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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

本报记者 钟文

温州企业仍危机重重 市委书记呼吁银行施救
（上接第一版）以前对于百十元的清洁费用，大家都不太

在乎，现在却精打细算，说明大家手上的钱少了。不仅是

家庭，企业也一样，像正泰、森马这样的大企业，清洁费

用的预算也非常紧。而在餐饮方面，酒店餐桌布的洗涤

业务今年至少减少 1/3以上，说明客人减少了。
记者查阅温州市统计局 10 月 28 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2013 年前三季度温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GDP)

2674.03亿元，同比增长 7.5%，增速比上半年提高 0.1 个

百分点，GDP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的趋势中。

然而，这种企稳并未阻止温州经济危机的到来。仅

今年一季度，温州全市两级法院共受理破产案件 86件，

是去年总数的 3 倍多，甚至超过 2007 年至 2011 年这 5

年间受理的破产案件总数的 3倍，而这种情况还在蔓延。

祸起资金担保链断裂

企业互保是这场危机的导火索。

2011年，“眼镜大王”胡福林跑路，揭开了企业互保

这层神秘的面纱。而去年 12月，温州庄吉集团自曝涉及

几十家企业、高达 300多亿元的银行担保债务链条，人

们才意识到，担保引发的危机已经来了。

浙江富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良松告诉《中

国企业报》记者，至今也没有人能说清到底有多少企业

卷入了互保链危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受到波及的很

多都是资质相对良好的企业。另外，随着危机加深，原来

主要是一些大企业受到影响，接下来，一些中小企业受

这场冲击波的影响，很多企业都将面临劫难。

一位媒体同行告诉记者，他曾在温州乐清做了一次

互保采访，涉及担保企业二三十家，而每一家企业后面

又是几家、十几家企业，而这些企业后面可能是几十户

乃至上百户家庭。

“在这场危机中，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陈智华告

诉记者，在担保链中，无论担保资金还是出借资金大部

分来自民间借贷，民间借贷的资金大部分都是通过资金

中介人从千家万户普通家庭中借来的。

正是基于这种原因，陈智华认为温州根本就不存在

高利贷。他告诉记者，温州的民间借贷就像传销组织一

样，一层一层，并不是某一个人能够独立完成。最开始一

层可以从家庭成员、亲朋好友开始的，那时的月息一般

是 1.2分到 1.5分，之后通过做资金中间人把利息抬高到

2分或者 2.5分，就这样层层加码，最后到企业可能已经

是 5分、6分，甚至 1角。但实际上，每一层几乎都未达到

高利贷额度。

陈智华告诉记者，在温州部分农村，整个村庄的钱

都集中在几个做资金的人手中，结果可想而知，资金全

部化为乌有。“一觉醒来，又回到解放前了。”

“心有余悸。”曾经创办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的

温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培林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用这个词来形容他此刻的心情。“温州没有高利贷”也

是方培林的一贯观点。

2011年，央行温州支行公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

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极其活跃，89%的家庭个人和

59.67%的企业参与其中，规模高达 1100亿元。

在这场担保链的灾难中，担保企业首当其冲。据知

情人士透露，温州凡与高利贷相关的担保行业，几乎全

军覆没。2013年 7月，温州最大的担保公司———温州市

中投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破产，这是温州创办最早的一家

民营股份制担保机构，注册资金一亿元，公司董事长郭

炳超是在任的温州市担保协会会长。

银行撮合企业互保

李良松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贷款本来是企业求

着银行的事，但在经济环境好的时候正相反，都是银行

求着企业，信贷经理满世界找企业家吃饭，就是希望你

能去贷款，甚至有的银行行长跑到你家里来让你贷款，

“借钱实在太容易了”。疯狂的环境刺激温州人再次把饼

摊大：许多人都不搞实体经济了，而是把实体抵押贷来

的钱疯狂地投向房地产和矿产当中。

“如何获得贷款，银行总不断的给你想办法。”一位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企业家告诉记者，其实许多互保是银

