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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民间信贷和民企融资需标本兼治 
 

 辜胜阻  王敏  杨威 
 

  民间借贷对于识别中小企业贷款风险、满足其短、频、急融资需求具有独特优势。对于当前

的民间借贷要多疏少堵，让民间借贷"去灰色化"，成为多层次金融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同时迫切需要完善针对中小企业的正规金融体系和政府的公共金融服务。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民间金融已成为支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融资来源，是我国正规
金融体制的有益补充，在推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特别是民营经济发展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

色。当前，一方面由于楼市限购、股市低迷、存款负利率，社会投资渠道变得越来越窄；另一方

面，钱荒、电荒、用工荒、高成本、高税费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实业难做，出现大量民间资本游

离实体经济，涌向民间信贷市场“炒钱”。由于银根紧缩，当前大量的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匮乏而

资金渴求强烈，致使民间借贷市场十分火爆，呈现“高利贷化”，造成金融“堰塞湖”。民间金融

“高利贷化”和实业“空心化”成为当前经济中不可忽视的两大潜在风险。化解这种风险要在规

范民间金融的基础上切实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 
  一、民营中小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融资难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个世界性难题。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步伐过度

稳健谨慎，中小企业投融资机制不完善、渠道不通畅，融资问题更显突出。当前，由于正规金融

信贷规模全面收紧，中小企业融资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和乱象。 
  一是融资难，大量中小企业被“挤出”，难以从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资金。由于民营企业家资

金实力弱、企业规模小、可供抵押资产少及信用等级偏低等原因，中小企业常常遭遇银行“重大

轻小”、“嫌贫爱富”的规模歧视和“重公轻私”的所有制歧视，难以从正规银行体制获得信贷融

资。据全国工商联在 17省市的调研显示，90%以上的受访中小企业表示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在
货币政策持续紧缩背景下，银行信贷资源往往优先保障国企和政府项目，面向大城市、大企业、

大项目，大大加剧了中小企业融资难度，流动资金日益短缺。 
  二是融资贵，民间借贷利率趋高，企业资金成本压力不堪重负。我国信贷市场长期呈现二元

结构，体制内的商业银行和体制外的民间信贷并行。国企和政府可以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优势和渠

道优势从银行低利率获取大量廉价资金，而民营中小企业只能求助高利率的民间借贷，“僧多粥

少”的资金配置格局不断推升民间借贷利率。有统计显示，当前我国商业银行指导利率水平是 7%
左右，而民间信贷利率却高达法定利率 10倍左右，浙江民间借贷利率最高的达到 180%。企业资
金成本不断攀升，加剧了中小企业生存困境，正成为促使企业逃离实体经济的重要推手。 
  三是融资乱，资金配置格局失序和失范。获利颇丰的高利息信贷业务吸引了个人资金、上市

公司资金、海外游资，甚至部分银行贷款等各路资金参与，并通过“影子银行”最终流入房地产

市场以及高风险投资领域。浙江、江苏、内蒙古、陕西、福建等地“高利贷”之风愈演愈烈，资

金层层转贷，利率节节攀高，民间借贷市场异化为高利贷市场。在中小企业面临着钱荒、用工荒、

高成本、高税费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的生存困境背景下，实体经济投资收益率远远低于借贷收益

率。基于资本逐利本性，大量资金从实业中涌向借贷市场，严重扭曲了资金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

济中的配置，加剧了“民资热钱化”风险。据央行温州中心支行报告显示，温州大约 89%的家庭、
个人和 59%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各类资金的无序流动进一步加大了金融市场监控的难度，扰
乱了金融市场的秩序，加剧了资金资源配置的混乱格局，影响了配置效率。 
  四是融资险，借贷双方均面临高风险。我国传统民间金融是以血缘、亲缘和地缘等为主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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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基础的关系型融资，处于法律监管的边缘地带，主要依赖民间声誉机制等来保障信贷双方的合

