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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我国民间借贷主体道德意识现状调查研究

——以宿迁市为例
*1

王宏婕

（宿迁学院法政学院，江苏 宿迁 223800）

【摘 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民间借贷市场发展迅猛，很好地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改善了

人民生活。但因监管缺位，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影响了社会风气。当前民间借贷主体道德意识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道德评价失范、价值观低俗化、伦理道德扭曲、道德知行分离。因此，需要从多角度加强民间借贷领域的道德建设，

一是学习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文化鉴别力。二是鼓励正常借贷行为，引导人们正确的价值观形成。三是加强公共伦

理制度建设，规范民间借贷活动。四是重视培养理智思维，加强人们道德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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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是指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因生产、生活需要而发生的一种资金调剂行为，即个人或机构以其合法自有资金出借给

有借贷需要的个人或单位，从而帮助解决借贷方的一时之需，出借方也相应地获取一定利息回报的这样一种行为。民间借贷是

具有制度层面的合法性的，然而因相关部门监管不力，加之民间借贷相关立法滞后，导致借贷纠纷越来越频繁。以宿迁市的宿

豫区为例，宿豫区法院 2014 年民间借贷纠纷立案 1120 件，立案标的 1 亿 28730 元；2015 年立案 1701 件，立案标的 3 亿零

77 万；2016 年立案 1685 件，立案标的 2 亿 9756 元；2017 年第一季度立案 341 件，立案标的 7365 万元。由此可见，民间

借贷行为失范现象已经很严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和谐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十九大报告强调，“人民有信仰，国家

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社会道德建设对国家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就民间借贷领域道德建设方面而言，社会应该

着眼于建设良好的道德生态环境，使国民具有良好的道德水准、文明素养，从而构建良性的民间借贷关系，促进社会的和谐发

展。因此解决民间借贷领域道德生态出现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本课题组以我国民间借贷主体道德意识情况为主题进行了调查，

共发放问卷 207 份，其中有效问卷 205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达 99.03%，基本达到调查组最初设定的目标要求，随后课题组对问

卷调查进行数据整理与分析，并就宿迁市民间借贷主体的道德意识状况进行定性分析，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行性建议，为

促进民间借贷领域道德建设抛砖引玉。

1 当前民间借贷主体道德意识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借贷主体的道德意识是指借贷主体在长期的借贷过程中形成的，对借贷双方具有一定约束力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近年来一

些民间资金中介，如典当行、担保公司、网络借贷平台等兴起，这些机构的介入打破了通过地缘、亲缘、业缘的传统借贷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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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式，在市场上形成许多扰乱正常金融秩序的现象，例如，一些不熟悉的企业为了融资结成互保关系；一些民间借贷主体将

借贷用于违反道德的私人用途中等。由此可见，当前部分民间借贷主体道德意识存在严重问题。本次调查试图从三个维度，即

借贷主体对民间借贷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看法、对周边朋友借贷的看法、借贷主体对于借贷出现的问题的看法，来分析民间

借贷领域的道德意识现状。根据调查可知，当前民间借贷主体道德意识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1 道德评价失范

道德评价，是指人们依据社会中的道德准则，对他人或自己的行为进行判断与评价。正确的道德评价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

社会、认识他人与自我。非正确的道德评价一定程度上破坏社会良好风气。当前，我国传统道德观念与现代道德观念同时并存，

形成了“多元化”的道德观念，促使了多元化的道德评价的形成。在调查中发现人们多元化的道德评价已经存在，谈到对欠债

不还者的看法这一问题时，47.62% 的被调查者认为欠债不还者一定是经济上遇到困难，不然不会不还的，52.38%的被调查者认

为欠债不还者多数品质问题，出发点是为了骗钱。从数据中可以看出积极向上的主流道德评价正遭遇挑战。积极向上的道德评

价是指人们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客观地对他人或自己的行为作出道德判断。在社会生活中，一旦居于主导地位的道德评价遭

遇挑战，道德评价混乱且难于维系正常的社会道德生活时，就会出现道德危机。道德危机的出现便意味着社会整体道德状况较

差。

1.2 价值观低俗化

价值观是指个人对客观事物的认知与总体评价。正面的价值观有利于人们客观地分析自身的价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负

面的价值观影响人们对事物的客观认识，阻碍正确人生观的形成。如今社会中出现了一些以金钱至上、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

