

“中小企业要想从银行贷出1元钱，每年至少需要付出0.16元，甚至更高”

雁过拔毛，企业“贷”遇何时会好？
为应对“高校涨价”

成都提高低保家庭大学生资助标准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