法权益，但在民间借贷“高利贷化”背景下，借贷违约的风险正在急剧加大。当前，民间借贷的

高利率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高利率为债权人带来丰厚收益，也提升了债务人的违约激

励；另一方面，高利率也提高了债权人的维权成本，增加了债务人的经营成本。资金成本与收益

的严重背离，在某种程度上聚集和放大了信贷双方的融资风险。有调查显示，当前中小企业利润

率不足 3%，从事实体经济的企业很难长期支付高利贷本息，面临资金链断裂风险；而民间借贷
利率超过同期法定贷款利率 4倍以上即不受法律保护，借贷方也存在权益受损的风险。近期各地
发生的高利贷资金链断案件，初步暴露了金融“堰塞湖”风险。 
  二、规范民间金融和化解民营企业融资需标本兼治 
  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规范民间信贷需要双管齐下，标本兼治。 
  在规范民间金融方面，要多疏少堵、因势利导，引导灰色的民间信贷阳光化、规范化、机构

化、合法化，对微型金融出台独立管理办法，充分发挥其“拾遗补缺”的重要作用。民间借贷对

于识别中小企业贷款风险、满足其短、频、急融资需求具有独特优势。对于当前的民间借贷要多

疏少堵，让民间借贷“去灰色化”，成为多层次金融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一要通过发展社区中

小银行、扩大小额贷款公司、拓展村镇银行等小金融机构引导灰色的民间信贷阳光化、规范化、

机构化，创新信贷供给主体，让草根金融支持小企业草根经济。在审慎有序、风险可控的原则下，

放宽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的限制。发展由民间资本参与的社区中小银行，使民间非正规

金融行为通过市场化配置彻底走向“阳光化”。二要进一步拓宽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和发展空间，

鼓励民间资本通过 PE（股权投资）、VC（风险的投资）和天使投资等方式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有市场潜力的实体经济。三要积极探索网络融资及监管新模式，依托网络平台为中小企业融资开

辟新的通道。在浙江，通过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扶持，浙江小企业网络贷款融资已达到 400亿元以
上。未来要借鉴先行国家和地区的网络融资经验，完善相关监管，探索基于网络的安全有效融资

模式。四要健全民间金融监管机制，重视行业自律，加强金融风险预警与动态监测力度，建立银

行信贷资金与高利贷的“防火墙”。五要加快民间金融的立法，制订我国民间融资相关法律，明

确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建立一个规范民间融资活动的秩序框架，将其纳入法制化轨道，引导民

间金融规范发展。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进程，积极构建与大量中小企业和少量的大企业的“金字塔”结构相匹配

的多层次金融体系。除了上述作为金融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金融外，迫切需要完善针对中小

企业的正规金融体系和政府的公共金融服务。第一，通过构建税收激励新机制，引导商业银行给

中小企业融资。要加强商业银行中小企业信贷业务的税收优惠，通过中小企业信贷业务营业税减

免、所得税调减、允许中小企业融资的利率浮动上限提高、允许贷款坏账的税收抵免等举措，提

高银行中小企业贷款业务收益。要探索“以税定贷”机制帮助中小企业融资，即向中小企业放多

少贷款与所交税款相联系。第二，不断推进发展多层次信用担保体系，特别要重视发展政策性担

保体系。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设置贷款担保基金和政府专项基金，引导各类信用担保机构为

中小企业融资提供全方位、多样化担保服务。要坚持“政府推动、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原则，

加快研究制订中央财政、地方财政、企业共同出资组建多层次贷款担保基金和担保机构的具体实

施办法，完善由以政府为主体的政策性信用担保机构建设，构建多层次信用担保体系。第三，积

极探索面向中小企业的政策性银行建设，提供各种面向中小企业的公共金融服务，建立征信制度

降低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第四，放松金融管制，改革金融垄断，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改

变金融市场的二元分割局面。第五，进一步完善壮大新三板市场，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探

索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短期债券等多种债券融资方式，全力扩大对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