行促成的。本来一些企业资质不够或者抵押物缺乏，但

银行为了把钱贷出去，信贷员就会去找两家资质相对优

质的企业凑到一块，劝说他们用联保的方式从银行贷

款，这样资质差的企业能够贷到款，资质好的企业也能

降低融资成本。

他坦承，企业家对银行非常信任的，既然是银行撮

合的，那么他们对企业的状况肯定非常了解，所以也就

同意这种两全其美的联保方式。自然，他们对银行信贷

员还感激万分。然后他们没想到的后果是，银行把几家

互不知底细、资质各异的企业捆绑在一台战车上，后果

只能听天由命了。

李良松告诉记者，承兑汇票本来是一种结算方式，

结果银行帮你想办法，最后它成了一种融资方式。他说，

找一个人（或企业）作担保，然后银行给你开出一张半年

的承兑汇票，这样你就可以拿着这张承兑汇票找做资金

的人给一定的利息进行贴现。贴现的资金主要来自两个

方面：一是民间借贷；另外就是北方或者中西部的银行，

他们款放不出去，这些做资金的人就拿这些承兑汇票到

这些银行贴现，“旺盛的时候，这些银行都派专人到温州

收承兑汇票”。

一位银行人士告诉记者，承兑汇票一度成为温州各

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他表示，承兑汇票并没有那么容

易拿的，必须要给银行拿一笔存款，比如你要 2000万元

的承兑汇票，就得先存或者找人存 1000万元。“银行做

这笔业务干什么？目的就是为了拉存款。”

银企互信严重受伤

在海量放贷之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也不断攀升。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温州金融办获得的数据显示，

2011年温州 GDP和贷款金额的比为 1:1.9，远远大于正

常的 1:1.3。2011年，温州银行的不良率只有 0.37%，全国

最低；2012年 6月就到了 2.69%，全国最高；2013年 3月

更是攀升到 4.01%。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控，特别是对房地产政策的

调控，温州人对房地产投资的热情终于静止下来。根据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70个大中城市房价指数数据计算，

自 2011年 8月以来，温州是唯一一个房价出现持续同比

下降的城市。被业界称为“温州现象”。

一边是银行承诺贷款不能如期兑现，另一方面是银

行不断地压贷、抽贷，在这双重打击下，温州企业的生存

空间越来越小。

记者在温州采访发现，许多企业家对银行表现出一

种憎恨。

“最可恨的就是银行骗贷。”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

的企业家直言，银行当初求着你贷款，今天完全是过河

拆桥。他说，银行为了降低不良贷款率，不断地收贷，而

为了达到收贷的目的，可以说是不择手段。当有贷款到

期的时候，银行就会劝说企业先想办法把钱还掉，过几

天银行再贷给你。出于信任，企业往往会想尽办法去筹

钱，甚至不惜借高利贷把钱还上。但还上之后，麻烦就

来了，银行会找各种理由不给你贷款或者减少贷款。

“比如银行会说你的物业缩水了，房产都拦腰斩了，那

么评估自然就会降低。这样原来 1000万元的贷款可能

给你 800万元或者 600万元等等。这是好的，有的收进

去了之后，一分钱都不贷给你了。企业在这个时候，只

有等死了。”

“能有所作为的只有银行。”李良松表示，银行只有

核销部分企业、部分贷款，让这些企业放下包袱，轻装上

阵，才能真正解决实体企业的危机。他告诉记者，有一家

企业因为卷入联保 2000万元，最后通过与银行协商，最

终支付银行 600万元，终于把套在身上的枷锁打开了，

企业获得了新生，而银行也降低了损失。他说，银行每年

在温州获得的利润有 200亿元，银行要有算大账的想

法，就是拿出一部分钱出来给这些担保企业解套，对于

银行来说，最多就是损失一些利润，哪怕一年的利润，但

它获得的是以后更长期的收益，而企业解套之后能获得

新生，同样会给银行创造利润。这是一举两得的事。但如

果银行不这样做，不仅拿不回这么多钱，而且企业破产

倒闭之后，贷款企业就会更少了。

李良松认为，现在建立银企之间的互信非常重要。

因为在这次的担保链危机中，银企之间的互信已经受到

严重的伤害，必须进行缝补弥合。

在千呼万唤中，国内首部民间借贷的地方性法

规———《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

例》）正式出台。11月 22日，该《条例》在浙江省十二届人

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并将于明年 3月 1日

起实施。

在民间借贷方面，借款必须以书面形式首次以法律

形式进行了约束。《条例》规定，企业、个人相互之间因生

产经营需要进行民间资金借贷的，应当签订书面合同。

民间借贷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而此前，

温州的民间借贷主要靠信用，很多人借条都不打，最后

引发纠纷，证据都无法提供。

对于大笔的民间借贷，《条例》还规定，民间借贷具

有“单笔借款金额 300万元以上”、“ 累计借款金额一千

万元以上的”或者“单笔借款金额二百万元以上不满三

百万元或者累计借款金额五百万元以上不满一千万元，

且涉及的出借人累计三十人以上的”等情形，借款人应

当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5日内，向地方金融管理部门或其

委托的民间融资公共服务机构报备。

民间借贷利率市场化也得到了法律保证。《条例》规

定，民间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不得违反国

家有关限制利率的规定。

作为长期推动民间借贷立法的民进中央经济委员

会副主任、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接受《中

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条例》是中国第一部民间

借贷的地方性法规，是民间借贷的规范化、阳光化、法制

化的破冰之旅，对拯救处于危机之中的中小企业有非常

重要的现实意义。

《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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