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

心

提

示

记者了解到，此次郑菊珠拖欠款项涉及百余户人

家，总金额约 3 亿元，其中现金 1 亿元 ~2 亿元，票据

约 1 亿元。这些债主的一个共同点是，“听说郑菊珠赚

钱有道，信誉极佳。 ”随后他们就把钱“放”在她那里，

这其中有一部分是货款。

“做‘老高’比做老板来钱快多了！ ”在温州采访

期间，记者不止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假如放出去 100 万元，按照月息 5 分来算，一个

月利息就是 5 万元，一年下来就是 60 万元，”温州市

市场营销协会副会长、温州市诚鼎房地产营销咨询有

限公司董事长徐良溪告诉记者，这样的来钱方式比一

般做实业“要快得多，高得多”！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表示，大多

数中小企业的年毛利润率不会超过 10%， 一般在 3%

~5%。

所以，尽管明知道风险巨大，很多人还是乐此不

疲，“利息会随着资金的倒手，越变越高，只要链条不

断，参与其中的人都会稳赚不赔，何乐而不为呢？ ”一

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 7 月 21 日发布的

《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 显示， 温州大约 89%的家

庭、个人和 59%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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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民间借贷调查：

放贷 100 万元年利息高达 60 万元

近几个月已经至少有 16 位老板“失踪”或与高利贷有关

今年以来

温州“跑路”事件

从 4 月份开始， 温州“跑路事

件”明显增多。 4 月份，位于温州龙湾

区的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鹤

失踪，欠下巨额赌资；温州波特曼咖

啡因经营不善， 企业主向民间借入

高息资金， 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出

走，相关门店停止经营；位于乐清的

三旗集团董事长陈福财， 因为资金

链出现困境、 企业互保出现问题而

出走。

6 月份，温州铁通电器合金实业

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范某出走，估

计涉及上千万元民间借贷； 位于乐

清的浙江天石电子公司老板叶某出

走，据传叶某欠下 7000 万元巨债无

法偿还；7 月份， 位于温州龙湾区海

滨街道的巨邦鞋业有限公司老板王

某出走，据传其参股一家担保公司，

涉及资金约 1 亿元。

8 月份，根据已经公开被证实的

信息显示， 位于温州瓯海区的锦潮

电器有限公司老板戴某失踪， 原因

可能是其参与经营的担保公司出了

问题； 位于温州鹿城区的耐当劳鞋

材有限公司宣布停工， 传言老板戴

某因欠巨债潜逃。

“温州式”困境多地显现

当下的民间借贷不论是规模还

是利率都几近“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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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贷现象也大规模入侵

资本市场， 截至 8 月 31 日，64 家上

市公司的 170 亿元委托贷款大多流

向了中小制造企业。

今年以来，不光温州，全国各地

均发生过由民间借贷导致的风波。

媒体报道， 辽宁省银行信贷紧

张， 有 2/3 的企业贷款需求无法满

足， 迫使中小企业向小额贷款公司

和民间借贷， 目前沈阳市及辽宁省

民间借贷年利率达 20%以上，而小企

业的平均利润只有 5%

～

8%。

江苏泗洪出现“全民放贷”风

潮， 借贷利息飞速攀升，“一时间泗

洪街头宝马 、奔驰名车云集”，但数

月后，借贷大户失踪，放贷者人心惶

惶，“全民放贷”变成“全民追债”，并

发生了追债血案。

7 月厦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遭

遇金主挤兑，造成流动性危机，引爆

了厦门市整个担保行业的信任危

机， 目前至少有 4 家担保公司面临

被客户挤兑， 总债务额可能涉及超

百亿元。

而在内蒙古鄂尔多斯，资金 80%

依赖民间借贷市场， 民间借贷规模

估计在 2000 亿元以上，最高年利息

在 60%以上。 2011 年，鄂尔多斯房地

产估计新开工面积达 1300 万平方

米，施工总面积达 2300 万平方米，意

味着当地人至少拥有人均 10 套以

上房子……

（据《齐鲁晚报》）

9 月 5 日，微博上一则名为《传温州信用挤兑涉案几十亿，再现中国式金融危机信号？》的帖子引发网友围观。 尽管帖子很快

被删掉，其作者也解释说：“不是银行发生挤兑，是放‘老高’的人跑了，出钱的人担心提前收款！ ”但一股担忧情绪还是蔓延开来。

在当地，所谓“老高”指的是专门从事民间贷款的人。

在温州本地的“703”论坛上，类似欠钱不还“跑路”的帖子屡见不鲜，在这些帖子背后，担忧、焦虑的情绪不断被放大。

温州民间借贷“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一旦某个环节出问题，很可能导致“多米诺”效应，最后倒霉的，是实体经济。 没有实

体经济支撑的高利息是击鼓传花的游戏，一旦崩盘，谁来接最后一棒？

9 月初，温州市龙湾区百乐家电女老板突然“无

故失踪”。

9 日上午，记者赶到位于温州市城中街 26 号 ~46

号的百乐家电所在地， 发现百乐家电两处门面的卷

帘门均紧闭着。

与百乐家电一街之隔的一家空调维修店老板

说， 百乐家电还有另一个名字———郑菊珠家电行，

老板正是郑菊珠。 他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人来询问他

关于百乐家电的情况 ，“前天晚上有一群人在那儿

喊， 还有人想把卷帘门撬开， 搬东西抵债。 ”

