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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跑路、高利贷和民间资本的思考    我在2011年初曾经作出过三个关于温州经济的预言。
由于这三个预言实在太可怕，以至于很多人都不愿意相信我的话，很多人说我是在“唱衰”温州经济
。
    然而，很不幸，温州经济没有被我“唱衰”，而是完全按照我预料的那样发展了。
    2011年1月，我预言：“温州的中小企业今年下半年将面临一场危机，这场危机甚至比2008年金融危
机还严重；温州的民间借贷风险会在下半年集中大爆发，这种爆发的结果可能是中小企业大面积的停
产死亡；今年春节前后、最晚明年上半年，温州甚至中国的大批中小房产商会大规模倒闭。
”    我是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会长，很多温州老板都是我的朋友。
当有人看到这三个预言之后，直接打电话来质问我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树立温州经济的负面形象。
一些人甚至提醒我：“要注意，你代表的不是你个人，你的言行可能会让人对温州产生误解。
”    我当时没有回应。
    后来的一段时间没有人在意我所说的话，直到胡福林“跑路”到了美国。
    这时人们才发现：周德文说的第一件大事发生了。
尽管在这之前，已经有三个温州老板因为债务问题跳楼，二死一伤，上千家小企业倒闭。
    预言成真了。
    但是我并没有沾沾自喜。
相反，我非常地感伤。
    回过头来看我的三个预言，第一个完全说中，第二个发生的时间比我预计的要早一点，第三个还没
到时间，不过我觉得发生是必然的。
    我之所以能作出这些预言，那是因为我太了解温州，而我又热爱温州。
当我的预言一一成为现实的时候，我想，没有人比我更为这座城市感到哀伤。
    几年来，联系我谈温州资本、民间金融的媒体有一两百家。
2011年10月初，温总理到温州专门调研，我也列席其中，作了汇报。
我深刻感觉到，外界对于民间金融的了解还是比较混乱芜杂的，所以在开始本书之前，我先总结、提
炼了一些关于高利贷的关键词，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读懂温州高利贷，读懂温州民间资本。
    民间融资    民间融资，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词，在漫长的岁月变迁中，政府一直对它抱着一种欲
说还休的态度。
民间融资从来没有获得非常明确的法律地位，也没有明确的行为规范，它一直生活在一个不太喜欢阳
光的灰色地带。
    中小企业亟需融资    现实中，现有的金融机构满足不了民营企业的资金需求。
我们的金融机构完全是从苏联模式发展出来的，是计划经济大企业模式，是为中等以上规模企业服务
的体系，而不是为小企业服务的体系。
可是全国这么多小企业要生存要发展，怎么办？
它们似乎只能借助于民间资本的力量。
    无法回避民间借贷    有学者曾经将中国对待高利贷的态度比喻为“掩耳盗铃”——明明知道这种现
象的存在，却有意地忽视它，这造成了今天法律实务判决混乱的局面。
无论是最高法院的努力也好，重庆法院的指导意见也好，都是试图将民间借贷规范化的一种有益尝试
。
    民间借贷渐趋疯狂    一则新闻报道中曾经给出过这样的数据：温州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
企业参与到了温州的信贷领域中。
其中，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35％，用于房地产的占20％，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上的资金规模高
达40％，这也印证了温州民间借贷的疯狂和影响范围的广泛。
    利率市场化的第一步    2004年10月29日，央行发布通知，宣布放开银行的贷款利率上限，实行浮动贷
款利率，促进银行自行对贷款对象进行信用和风险分析，完善中国的银行信用风险管理体系。
这条政策在推出时赢得了一片赞誉，社会上和金融界普遍认为这是央行利率改革的重要一步，是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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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的重要举措，也为促进银行向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贷款提供了重要动力。
    高利贷    高利贷在中国很多地方普遍存在。
高利贷公司往往会注册一个担保公司、典当行之类的合法身份，但是实际从事的还是高利贷生意。
高利贷的典型特征有三个：一是不需要任何抵押，只要写下字据就可以形成借贷关系；二是资金到位
迅速，而这两个特点也是高利贷在中国中小企业中盛行的一个原因；第三个特点就是高息，一般经济
学上把年综合利率超过20％的贷款都称为高利贷（法律将超过同期银行利率4倍的借款行为定义为高利
贷）。
    利息    温州的高利贷也有很多种，一种是按照利息分的，一到三分利算一档，四、五分利算一档，
