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6 年大学毕业后，王世杰一直从事建

筑工程工作，从技术员、技术经理到项目经

理，可谓是一步一个脚印。将建筑工程的“门

道”摸清后，王世杰便从一家老牌的国有建筑

企业辞职，自己拉了一支队伍，在全省各地承

揽建筑工程。

“资金缺口，应该是所有从事建筑行业的

人都会遇到的困境。”王世杰称，虽然他承揽

的多是政府工程，但同样存在不能按照合同

支付工程款，延迟付款现象比较多。“就拿滁

州的一个工程为例，已经垫了 5000 万，但业

主一直未按期付款。”王世杰在接受市场星

报、安徽财经网记者采访时回忆，特别是到年

底，材料商、民工工资都是要支付的，但每年

年关将至那段时间，资金不到位的现实让他

苦不堪言。

“能借到的钱，我都借了，甚至连女儿的压

岁钱，我都拿出来支付了电费。尽管如此，资

金缺口，仍然很大。”王世杰告诉记者，国家出

台各种政策，都强调要确保农民工的工资，给

他做劳务的农民工跟他已经有一些年头了，每

个月只支付一些生活费，“平时已经拖欠了七

八个月工资，但一般到一些重要的节假日，是

一定要全额兑现的，不然对不起他们的辛劳。

王世杰说，之前，社会上都认为建筑行业

能挣钱，甚至有一种说法，称金桥、铁路、铜房

子，可是现在感觉做我们建筑这行的已经成

为一个“鸡肋”，“食之无味弃之无可惜”，“项

目一般都是最低价中标，施工过程中，稍微有

点闪失，都可能亏本，感觉每天都在走钢丝，

精神压力特别大。”王世杰称，他每天晚上最

怕就是接到电话，因为这个时候，打电话的不

是安全事故，就是催款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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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迪克信息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规模中等的

企业，让该公司董事长平刚最头疼的就是，企业的人才

问题。“我们这行是技术型企业，有本事的薪金待遇要求

都不低，我们也希望招一些应届毕业生，但我对他们却

没有什么好感。”平刚说，“我们也招过大学生、研究生，

这些人很多不是把我们的企业当归宿，而是当其事业的

一个跳板。事实上，现在很少有应届毕业生能在自己最

先进去的企业干长久，似乎跳槽是一种能力的体现。这

种理念，让我们企业很受伤害，与其为别的企业培养人

才，还不如从别的企业聘人才过来。”所以，平刚现在招

聘的职工，一般都要求有相关工作经验。

“来了就能上手，这比应届毕业生过来还得从头学

起节省了资源和成本。”平刚告诉记者，他们企业给新进

员工的工资，一般在3000元/月左右。“之后会根据工龄

和对企业的贡献进行加薪，当然，不同的岗位也会有不

同的薪水。说实话，找到合适的人才，我绝不会吝啬薪

金，但只靠我们企业自己寻找人才，也并不是件容易

事。毕竟大型企业，知名企业更有吸引力。”

虽然没有好感，但平刚并非完全排斥应届毕业生，

“当然，有些应届毕业生对自己有很好的职业规划，学

习能力也非常强，这样的毕业生我们当然欢迎。说实

话，我感觉这得靠碰！要么，我原本就对这孩子有所了

解，比如亲戚朋友家的孩子，否则我还真不太敢冒险。

希望有关政府和机构，能在我们和高校之间，以及和一

些高素质人才库之间搭好平台，帮助我们这些发展中

的企业寻找人才。”

缺人才

申请优惠时“找不到北”想贷款被劝“省点事”

皖中小微企业吐“憋屈”：回款慢、贷款难、市场太窄

桔子水晶酒店CEO吴海在
网上发出一封题为《做企业这么多
年，我太憋屈了》的公开信，引得一
片哗然。与此同时，这封信也再次
将做企业遭遇的憋屈吐露出来，可
谓是在企业家中间引起了共鸣。

近两年来，从融资、行政审批
以及税收等各方面，对于中小微企
业来说，都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红
利。“现在的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贵
的问题得到了多大的缓解；‘找钱’
是不是更容易一点了”？然而，市
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在回访中
发现，企业家们有很多话要说要吐
露。他们当中，有的人工程款不能
按时拿到，有的想去贷款却被“劝
回”，有的想去了解政策但不知道
问谁。

