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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徐天昊

本报记者 陈青松

2011 年以来，国际经济动荡不
安，我国出口业订单萎缩、劳务和原
材料成本持续上涨，以出口为主的温
州等地中小企业经营艰难，中小企业
倒闭潮的传闻甚嚣尘上。同时，加上
国家货币政策收紧，中小企业依靠银
行贷款融资之路几乎被阻断。融资难
题使得企业不得不铤而走险，转求高
利率的民间贷款。

但是，由于民间借贷行为存在交
易隐蔽、缺乏监管、法律地位不确定、
风险不易控制等特征，非法集资、高利
贷、洗钱犯罪等现象充斥其中，使企业
面临着更大的生存压力，一些企业最
终被高利贷逼入绝境，老板负债出逃、
跳楼自杀等现象屡屡发生，中小企业
发展被蒙上了沉重的阴影。

民间贷款，到底是救了企业，还
是毁了企业？

疯狂高利贷
企业不可承受之重

在宏观金融紧缩背景下，中小企
业资金周转困难，民间高利贷在全国
各地盛行。温州等城市甚至出现了
“全民放贷”的疯狂，而这只是民间高
利贷疯狂的缩影。

放眼全国，今年以来因民间高利
贷而起的“跑路”、暴力追债、自杀等
恶性事件在浙江、河南、江苏、福建、
内蒙古等地频频发生，呈现出范围
广、利息高 (年息超过 120%甚至更
高)、参与者众(企业加入、普通家庭和
个人卷入，甚至银行也开始染指)、规
模巨大等新特征，令人震惊。报道称
浙江温州市、义乌市、宁波市、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江苏泗洪县石集乡、福
建厦门市、南平建阳市等都已成为高
利贷的“重灾区”，这些地方几乎是全
民从事借贷，涉及资金数以千亿计。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利贷已经
代替了炒股、买房，成为许多普通老
百姓最重要的理财手段之一。内蒙古
大学的一份调研显示，50%的鄂尔多
斯城镇居民都参与到了放贷与借贷
的资本活动中，当地更是流传着“只
放贷不炒股”的说法。

2011年 4月 13日，包头市惠龙
商贸公司董事长金利斌自焚身亡。金

利斌身后高达 12.37亿元的巨额民间
债务浮出水面，也揭开了包头民间借
贷疯狂的面纱。

据相关媒体报道，惠龙商贸公司
民间高额利息融资共达 12.37 亿元，
银行贷款 1.5亿元，合计 14亿多元。
起初，债权人获得了不菲的利息回
报：借贷 10万元以下的债权人每月 2
分利；借贷 10万元以上的债权人每
月 3分利，比存在银行里的利息高出
数倍。

金利斌的倒下，在民间金融活跃
的包头引发了一场地震。据悉，金利

斌的民间借贷在包头可谓铺天盖
地，参与者有公务员、餐馆老板、教
师，甚至卖菜小贩，几乎囊括了各个
阶层。数百万元、几千万甚至上亿元
的借款在金利斌众多的债权人中并
不罕见。

有媒体称，当地不少人用自己的
房产、汽车作抵押，向银行贷款，再借
贷给金利斌。当地甚至盛传有银行职
员借职务之便，高息吸储再转手借贷
给金利斌，只是为了获得高额的利息
收入。据传有不少典当行也是惠龙的
大债权人。 （下转第二版）

温州震痛
引爆中国式“次贷危机”？

温州企业民间借贷危机引发了广泛的民间借贷风险，人
们现在都在拿“温州模式”来说事。世人拷问“温州模式”时，自
然会思考要不要拯救和怎样拯救“温州模式”的问题。

温州企业借贷危机在国庆节前集中爆发。据统计，温州市
至少已有 80多家企业的老板逃跑，倒闭的企业则更多了。浙
江省政府 7日召开会议，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千方百计解决当
前中小企业面临的各类难题。对于面临崩溃危情的温州中小
企业来说，这不啻于雪中送炭。从浙江省的此番拯救行动来
看，政府准备给这些中小企业输血。然而，输血可能会改变眼
下企业的困境，但是深层次的问题一日不化解，隐患将日日存
在，最终可能是更大的危机卷土重来。

我们更重视的是对“温州模式”的拯救，我们希望不要因
此引发中国企业发展的更大波动。我们该怎样汲取教训，怎样
寻找破解之策，这是一个关系引领中国企业发展的大问题。

温州经济发展模式一度成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风向
标。1982年，温州个体工商企业超过 10万户，约占全国总数的
1/10；30万经销员奔波于各地，成为让国有企业头疼不已的
“蝗虫大军”。开始的“温州模式”内容可用“小商品、大市场”来
概括。

后来，形势发展了，“温州模式”也变化了，增加的是投机
因素。中小企业为应付生产及不断升高的工资与材料成本，被
迫转向高利贷，企业主挖东墙补西墙，许多表面风光的企业背
后都债台高筑。这也是我们认识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发生的经
济基础。

显然，富起来的温州企业并没有全心全意地想着扩大优
势，利用资金加快产业升级，做大做强实体经济，从而实现温
州经济的整体转型。自从进入新世纪后，温州人什么赚钱就
“炒”什么，2001年开始出现的“温州炒房团”席卷大江南北、长
城内外，引起炒房之风。从 2006年和 2007年“炒股”、“炒楼”，
到 2008年和 2009年“炒煤”、“炒古董”，再到 2010年“炒农产
品”、“炒原材料”，直到今年直接“炒钱”导致民间高利贷危机
发生。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公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
报告》显示：有 89%的家庭个人和 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
贷，而中小企业的参与比例更高达 80%，整个民间借贷规模高
达 1100亿元。疯狂借贷的背后是“高投入高回报”的投机主义
盛行。这一方面让本已缺乏资金的中小企业处境更加困难，另
一方面也让借贷资金风险迅速累积，根据目前温州中小企业
所处的经济环境，95%的企业无法承受民间借贷利率之高。而
剩余的 5%的高利润项目也必然伴随着高风险，靠高利贷盘起
高利润项目，靠高利润项目再借高利贷，风险一级级放大，这
样的模式与美国的次贷危机极其相似！温州，实际上已经成为
金融危机在中国的 2011年“新版”。这与我们口口声声讲的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条背道而驰的道路。

显然，如果像温州多数企业那样，将积累的资本投入到击
鼓传花的金融投机中去，泡沫破碎时不仅企业血本无归，走上
破产之路，整个温州的经济发展也必将面临破坏性的打击，如
果蔓延至全国，则为国之大祸。

（下转第三版）

怎样拯救危情中的
“温州模式”

近年来，借贷
公司、担保公
司、投资公司、
典当行等成了
民间借贷风险
的重要推手。
本报记者
任正直/摄

由于民间借贷行为存在交易隐蔽、缺乏监管、法律地位不确定、风险不易
控制等特征，非法集资、高利贷、洗钱犯罪等现象充斥其中，使企业面临着更大
的生存压力，一些企业最终被高利贷逼入绝境。

紫竹评论

救助中小企业成各方共同呼声，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紧急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