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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浙江省典当行业现状、发展的调查与思考 

沈梦姣   钟月玥   冯杭初   许波   王佳伟 

（浙江工业大学健行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摘 要】典当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为古老的非银行性质的金融行业，也是现代银行业的雏形和源头。在市

场经济迅速发展的当下，典当行业作为一项重要的民间融资渠道已经在国民经济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日益

重要的作用。本文立足浙江省的典当行业，以杭州典当行为主要研究对象，调研典当行业在浙江省特别是杭州地区

的历史现状、作用，制约其发展的问题以及对此的改进措施，探索典当行业的发展方向，力求改变人们对典当行业

的传统观念，促进该行业的发展并更好的发挥其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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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当是指主要以财物作为质押或抵押而有偿有期借贷融资的民间商业经营机构。旧社会的典当主要是为穷人和一些“败家

子”提供救急资金，因此在旧社会被认为是一种“乘人之危”的高利贷盘剥的“可恶”行当。解放后因为实行计划经济，融资

的需求很少，典当行就消失了。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发展，才使得典当行又因为有了市场需求而迅速发展。 

典当业处于金融业与商业的边缘，兼具有两者性质，很难界定它的地位和范围。中国把典当行界定为非金融机构，是特殊

的金融服务行业，对金融业起着重要的补充作用。  

典当对企业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均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杭州典当机构 70%-80%的款项都流向中小企业。而在日常生

活中，典当由于融资方式灵活，最适合为广大城乡居民解燃眉之急。因此，对浙江省的典当行业进行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

实意义。  

一、浙江典当行业现状及问题 

浙江的典当行业起步较早，发展迅速。从整体上看，主要有七个特点。 

（一）发展水平全国领先 

中国现代典当业的发展始于 1987 年，浙江的现代典当业是从 1988 年 2 月温州金城典当行的成立开始的。尽管发展时间不

长，但浙江典当业的规模在全国较领先。浙江省 2005 到 2010 年典当公司数量从 100 多家增加到了 289 家。2007 年经营状况最

好，放款额达到 252.17亿。2010年上半年放款额则达到 123.74亿，业务量不断增加；企业利润也在快速回升，2010年上半年

税后利润达到 2.16亿元，超过 09年全年。 

（二）与中小企业联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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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小企业的数量占全省企业数量的 99%；全省工业总产值的 81.1%，工业增加值的 83.3%，外贸出口的 81.6%，财政税

收的 82.9%，劳动就业的 90.1%都来自中小企业。浙江典当行业的发展是伴随着民营经济的兴起而壮大的。浙江典当行业与中小

企业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浙江典当行与中小企业相互依赖，相互影响。中小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典当。我省的中小企业在创业初期、发展过程，

难免会遇到各种运营资金和财务资金短缺的问题。银行往往不能及时提供贷款，如果资金链断裂，将会影响到企业的正常运行，

甚至倒闭。典当行此时就成为了企业的“救命稻草”。 

典当业也离不开中小企业。2007 年浙江省典当行放款额达到 252.17 亿，其中 70%到 80%发放于中小企业，而 2005 年-2009

年共 280 亿投放于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对典当业务的影响可见一斑。2008 年的金融危机使很多中小企业受损倒闭，典当业深受

影响，2009年浙江省典当行全年放款仅 207.35亿，比 2007年少了近 45亿。 

其次，浙江典当应与中小企业共同发展、共同进退。浙江典当业的发展应找准定位、摆正位置，将发展的重点放在中小企

业上。一方面在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时应更灵活创新，及时推出更多适合中小企业的服务。另一方面应开拓创新精神，积

极寻求与中小企业新的关系：典当行可以注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亦可注资典当行，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对降低风险，扩大

业务非常有帮助。 

（三）还款风险评估不足 

从典当行业内部看来，问题首先体现在典当公司对风险的评估不足。典当行融资对象不少是银行淘汰下来的客户，无论是

信用还是还款能力，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瑕疵。再加上典当行以“快捷”作为融资特色，对客户还款能力的审查在广度和深度上