六分以上算是一档，不同的利息对应不同的借贷时间、放贷时间、还贷时间等。
近年来，一两分的高利贷已经很少见了，这种利率的高利贷一般都是放给其他放贷人。
    分利    “分利”是高利贷的专有名词，表示高利贷的计息方式，是源于中国古代的一种说法。
 根据借贷周期的不同，分利表示的具体利息金额也不同。
目前大部分的民间借贷都是按月计息，这时的“分利”表示百分之几，例如三分利表示的就是利息
为3％，六分利表示的就是利息为6％。
    一般来说，以年为单位的借贷关系中，“分利”表示十分之几，而以日计息的“分利”则表示千分
之几。
当分需要进位的时候，计量单位使用“角”，表示十个“分利”，例如在以月为单位的高利贷计息中
，“一角利”表示月利率10％。
    借贷三来源    温州借贷市场资金的来源主要有三种：第一是上市公司，它们很容易圈钱，把钱圈来
放高利贷最赚了。
这个钱还是不用还的，所以中国的股民十个人九个亏。
第二是国有企业，一些国企大量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到了民间。
第三是银行，在温州，银行高管因高利贷逃走、自杀、辞职的都有，不要说那些不法分子跟银行串通
起来放贷，一些银行也通过各种变通的方式在参与，包括和担保公司合作。
    宝马+中华    温州人有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就是：无论家里过得怎么样，在外面一定要让人瞧得起。
温州人的商道中也有这样的思想，老板有排场，企业才混得开，即使工厂马上就要停工了，跟客户谈
生意的时候也一定要在高档场所，只有这样才能让对方信得过自己。
开宝马车，抽中华烟，就是一种标准排场。
    五大金刚    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寄售行、典当行、租赁公司是民间信贷的五大金刚，但是无论从
哪个角度看，法律都从不允许他们涉足民贷。
这五大金刚是温州街头的五个财神，可是同时也是中国普法教育中被重点关注的诈骗对象。
从法律角度看，这五大金刚和早年被打倒的非法民贷大佬——地下钱庄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刀钱    在赌桌上，如果按照2％的日息借了1000元的高利贷，一年的本息和就是：1000×（1+2％）
×365=1377408元，也就是100多万元。
这个例子也可以让人很直观地明白：为什么高利贷会让那么多人倾家荡产。
    官银    很多公务员从银行借个50万元，自己家里可能有100万元，房产抵押又可以贷出100万元，250
万元放在担保公司，一个月可以拿到六七万，这还不刺激大家去放贷？
    乐清贷    还有一种高利贷的分类是按照放贷人所处的圈子分的，比如乐清贷、瑞安贷、龙湾贷等等
。
这些地区中，尤以乐清地区的高利贷活动最为活跃。
20世纪80年代的抬会，甚至更早的宋朝、明清时期，乐清的高利贷都曾红极一时。
    两重阻力    现在民间投资进入一些领域，仍然会遇到两扇门：一扇是“玻璃门”，看着可以进去，
真的想进去的时候，头上会撞出个大包；另一扇是“弹簧门”，刚刚挤进去，稍稍不小心就会被弹出
来。
    经济落后地区高利贷更可怕    以往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民间借贷规模汹涌。
但现在，经济落后的地方也开始疯狂放贷。
这种没有经济支撑的高利贷是很可怕的，是击鼓传花的游戏，最后倒霉的可能是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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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冲刺    “资本在运动中才能增值”的念头驱动着人们让资本更快地滚动，他们不能接受资本散
步或是慢跑，他们希望自己的资本能够时刻都保持着冲刺的姿态。
    配资融资    无需担保，无需抵押，公司为你提供资金，使你炒股、炒期货资金放大数倍。
“赚了算你的，赔了算我的。
”这些针对平民百姓的“配资融资”隐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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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1年，温州的民间资本走到了一个关口，大量的企业停产、倒闭，温州的大小老板们纷纷跑路。
事态最终严重到引起了中央的注意，2011年10月初，温家宝总理到访温州，进行调研，了解温州当地
的经济社会情况，尤其是民营企业和民间金融。

在温州“金融危机”的背后，是高利贷的身影。
高利贷与温州民营企业、温州地方金融的关系千丝万缕，牵一发而动全身。
跑路的温州老板们、倒闭的温州企业或多或少都与高利贷有关，甚至有些跑路的老板就是因为欠下了
巨额的高利贷无法偿还而选择了出逃。

那么，温州的高利贷为何如此盛行？
温州的民间金融为何如此发达？
高利贷与民间金融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那些跑路的老板们，是如何一步步走进高利贷的泥潭中的？