在省城北边，距市区1个多小时车程的工业园

内有着这样一个小厂。占地一千多平方米的厂房

内，陈列着胶印机、装订机、折页机、覆膜机等各式

各样的设备，在厂房的一角隔出来的单间，就是合

肥光洁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孙玉琼的办公室。

回忆起公司一路的发展历程，孙玉琼感慨万

千。最早的时候，光洁包装有限公司，其实 就是坐

落于办公大楼里的一间复印室，主要依靠帮一些杂

志社编排印刷版面。但仅仅是这样的生意，也不能

带来多大的利润。随后，孙玉琼注册了公司，并通

过不断“跑业务”，现在成为合肥几家知名企业的包

装提供商。

“挣得都是辛苦钱。”这是孙玉琼最爱说的

话。国家给予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光洁

包装”一直是受益者，今年新执行的 20 万元以下

小微企业所得税负减半政策，企业大概能少交所

得税一万三千元左右，应交的所得税不到一万

元，这是实实在在的优惠，孙玉琼说自己一 定回

去申请。

“但是，对于小微企业来说，发展最大的困难

是资金和贷款问题，税收优惠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

了企业资金的压力，但我们想发展壮大，资金和贷

款才是重中之重。”孙玉琼说，“ 我们这行其实现金

流很重要，经常需要自己垫付资金，我的企业建设

之初，家里亲戚的钱都被我借了个遍。如果我们

能有更好的融资渠道多好”

电气公司“掌门人”：
小微企业需要公平的市场

“现在进入同一个市场的企业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政府能否考虑

向中小微企业放开一些领域，让我们和其他企业公平竞争呢？”合肥宇森电气

科技有限公司吴科总经理提 出了自己的“心愿”。

2007 年，吴科一手创立了宇森电气。“之前的市场比现在好太多了！”吴

科表示。现在 ，全国做同样产品的公司大大小小有几千家，合肥市也有 10

家以上，而当初，各个省市只有一两家这样的生产企业。现在企业竞争非常

激烈，小微企业早就是微利了。

吴科介绍道，最早他的产品价格是每台七千多元，最高到八千元，现在

的价格是六千多元，最低的时候只有五千多元，而企业的成本却节节攀

升，租厂房的房租在涨，员工的工 资在涨。“算一下产品的成本和销售

价格，你会发现小微企业利润小得可怜”，吴科掰开手指计算，一台

高压真空断 路器全部成本要五千元，卖出去的价格才五千两百

元，两百元的利润空间，一年一千多台的生产量，小微企业的生

存空间可想而知。

吴科对于自己的产品还是很有信心的，但他却苦于找

不到销路，“都是些老客人，政府 应该给我们小微企业开

辟一些绿色通道。事实上，我们的产品不一定差，但是

客商一看我们的牌子，连正眼都不愿瞧，我们的性价比

往往更高。只有当更多的渠道和市场打开，我们才能

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机会。”

市场窄

“感觉今年整体的经济环境还没有得到很

好恢复。”从事活动策划、媒体代理行业10多

年的王昆，在谈到自己今年的广告经营时说，

“从营业额的角度看，同往年相比，未有明显下

降，但回款速度慢了。”截至目前，据他介绍，与

去年同时段相比，今年的回款才达到总营业额

的六成，“往年，这个时候都是七八成”。

“同许多服务行业一样，广告策划公司也

依附于房地产，房地产业景气的时候，往往也

是广告业务最好开展的日子。”王昆称，延迟付

款的现象很多，目前手头还有大半年前举办活

动的款项未到账，而往年年份好的时候，做房

地产行业的广告代理和活动策划，都是有预付

款的，现在则需要他的公司垫资才能争取到主

办权。

得益于前几年去沿海城市考察广告行业

的心得，王昆在广告行业最景气的年代，便悄

悄转型，确立以活动为主，媒体发布为辅，两者

整合打包的营销策略。因此，在今年广告行业

整体表现欠佳的时候，王昆主导公司全面代理

各大酒店、商业中心的策划活动，营业额与往

年相比未有明显下降。但由于资金周转不开，

王昆从亲戚朋友处借了 200 余万元“应急”，

“也去过银行找贷款，但可能没有抵押最后没

成行。”

“广告类的服务行业，往往是当前整体经

济的晴雨表，经济好的时候，广告回款快，资金

流动率大，往往越好做；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广

告回款慢，资金流动率小，业务越难做。”王昆

称，现在好多人，都热衷于资本运作，不愿意投

资实体经济，造就的短时间繁荣，对整体经济

形势是不利的。

对于当前整体经济形势的不景气，王昆表

态，要果断砍去利润不高的项目，注重现金流，

苦练内功、抱团取暖，越早转型越好。“社区等

区域类的媒体发布，在当前广告业看来，还是

一片空白，明年着力点就是加大对社区媒体资

源的覆盖，掌握资源越多，对于当前竞争激烈

的广告行业来说，越有主动权。”王昆说。

包工头：延迟付工程款比较多

策划公司负责人：借亲戚朋友200多万“应急”

