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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金改” 背景下民间借贷出路的调研 

—以浙江省温州地区小微企业为例 

吴敏  林波 

( 宁波大学 国际交流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 要】 通过调查研究 “金改”背景下温州的民营企业，本小组发现 2012 年浙江省民营企业民间借贷在上

半年经历了一个低迷期，民间资本流动不活跃、许多企业筹资难、相关法律问题层出不穷，温州地区问题更为严重。

而在温州大力推进金融改革后，情况有所改善，民间借贷的发展更为健康但速度不快、规模不大，许多问题仍然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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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的研究主要以实地走访和发放问卷的形式进行。为了更好地了解现状，我们在查阅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设计了十分具有

针对性的调查问卷。2012 年 4 月至 2013年 2 月，我们通过对温州地区和我们家乡身边的民营企业，民间借贷人的问卷调查，

了解民营企业民间借贷的现状。 

1 问卷数据及分析结果 

我们调查的主要对象是温州民营企业，调查结果显示 40% 民营企业属于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与住宿、餐饮业分别占 20% 和 

17. 78% 。温州制造业极具代表性，所有我们调查的对象多数为从事制造业。 

多数被调查的民营企业通过朋友、亲戚联系到了借贷人，民间借贷主要依靠朋友、亲戚这种关系联系到了借贷人，是其不

稳定性的重要原因。 

调查的民营企业主要以借入为主，多数企业资金周转或再投资存在问题，而进行民间借贷，也有少数企业把资金的资金通

过民间借贷的形式借贷给其他小型企业以赚得利润，这种途径的民间借贷政府要进行监管。 

多数民营企业还是通过合同或者借条来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也为日后的经济隐患提供依据。但也有少数民营企业只是

通过口头协议，并没有签订规范的书面合同。 

民营企业从民间借贷筹集的资金主要作为银行贷款到期的过桥贷款，扩大生产规模或投资项目的启动资金，弥补原材料采

购等劳务费用资金不足，解决支付员工工资等临时资金周转等，都比较平均。 

我们的调查对象中，有 57. 14% 的人身边没有遭遇借贷危险主要是因为经过温州跑路事件后，很多民间借贷人与借贷企业



 

 2 

都谨慎了许多。 

多数民间借贷人是百姓，他们有闲余资金来投资，57. 14% 的民间借贷人觉得身边有很多认识的人都这么做，并且利润不

错，所以选择民间借贷。也有 30. 60% 的民间借贷人是因为是熟人不得不借。 

2 民间借贷的网络发展情况 

2005 年 3 月欧洲最大 P2P 网络借贷平台 ZOPA 上线，为借贷双方提供了高效、安全的金融服务。依托互联网技术，这种

高效便捷安全的借贷模式，一举推出便受到各界的关注和认可，并迅速扩散到各发达国家。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

完善，民间借贷趋于成熟、规范，形成了专门的借贷机构。现在中国一些机构也学习欧洲的 ZOPA，相机借助网络，建立相应的

网站。现在网上有各种各样的民间借贷网站，有些网站是地方性质的，只针对或只局限于某些地区，有些网站是全国范围的。

这些网站参差不齐，好坏掺杂。 

好的网站一般以诚实信用、互利共赢的理念，与各大银行、投资公司、信托公司、保险等机构投资者、闲置资金个人建立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不集资、不放高利。并敦促其会员在信息发布和使用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法

规，工作作风严谨、管理规范，拥有自己的专业性队伍，大批的金融行业精英和互联网技术专家及政策法规专业队伍，拥有专

业知识能力和丰富的经验，提供全方位优质服务。有的好的网站通过 ISO9001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民间金融机构，有独立

的法人资质。好的网站建立了一个安全、高效、诚信的网络平台，提供合法、专业、快捷、阳光的服务。 

坏的网站则通过向民间放高利贷来集资，再通过网站来将这些资金以更高的利息借出去，而且这些机构的资金供应链不成

熟、不完善，一旦某个环节出错，那资金链就断裂了，无法正常运行。没有严格执行和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游走在灰色地带。

内部的管理不规范、不完善，没有效率和效果。没有专业的精英队伍，没有有效的决策机构，没有良好的信誉。 

总的来说，民间借贷的网站应该会越来越成熟、规范、合法、专业，不断进行技术开发和革新，通过互联网技术完善平台

的管理和流程，是民间借贷走向阳光化、便利化的道路。 

3 原因分析 

3. 1 经济学角度 

3. 1. 1 国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当前我国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使得民营企业难以向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融资，导致民营企业转

向民间借贷。 

3. 1. 2 民营企业发展所需要的环境 

目前经济处于转型期，随着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上升，一方面企业运营成本快速上升，另一方面由于国际经济形势恶化，

外部需求急剧下降，人民币不断升值，企业的盈利急剧减少需要向外界融资。 

3.2 心理学角度 

投资者想要高回报率，希望用钱生出更多的钱，在趋利心理的作用下，一般会把闲置的民间资本用于投资回报率高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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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法律角度 

国内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存在法律漏洞。 

4 对现状的评价及建议 

4. 1 现状的总体评价 

资本缺口大，资金成为阻碍浙江省中小企业发展的首要因素。民营企业融资受自身条件所限。小规模、零散化，不成体制，

技术有限，种种决定了民营企业难以享受等同于大型企业乃至国有企业的待遇。 

融资渠道单一，商业银行成为主力。在引导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将民间借贷视为解决融资问题的关键一环，并试

图通过建立如金融改革中心等措施来达到优化配置民间资本的目的。 

金融机构供资受体制所限。银行的业务受理程序冗杂，决策时间偏长，这无疑会挫伤小微企业贷款的积极性。民间资本流

动性弱，集聚力差。民间游资小、多而杂，随地域分布，其有效合理的配置无疑是小微企业打破“瓶颈”的关键。 

4.2 建议 

第一，完善以人人贷为主要代表的非抵押贷款。人人贷作为国内较为成熟的非抵押贷款之一，其良好的运行状况已无须多

言。目前的问题是，由于非抵押贷款导致其贷款额度偏小 ( 虽然最近贷款额度从 50 万元提升至 100 万元) 相比于非抵押贷

款动辄 500 万元的贷款额度，整个机构对温州市多达千亿元的流动资金的融资能力有待观察。此处可以学习外国的成熟的非抵

押贷款制度，可以按照评估前景对各类型抵押贷款按风险大小从低到高评级，相对应的利率将会提高。在此基础上，非抵押贷

款的额度较小的问题将会得到改善。 

第二，规范民间借贷在网络上的运行情况。政府相关部门可以总结相关特征制定适用于网络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 

第三，政府应完善对民营企业的评价及监督体系，从而使投资者能更好地了解相关企业的真实情况并做出正确的投资选择。 

第四，民间借贷人必须尽可能地学习一些必要的金融知识和心理知识，了解国内外经济大事。在进行投资时要理智思考和

分析，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合法的投资。 

5 结论 

经历了一系列老板跑路、企业破产、借贷人无法收回资本等事件后，民间借贷中存在的问题被大量报道和披露，民间借贷

市场也因此遭遇困境，许多民营企业面临筹资难题。银行的严格审查进一步使民营企业缺乏资金。政府目前实行的一系列改革

措施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营企业利用民间借贷方式的规范化、增强市场的稳定性，但由于政府的监管一定程度上也使民间借贷

的所涉及的资金规模较小，并不能满足许多企业实际的需求量。由于民营企业和民间借贷自身存在很多问题，要真正解决浙江

省民营企业的民间借贷问题还需要更多的实践和创新、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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