看本书为你一一解开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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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新36条
附录五 银监会改进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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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浙江温州，中国中小企业最发达的地区，这里是昔日“八大王”叱咤一时的地方，是中国
第一家私人银行诞生的地方；这里有中国最活跃的私营企业群，也是中国亿万富翁分布最密集的地区
；这里有高密度的奢侈品商店，也有数以万计的名车。
而2011年，这里又诞生了一个在中国其他地方都不能效仿的纪录——数十个跑路的大老板。
 钟茂进曾经是一名执业医师，2004年下海经商，常年从医的经历让他在医药行业如鱼得水，不到4年
的时间就成功创办了属于自己的私人药品连锁超市集团。
 2008年，钟茂进正式注册了名为“蓝天大药房”的企业和商标。
在此后3年的时间里，这家以质高价低为优势的医药连锁企业迅速占领了温州医药领域的中低端市场
，并且将分店开出了温州，开向了全国。
 随着加盟的连锁企业增加，钟茂进的个人财富也在不断增加，由于药品价格适中，他的药品超市成为
媒体报道中的“百姓药房”。
但是2011年9月，钟茂进突然人间蒸发，导致他出逃的是3000万元的债务⋯⋯ 温州东特不锈钢制造有限
公司年产值超过10亿元人民币。
2011年4月，东特的老板姜国元失踪了。
 温州女企业家的杰出代表郑珠菊曾经执掌着资产数亿的“百乐家电”。
2011年8月，这个女老板人间蒸发。
 江南皮革、巨邦鞋业、唐鹰服饰、耐当劳鞋材、三旗集团、浙江天石电子、锦潮电器、波特曼咖啡⋯
⋯ 一个又一个曾经在温州代表着财富的名字，在2011这个不同寻常的年份被赋予了“欠债跑路”的意
义。
 在这一系列的跑路事件当中，“眼镜大王”胡福林跑路事件被视为一个转折点。
作为温州企业家的代表，胡福林的出逃被视为整个温州私营企业群体出现病态的标志，从他的出逃开
始，从中央到地方，都开始真正将温州事件当成一场危机来看待。
 随着胡福林跑路，温州工商部门之前悄悄进行的调查的结果也渐渐披露。
根据工商部门的统计，在温州范围内，曾经在一天内有9名身价千万以上的老板人间蒸发；整个9月，
温州地区失踪的企业主将近30名，而这还只是上规模、受到政府关注的企业的状况，更多的小企业在
这场风潮中不声不响地消失了。
 一时之间，“温州的大老板跑了”的新闻铺天盖地，长时间积累的温州老板跑路躲债的新闻瞬间井喷
。
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料和数据被披露，温州老板们“跑路”的原因也越来越清楚——高利贷。
 2011年底，当人们回头总结这场危机时才发现，这些老板们欠下的债真的足以把他们吓跑。
 从非官方统计的数据看，仅2011年，温州的大小老板们大概借了4000亿元的“贷款”。
这4000亿元中，大约有500亿～600亿元的银行贷款，而其余的全部来自于民间借贷。
 温州民间的借贷，大部分以高利贷的形式存在。
按照最高法院的定义，利率超过银行同期利率4倍以上的借贷关系就可以被认定为高利贷。
而温州的这些老板们所借的民间贷款，一般的月利率都在6％以上，也就是一年超过一倍的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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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死掉不一定是坏事    一位在美国智库供职的中国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一定程度上讲，某些危机不
一定是坏事情，如果不是以很多人的利益损失为代价的，这样的危机我觉得可以使社会重新认识自身
。
”    如果说2011年的企业倒闭潮让一大批温州地区的中小企业在危机中命殒黄泉，那么它们所带来的
社会冲击可能至少可以让人们对温州企业乃至中国私营经济政策进行重新审视。
    长期以来，中国都没有真正重视民间资本的力量。
在股市开放的时候，报道曾铺天盖地，在众多评述中，“让民间资本获得投资渠道”是很重要的一条
，但事实是，多年过去了，股市并没有真正成为国家经济发展成果回馈社会的工具，反而成为上市企
业的赚钱工具。
    期货、基金、黄金，几乎任何以国家形式推动的投资形式都没有真正地解决民间资本的投资需求。
于是疯狂的民间资本开始四处寻找投机的机会，其中尤以温州人最具代表性。
    一次，一位记者问我对温州民间这种疯炒行为的看法，我说：“这么说吧，民间资本去年大概是800
亿元，现在已经高达1200亿元。
也就是说，一年暴涨了400亿元！
这个速度实在太快了。
”    4000亿元资本海南囤地，6000亿元炒姜、炒大蒜，温州民间资本是中国市场上最“炙手可热”的
热钱。