都不够。 

据浙江省典当行业协会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一般典当公司以贷款方拒不还款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都会胜诉。但是经常

存在一些“老赖”企业和个人，即使败诉也不还款，很多典当行只能“望赖兴叹”。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中，真正直接被危机

打垮的典当公司非常少，反而是被那些欠款不还的企业拖垮了很多。 

（四）冒牌典当越轨经营 

虽然这几年浙江的典当行数量在快速增长，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在街头巷尾，冒牌“典当行”——诸如寄售行、调剂行也不

断地涌现。按照工商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寄存行和调剂行应该主要从事民用生活日用品的调剂，或从事寄售、代购、代销旧

货。但许多调剂行却或明或暗地从事典当业务，有的还直接从事房产、金银、汽车等大宗资产的典当经营。 

这些调剂行在浙江的进入门槛相当低，只需 500 元的资金就可以在工商管理局注册成立一家调剂行。而典当行的最低注册

资本就要 500 万元，而且还要获得商务部以及当地公安部门颁发的特许经营证才能经营。浙江目前只有典当 289 家，但是调剂

行、寄售行等据不完全估计却已有几千家。 

违规操作的寄卖行、调剂行的存在不仅加大了行业监管的难度，还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人们对典当行业的误解。近年来，

由于调剂行的不规范经营引起的民事纠纷，也极大地损害了典当行业的社会形象。 

（五）社会大众观念陈旧 

从典当行业外部环境分析，首当其冲的就是社会大众对典当行业的传统观念。在市场定位上，典当行已被确认为是一种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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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务的补充。但人们的传统观念仍把典当行看作旧社会的压榨普通百姓，“趁火打劫”的“封建主义尾巴”，在经济文化发达

的浙江也不例外。据悉，很多颇具规模的浙江企业都在遇到资金运转困难时都曾通过典当行提供的“过桥资金”来度过危机，

但这些情况却鲜为人知。“有部分企业家是担心去典当公司会对企业形象造成负面影响。”杭州典当行业协会秘书长分析，“他们

通过银行来借款时就没有这层顾虑，但去典当公司就会被认为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浙江典当行业的发

展起到了相当大的阻碍作用。因此，转变社会各界对典当行的认识已迫在眉睫。 

（六）人才培养与理论研究 

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典当行业存在专业人才缺乏，培养机制不够健全的问题。 

一个优秀典当师需要广泛涉猎珠宝、房产、汽车、股票等各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判断抵押物的价值，一个民品典当估价师，

至少需要专业培训 1 年至 3 年才可以独立做业务。对典当专业人才的培养的滞后，使得该行业人才出现了较大缺口。在浙江，

至今没有开设典当类专业的高校，浙江的高等教育也并没有很好的起到为浙江典当业输送人才的作用。以浙江省温州市的银丰

典当为例，由于缺少各种评估鉴定人才、管理人才，虽 2008年就已经获准经营但至今都尚未能营业。专业人才的缺乏还导致各

典当行经营业务雷同，例如都为房产、企业财产、汽车、黄金这“四大金刚”，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行业内部的竞争加剧。 

另外，典当行业理论研究相对滞后。浙江作为全国典当行业的领军人物，对本土的典当行业的理论研究停滞不前。目前在

浙江市面上并未出现专门研究典当行业的公开发行的刊物，仅有浙江典当行业协会的《浙江典当》作为内部资料分享。现阶段

对浙江省典当行业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实证研究和调查分析，但都未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也未形成系统的体系结构，在对人才培

养、制度建设、行业管理等诸多方面都会造成一定影响。 

（七）地域性独立性过强 

地域性过强主要是指典当公司鲜少在外地开设分公司，对于外来业务也极少处理；外地典当也很难进入本地市场。浙江的

典当行很少在外地进行投资，并且在跨地区建设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已落后全国的发展。目前比较著名的全国性的典当行主要为