负面的价值观为上的人群，他们始终把利益放在首位，以利益作为自我行为取舍的参照。据调查了解宿迁某些地区民间借贷利

息已在 5 分以上，最多达到 2 角多，明显已是高利贷，同时不少借贷主体表示高利贷在民间已经很普遍。然而高利贷是会带来

许多恶果的，首先高利贷的利息过高会给借贷者产生极大的压力，不利于良好的借贷关系的形成；其次高利贷会引发暴力催贷

事件，一定程度上破坏社会安定。但高利贷放贷者不考虑这些恶果且只是一味地以利益为重，反映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人们价

值观低俗化。

1.3 伦理道德扭曲

伦理道德是一种规范，是指内在的道德准则或者外在的行为规范。伦理道德的存在可以使人们在社会公共领域里自觉遵循

行为规范原则，促进社会和谐；而伦理道德扭曲则会导致道德规范和原则失范，阻碍社会发展。民间借贷主要依赖血缘、亲缘、

地缘民间信用和借贷中介社会信用形式，所以民间借贷大部分以亲戚朋友居多，这也导致了近年来许多伦理道德问题的发生。

据调查所知，不少中小企业发生经营困难或发生资金周转困难时，往往选择逃跑以逃避偿债责任，导致了亲朋好友之间纠纷不

断，亲朋好友之间信任度逐渐下降。调查发现 59.05% 的人不愿意作为亲朋好友民间借贷的担保人，34.29%的人视情况而定；

60.95% 的人认为在金钱方面没有任何人可以绝对信赖。此外，大部分人不信服“好借好还，再借不难”这一基本准则，在生活

中，部分借贷主体在民间借贷过程中将“好借好还，再借不难”的基本准则抛之脑后，相反一些歪理成为这部分人的信条。这

反映了人们对民间借贷领域中实行的道德规范的认可度偏低，民间借贷领域伦理道德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1.4 道德知行分离

道德知行是指把道德认知转化为行动自觉；而道德知行分离则表征着社会的道德危机。调查发现，一些公民知道自己的行

为有失公德，但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做些不道德的事情。比如，在谈到出现借贷纠纷时，选择何种解决方法这一问题时，其中有

10.48% 的人选择暴力途径。据了解这些借贷主体虽知道暴力追贷有违道德，但他们认为暴力途径比其他途径节省时间，所以选

择暴力途径。此外，据一些借贷主体反映，将民间借贷用于赌博、家庭外遇等竟超过 40% 的比例，一些人明知道贷款用于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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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是不道德或违法的，却明知而为之，最后因欠下巨额贷款无力偿还而逃跑，由此引发了大量社会矛盾。可见虽然大多数公

民对一些非道德的行为表示不认同，但往往又不愿把自己的道德认知付诸道德实践，而是甘于“随波逐流”，慢慢地自觉或不

自觉地做些不道德的事情时也毫不觉得羞耻。公民的这种知与行相分离的状态一定程度上为不道德行为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

的作用。

2 民间借贷主体道德意识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民间借贷主体道德意识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社会

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形成的。据调查分析，民间借贷主体道德意识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2.1 改革开放后，新旧思想观念的碰撞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西方国家不断地将其道德观念、宗教信仰等渗透到我国，对

我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和道德观念产生影响和冲击。如今社会的道德约束力不像传统社会那么有力，一些人甚至一些受教育程度

较高的大学生缺乏一定的鉴别力，学习了西方消极的文化价值观念，例如及时行乐、超前消费等思想，助长了非正确的道德评

价标准的盛行，非正确的道德评价标准是指游离于主流道德评价之外且一定程度上助长不良风气的一种道德评价标准。近年来，

非法“校园贷”在校园中横行，一些网络借贷平台已发生多起裸贷事件，给社会造成了大量消极影响。据了解这些大学生缺乏

鉴别力，认为“校园贷”门槛低易进入且可以满足自己的购物需求，然后纷纷进入一些非法“校园贷”的陷阱，最后因无力还

贷而逃跑甚至结束生命，追悔莫及。

2.2 市场经济拜物教影响着人们价值观的改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经济造就的“经济人”特有的品质出现，他们根据市场的需求，主动地进行设计

与策划，积极地追求个人利益。另一方面道德价值的隐性成本过低。例如民间借贷中“卷款跑路”现象，生活中经常有贷款方

到约定还款期拒不归还借款而携款逃跑的事件发生，由于卷款跑路的相关立法未完善，这些卷款跑路之人即使采取非道德行为

也不会及时受到惩罚，导致当前卷款跑路的现象越来越多。说明了道德的隐性成本过低的时候会直接导致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

此时极端的个人主义、实用主义等价值观念不断地侵蚀人们的心灵，人们传统的价值观发生转变。

2.3 市场活动的趋利性破坏社会公共伦理道德

社会公共伦理道德是指人们在公共生活领域应遵循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市场活动具有趋利性，