    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问题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的问题，但是没有人愿意去正视它，也
没有人敢于用真正的改革来改变民间资本的现状。
    其实早在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关于政府引导民间资本回归实业的建议》就已经送到了国家
有关部门的案头了，不过效果并不理想。
我在接受采访时也说过：“从去年就开始担心会出现产业空心化的问题，我认为政府应该有职责去引
导这些热钱。
但是，民间借贷这种情况在温州并不是第一天出现，政府也不好管理，无法可依，也不好不管。
所以议案交上去之后，政府有给我回复，但实质效果不明显。
”    虽然政府在这件事上并不是不作为，但效果却并不好。
如果我们刻薄一点说，隔靴止痒的改革根本触及不到民间融资的实质性问题，可是又没有人真正愿意
脱下靴子去挠一挠，甚至没有人愿意脱下靴子去看一看。
    2008年，“温州20％中小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况”的情况就已经通过央视的节目让全国人都知
道了，可是当时没有几个人真正去关注。
当时出现问题的都是小企业甚至微企业，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这些企业对于中国经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
影响。
    但是经济就如同一个生态圈，在这个生态圈中，小企业、微企业就像一片海域的浮游生物一样。
它们不引人注目，力量渺小，可是如果它们出了问题，那些海洋中的巨兽早晚也一定会出现问题。
    2011年，中小企业的危机变成了大中型民营企业的危机，单个企业的危机规模都达到了上亿元的规
模，这时才有人真正开始重视民营企业的问题。
    企业老板跑了、死了，只有这样的结果才能真正唤起人们对于温州这片中国民营企业热土的反向思
考。
    2011年1月，我再次预言：一是今年中小企业会陷人生死危机，甚至比金融危机时还要严重；二是今
年下半年民间借贷风险会集中大爆发；三是2012春节前或上半年，大量中小房地产企业将会倒闭或被
兼并。
    前两条应验了，最后一条还需要一点时间，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实现也不是问题。
    温州“金融危机”中的“死难者”究竟有多少，无法统计，也许是官方已经不愿意统计，从最初的
否认到后来的几千家再到后来的转移视线，总之，这场风波的影响绝对可以配得上“惨烈”两个字。
    10月4日下午，温家宝总理专程赶往温州，希望听到真实的有关温州中小企业发展情况，我被邀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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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温总理的面前。
    面对温总理，我一口气提了五个建议：一是直接为中小企业减税；二是加快金融对内开放的步伐；
三是加大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四是适度放松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五是建议国务院设立国家中小企业总
局。
    我当时心里很激动，看见温总理在会上认真地听取自己的发言，并做笔记，我就坦然了很多。
温总理对我的建议深表赞同，一一点评、表态，在发言结束后，总理点评说：“你系统地提出了解决
中小企业困难的政策建议，你是温州最有权威的发言人。
”    2008年，商务部、银监局、发改委、国家税务总局等10多个国家部委、机构纷纷赴温州考察，重
现了当年中央对温州的关注盛况。
2011年，国务院常务会出台“新国9条”，在金融、财税方面给予小型和微型企业政策支持，变化确实
在发生。
    温州的小企业其实很可怜，它们没有钱、没有政策甚至得不到关注，大部分时候，它们死掉也就死
掉了，甚至不会有人为它们唱一曲挽歌。
    温州地区的私营企业数量达45万之多，每年死掉几千个在官方的眼中“是件很正常的事情”。
    不过2011年，集体死亡的温州小企业终于换来了一点关注，虽然这种关注有点大，不过至少也是一
个新的历史局面的开端。
    不知道百年后，在人们修撰中国这一段商业史的时候，温州小企业的这些境遇会不会被人们编进历
史书中，不过小企业这些喋血的境遇必将成为这个时代一个永久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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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跑路:疯狂的高利贷》通过一个个温州老板跑路的故事，交待了高利贷的来龙去脉，值得所有关心经
济话题的人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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