之前 8 月底的一天，同样毫无征兆，位于温州市

炬园西路 130 号的“耐当劳鞋材厂”突然停工，原因也

一样：老板失踪，或与高利贷有关。

“上午还开着门，好好的。 ”与鞋材厂紧邻的一家

小吃店老板说，“谁知道下午就锁住大门， 不让人进

了。 ”

“老板跑了，厂子现在被卖掉了，听说卖了 60 多

万元吧。 ”之后看到很多人来要债，他才听说。

再早之前的 4 月份，位于温州市机场大道 618 号

的“江南皮革厂”老板黄鹤也突然“不知所踪”。

流传于温州的一则笑话说，黄鹤在失踪前一天，

还有担保公司的人要借钱给他，并且此人还把 500 万

元送给马上要上飞机的黄鹤———据说这是黄鹤失踪

前“笑纳”的最后一笔借款。

……

“近几个月来，媒体公开报道的已经至少有 16 起

老板‘失踪案’。 ”一位长期关注温州民间借贷的媒体

同行告诉记者。

尽管接二连三遭遇老板“跑路”，这里的民间借

贷似乎仍未降温。 徐良溪对此显得很是担忧。

“温州人都很精明，凡是能发财的机会，都会被

他们发现，” 徐良溪告诉记者，“这次的民间借贷，跟

温州人以往‘炒房’类似。 ”

这次温州民间借贷危机， 某种程度上也是“炒

作”的结果。

“民间借贷最基本的分三部分，”徐良溪说，“借

款人、放款人和担保公司（或担保人）。 ”其中，担保公

司（或担保人）起着重要作用。

“一般都是担保公司或担保人将一些人手中的

钱组织起来，再统一放出去，”徐良溪说，“可能贷的

时候利息是 5 分，再放出去就变成 1 角了。 ”

值得注意的是，担保人身份并非一成不变，借款

人、放款人随时都可能变身“担保人”，这样，最终结

成一张密密麻麻的“借贷———放贷”网。

如果将网上的每个节点都看成一个一个的投资

者，贷款最终还是要落到实体公司身上。

“他们最需要钱，但付出的代价可能最高。 ”有知

情人士如此分析。

“甲以 4 分月利息把钱贷给乙，乙再以 8 分利息

贷给丙，丙继续以 1 角利息贷给丁……”当这笔钱到

了真正需要的人手上时，“已经不知道倒了几手，利

息翻了几番了。 ”徐良溪解释说，就这样原本利息不

高的贷款，一步一步成了高利贷。

徐良溪说，很多人都只顾着“炒钱”，而不顾后

果 ，一旦某个环节出问题 ，很可能导致“多米诺 ”效

应，连环受害，最后倒霉的是实体企业。

有钱人的钱无处可放，

需要钱的人却贷不到

9 月 9 日， 记者在温州城西

一处工业园区看到，这里密密麻

麻分布着服装、鞋、化工、机械等

各种公司， 小至平房家庭作坊

式，大至高楼车间，基本都处于

开工生产状态。

但这些似乎只是“表面的繁

荣”。

在周德文看来，温州地区中

小企业对资金的需求 ，可用“求

钱若渴”4 个字来形容。

“目前，温州已经有 20%的中

小 企 业 处 于 停 工 和 半 停 工 状

态。 ”他说。

对于温州大部分中小企业

来说，他们都需要资金的保障来

维持、扩大生产经营，但现实是，

在目前银行银根紧缩的情况下，

“从银行贷款太难了”，徐良溪告

诉记者。

“现在温州的情况是 ：有钱

人的钱无处可放，需要钱的人却

贷不到钱。 ”华泰证券分析师张

力告诉记者，他将温州目前出现

的这种现象根源归结为“国有经

济

ⅴ

S 民营经济”之争。

张力表示，由于今年以来货

币政策不断收紧，现在温州中小

企业基本贷不到款 ，“并不是说

没钱可贷，而是不放贷。 ”

张力说 ：“石油 、化工 、电力

等国有大型垄断企业，由于信誉

高，人脉关系好等原因 ，不愁贷

不到款。 ”这样的一个直接结果，

就是“逼迫中小企业只能走民间

借贷的路”。 而一旦走上这条路，

很多企业就难以翻身。

周德文了解到的情况是，温

州民间借贷大约达 1200 亿元的

规模。“大量的闲钱，对应的却是

少得可怜的投资渠道。 ”张力说，

“以前温州人热衷炒房， 现在国

家出台限购政策，致使炒房增值

的渠道也被堵。 ”在张力看来，温

州民间很多闲钱正是因为无处

可去，才钻了民间借贷的空子。

“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

“温州因民间借贷导致的破

产情况现在已经非常严重。 ”在

周德文看来，“很多企业可能刚

开始是 3 个月的短期贷款，到期

还不上 ，就会续期，到了第二次

约定期后， 可能还是还不上，到

头来企业老板只能‘跑路’。 ”

此前有专家提醒，温州目前

的这种情况可能会演变成类似

美国的“次贷危机”。 财经评论员

叶檀对此则更显悲观 ，“如今实

体经济资金池紧缩得就像大旱

期间的鳄鱼池一般”， 如果相关

部门不能采取有效措施 ，“金融

市场的崩溃将不可避免”。

周德文对此也表示担心，并

坦言：“今天温州的民间借贷，已

经到了疯狂的地步。 ”

已经至少有 16 起老板“失踪案”

“做‘老高’比做老板来钱快多了！ ”

像“炒楼”一样“炒钱”？

链 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