其往往讲求的是利益与效益。民间借贷作为社会上常见的市场活动，随着近年来民间的资金供给能力的增强，其趋利性也在增

强，借贷主体们在民间借贷过程中越来越讲求锱铢必争，并且时常忽视社会公德讲求的先人后己原则，社会公德对借贷主体的

约束力越来越弱。由此可见，市场活动的趋利性正不断破坏社会公共伦理道德。

2.4 人们的道德自律弱化

道德自律是指道德主体依据社会的道德规范，理智地为自己立法，并且守法，即理智地建立道德法则并自觉遵循的行为。

道德自律弱化情况下，人们习惯用浅薄的道德意识进行道德判断与选择。一方面是行为的利益要求远远高于行为的道德要求，

比如民间高利贷行为比比皆是，反映了人们更多注重的是行为的利益而不是行为的道德；另一方面是道德批判力的不断下降，

一些人明知不道德的事情而为之，比如一些民间借贷者将民间借贷用于赌博、外遇等不道德的地方，他们明知这是非道德行为

却没有坚决抵制此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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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民间借贷主体道德意识存在问题提出可行性建议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和重要保证，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主要内容。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需要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弘扬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等。因此，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水平

和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当前社会的重要发展目标。针对民间借贷主体道德意识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3.1 学习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文化鉴别力

全国各地区应积极利用当地的传统文化教育资源，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传播。近几年，全国各地推行的道德讲堂已取得了

显著的成效。以宿迁市为例，宿迁市的秀强道德大讲堂通过开展诵读经典著作、身边人讲述身边事、身边人教身边人等活动，

让参加道德讲堂的人们真切体会到圣贤之道在现实生活的道理。把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

中华人文精神）广泛地向社会传递，弘扬正能量，推动我国良好的社会风尚的形成。同时将有关传统文化的活动深入到学校、

企业、机关、社区等，落实到每个人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熔铸于中国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可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我们当代人的发展和

对国家的发展都起着极为重要的指导和引领作用。此外，在当前西方文化传播盛行的时代，人们一定要对西方文化提高鉴别力，

对西方文化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3.2 鼓励正常借贷行为，引导人们正确价值观形成

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以争做“文明人”为重点，同时定期将“老赖”的名单进行公示。在 2017 年宿迁市“老赖”名单

中，共有 7 个村委会因民间借贷问题登上“老赖榜”，其中沭阳县新河镇维新村民委员会涉案标的金额最高，为 260087 元，沭

阳县华冲镇站灯村最少，为 2000 元。“老赖榜”定期公示后，依法对“老赖榜”中的主体从事的民间商事行为、享受的优惠政

策等予以限制，使得失信者寸步难行，同时也对正常民间借贷主体加以警示，鼓励民间借贷主体在进行民间借贷过程中始终把

道德放在首位，时刻审视自己的行为，以此引导着人们正确价值观的形成。

3.3 加强公共伦理制度建设，规范民间借贷活动

伦理道德是一种规范，是指内在的道德准则或者外在的行为规范。基本伦理道德主要包括：道德规范；履行道德规范的德

行；道德理论等等。为保证基本伦理道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实践，应加强社会公共伦理制度的建设，以法规的强制

力使基本伦理道德在市场活动中正常运行，从而加强了民间借贷这一市场行为在社会公共伦理制度范畴内的规范进行。

3.4 重视培养理智思维，加强人们道德自律

康德认为，人的理性可以为“意志立法”，从而自己立法、自己遵守，实现道德自律。这样不仅突显了道德本体的存在与

价值，而且也为社会道德建设奠定了一定基础。所以，为了使人们的道德自律意识能够得到深化，应该重视培养理智思维。首

先，人们需对社会道德原则和规范进行理智思考。然后，人们为“自己立法”，形成自己的道德法则。最后，人们依据道德法

则进行理智行为，实现道德自律。因此，就民间借贷主体而言，主体应该重视理智思考，通过理智思考与审视形成道德规范，

最终内化为借贷主体的自律意识。

4 结语

公民的道德建设是公民人格形成的重要途径，更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必要文化路径。可知加强道



5

德建设对国家而言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在现实中，伴随社会发展的同时，社会道德在社会某些领域里发生阶段性的变

化。本课题组通过调查发现民间借贷主体道德意识较低，社会道德滑坡现象常见，民间借贷领域道德环境较差。因此，必须加

强全社会的道德建设，丰富国民的精神生活，提升国民的道德素质，以构建良性的民间借贷关系，促进民间借贷领域的道德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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