张以海的塘兴粮油有限公司位于

马鞍山市当涂县，主要经营范围是粮

油加工、销售以及粮食收购。2000年

以前，张以海在当地一家公办的粮油

企业上班，已是负责人，但后来由于企

业改制，张以海带着几个兄弟和家人，

开了一家粮油厂。

2006 年，张以海的粮油厂“升了

级”，成为粮油有限公司。“升级成公

司制，各方面都规范点。”张以海说，就算出去和合作伙伴谈生意，

感觉也比较正规点。

但改名并没有解决塘兴粮油“缺钱”的局面。“基本上每年收购

季节都会出现资金周转较紧的情况”，张以海说，自己也曾经多次

和当地农委、粮食局等部门反映，想帮忙解决，但融资几乎是每个

中小企业都面临的难题，最后只得自己想别的办法。

塘兴粮油的生产车间总共2000多平方米，但每年的产值可达

到五六千万。按照5%左右的利润率算，张以海一年也可以赚个两

三百万。不过，由于收购粮食期较为集中，且客户的回款有时也不

那么及时，这就致使张以海容易出现短期内的资金难周转。

“其实也不需要太多的钱，有个两三百万，就能周转开了。”张

以海说，老百姓卖粮食不容易，不可能拖欠他们的卖粮款，就算账

面上资金不多了，也得先把收购粮食的钱付了。

前段时间张以海资金不足时，曾去找相关金融机构申请贷款，

也去市里、县里的粮食局和农委等部门说明情况。“银行需要报批、

审批以及要出示土地证、房产证等手续”，张以海说，最后被告知没

有申报计划，还是没贷到款。

“再没有办法的话，就去找村里的人借了，多给点利息呗。”张

以海说。

金属产品制造商：
申请优惠时总“找不到北”

“好政策最怕不落地。”省内一位从事装

备制造业多年的民营企业家称，政策熟知率

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此，近年来出台促进

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是不少，有些没能全部落实到位，存在层

层递减、“跑冒滴漏”现象，所以不少人对政策兑现感到信心不

足，甚至觉得知道不知道无所谓。

合肥市鸿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之一丁卫真则认

为：“政府的想法和政策很好，但不相信能落到自己头上。”

“我知道政府经常有扶持中小企业的新政出来，省里、市

里都有，我是从报纸、电视上看 到的，但具体的措施就不知道

了，也没必要知道，我相信帮不到我。”丁卫真说，“政策里肯定

会提到贷款和融资。有什么用呢？我们这样的小企业过去，

还不是需要抵押？贷款还不 是很难？我之前的公司就是因

为融资不及时倒了。我们现在做生意靠关系靠人脉，其实享

受政策也一样靠关系靠人脉。”

丁卫真认为，一个政策下来了，各地往往集中搞突击宣

传，阶段性政策，过去就过去了 ，即便有与政策配套的相关细

则，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方法也很僵化，不够灵活。

丁卫真介绍说，他们厂是 2006 年建的，到现在遇到过很

多问题，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我 也知道，每次颁布新政，都

有企业享受到了福利。不过，我觉得自己没这个福气。像我

只知 道一个大框架政策，但具体针对我们这种类型的企业有

什么样的政策、怎么申请、去哪里申 请，我总是找不到北，也

没有一个政府部门来引导。”

油坊老板：
准备了材料还是没贷到款

2008 年夏天，从安徽农业大学法学专业毕业

的殷本兴，在求职时并没有考虑对口职位，而是进

了一家冷暖设备的公司。虽然，如今这家公司已

不复存在，但接近一年的工作经验，为后来自己创

业着实积累了很丰厚的经验。

在省城水阳江路和桐城路交口，有一个 200

平方米左右的门面房，做的是冷暖设备的安装，负

责人是三个一起创业的大学同学。总经理殷本兴

就是其中的一位。

2009 年 3 月，殷本兴怀揣从家里拿来的 10 余

万元，与女友(现在两人已结婚)及另外一位同学，三

人一起，觉得做冷暖设备仍有市场，遂共同出资注

册了“合肥思科”。挺过了初期资金短缺等“瓶颈”

后，如今，殷本兴说，公司渐渐可以盈利。“每年净利

润六七十万元吧，平均每人年底能分到20万左右。”

尽管不是设备的制造企业，但做经销，对于几

个几乎是白手起家的小年轻来说，压力也是不小

的。“现在的设备都需要提前付款，根本不存在先

提货后付费。”殷本兴说，现在的生意渐渐好起来，

但这些设备必须是事先从生产厂家先拿，“放在仓

库里，省得到时来不及供货。”

“一个锅炉几万块，备个几十台，就要几十上

百万。”殷本兴说，资金跟不上也是经常可能遇到

的问题。殷本兴本想去银行贷款的，但在银行工

作的几个朋友“主动”劝其还是“省点事”，“银行也

缺钱。”殷本兴转述银行朋友的话说。

设备经销商：想贷款被劝“省点事”

包装企业老总：亲戚的钱都借了个遍 信息工程企业掌舵者：人才可遇不可求

回款慢

落地难
贷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