北京的中金福、宝瑞通，广东的银达等；而中部城市的典当业也开始有创新举动，湖北融众集团已筹划并完成其所属融众典当

的全国连锁经营布局，并在典当与商业银行合作方面做了有益尝试。 

造成这方面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据杭州市贸易局特种行业管理处张处长介绍，一方面是由于本地的市场需求比较大，另一

方面是与本地相比，在外地开设典当会遇到更多来自政策、文化等地区保护方面的阻碍。另外，其他地区的典当行业由于人们

本土观念重的原因也很难进入浙江。地域性过强这一问题从现阶段看来会限制典当行的业务范围，从长远上看更是会限制整个

典当行业的发展。 

二、典当行业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在浙江，典当行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源动力之一，因此，需要改善浙江省典当行业的现状，发现存在的不足，提出

符合其发展的对策。 

（一）找准客户，谨慎经营   

针对还款风险问题，需要做好以下几点：控制大额业务、多做小额业务；多做熟悉业务、少做生疏业务，控制当品风险；

收紧长线业务、扩大短线业务，提高资金周转率，同时要设置好风险控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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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于浙江的中小型民营企业较多，而中小企业需要的资金一般不大，而且这些企业的经营业务一般较单一，对于其

经营、财务等方面的风险评估也相对较容易，所以各典当行可以积极发展这些客户群。 

其次，浙江近几年房地产的高速发展产生了很多泡沫，给未来的房产市场增加了许多风险。而这几年，房产抵押一直是各

典当行的主营业务。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浙江的典当业再继续扩大房地产抵押业务势必会增加其经营风险。所以各典当行可

以适当控制此类业务，开展市场相对稳定的业务。 

（二）规范经营，口碑营销  

观念陈旧在一定程度上使典当业在老百姓心中留有不好的形象，但典当行业自身经营业务的不规范，调剂行等冒充典当机

构的违法操作等更加重了这一问题。所以，各典当机构不应着眼于眼前小利，只有规范操作、提升典当行业的形象，创造出良

好的融资氛围才会吸引更多的业务。 

（三）专业培养，吸引人才 

浙江已是一个教育制度较完善的省份，拥有众多高等院校，而典当是一门综合法学、经济学、管理学、史学等学科的交叉

学科，一些高校及职业性学校可以开社关于典当的专业课程，对典当进行理论研究和专业人才的培养。同时浙江可以利用其地

理条件及经济行业探讨发展优势吸引典当方面的人才，而与之配套的就需要一套对典当人员的考核制度，如可以实行从业资格

考试等措施。  

（四）扩大合作，上市壮大  

单独的典当行针对的是一个地域，如果能跨出浙江，甚至做到全国连锁，共用一个研发平台，不同地区金融信息整合，便

能够优化资源，节约成本，极大地扩展了发展空间。但由于前述的种种原因，浙江的典当企业始终不愿“走出去”，其他地方的

典当业也对“走进来”有所顾虑。针对这个问题，有如下建议：一是浙江典当业可以发展合资模式，与外地的典当铺合作，既

吸引外地资金的注入，又能将自己的典当品牌推向外地，从而逐渐打破地域性的束缚。二是将一些品牌知名度高的典当资产注

入上市公司，从而使上市公司获得增发资格，获得资金后再向省外发展。其三是典当业的网络化发展。如果能实现异地典当、

异地还款，不同地区的典当业务信息可以互通，这对于降低风险性和解决地域性缺陷有着深刻的意义。 

（五）发展特色，专业典当 

浙江典当行业的另一个发展方向就是向专业化靠近。各地及各典当公司可以根据自身的特色开设一些有特色的典当企业。

目前，杭城已经出现了专门经营书画等艺术品的书画典当公司。这样的专业化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节约成本，降低风险，也

缓解了行业内的竞争。 

虽然浙江典当行业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但总的来说，典当市场的发展空间是相当巨大的。近年来世界各国

和地区典当市场的规模都在扩大，典当经营主体、交易数量和金额都在增加。在浙江这样一个中小企业众多，民营经济发达，

人民生活水平较高的地区，典当业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但是，如何促使典当行业更快更好的发展，这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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