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刚之死，使包头房

地产行业“病灶”清晰地

呈现出来。

“都是被高利贷逼死

的。 ”魏刚生前的好友吴

平对此唏嘘不已，早前他

隐隐觉得迟早会出事， 但没想到

事情来得这么快。

据记者调查， 现如今被

吴平称之为 “一片萧条”的

包头房地产市场， 在今年春

节之后大多数在建

项目普遍停工。

而另一方面，资

金饥渴的状况还在

无限持续着，裹挟在

此的是民间借贷案

件的高发，吴平认为

这一乱象亟需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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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亿元高利贷债务压顶

包头最大房企老板酒店上吊

巨额融资欠款，或许是压垮魏刚的最后一根稻草。 6 月 6 日，这位包头最大房地产

企业鼎太置业的董事长，在包头市东河区某酒店上吊自杀。

据目前已知的数额，魏刚通过各种渠道融资欠款至少 7 亿元，单笔借贷最高达 1 . 2

亿元。

包头市一位房地产企业负责人表示，由于房地产市场调控加码，包头数百家房产公

司大多面临缺钱的窘境。

数百业主之忧

6月 8日上午， 包头市东河区东河槽旁的鼎太风华售

楼中心前，站满了业主，他们拿着购房合同和缴款凭据，在

售房登记表中写下个人的购房信息。

记者在现场粗略统计，当日约有 300 名业主进行了登

记。 但据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透露，此事涉及的业主约有

六七百人。

早前付了全款的房子，如今尚未完工，这些业主担心

魏刚之死会带来变数，担心开发商不能正常交房。

据了解，鼎太风华目前是包头最高档的小区，也是包

头市东河区政府重点打造的形象居住小区， 始建于 2005

年，项目占地面积 10.7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7.1 万平方

米，共计 34栋，分三期开发完成。

公开资料显示，当年一期开发的 14 栋住宅，经包头市

质检站验收，优良率达 100%，其中的 5 栋获包头市工程质

量最高奖项“金鹿奖”。

2009 年在三期工程基本完成后，小区再度“扩容”，开

始了四期、五期建设，向北一直延展。 根据业主的说法，预

计今年 10 月四期将完工，五期在明年七八月份竣工，这些

房子早在去年就已开售。

然而，即便在建筑位置、舒适环境等方面拥有无可比

拟的优势，小区的销售情况也不乐观。 记者获悉，三期仍有

大量房屋在售，在建的四期和五期的销售情况不佳，公司

不得已采取了大幅降价措施。

记者调查得知，开发商为包头胜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胜达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07 年，魏刚是这

家公司董事长。

急速扩张之困

谈及魏刚的为人，多位采访对象对记者描述：为人

仗义，口碑极佳，固守信用，非常要强。

从一名建筑工地的普通工人， 到包头最大的地产

商，魏刚的发家史与一场地震有关，1996 年 5 月 3 日，包

头市发生 6.4级地震，造成房屋毁坏严重。这次地震给魏

刚带来机遇，在政府扶持下，他转变成一个成功的地产

商人。 包头市东河区公安局一位民警告诉记者，东河区

的绝大多数楼盘是由魏刚开发的。

对于魏刚的自杀，当地普遍看法是“摊子铺得太大，

不动产太多”； 另据上述知情人士透露， 他不仅涉足地

产，还涉足餐饮等其他领域。

房子卖不动，资金链就容易出问题。 细数魏刚的“摊

子”，单就鼎太风华项目，就足以让他在房地产调控压力

之下感受到寒意。 如今，鼎太风华项目的四期、五期全部

停工。

鼎太风华小区是魏刚的得意之作，却也可能就是压

垮魏刚的最后一根稻草。 据鼎太风华项目施工工人代表

罗仲平介绍，他们负责施工这一小区的 3 栋楼，原计划

盖到 18层，现已建到 16层。

“公司似乎没有钱。 ”罗仲平称，不远处的鼎太风华

另外几栋在建楼盘，今年以来一直没动工。 作为工人的

带班领队，罗手下有 191 位工人，从去年 7 月干活至今，

他们只得到了一些生活补助。

这些工人与当地的房建公司签约，房建公司又与胜

达公司签约，但由于胜达公司没有支付，房建公司欠下

工人工资达 330万元。

6月 8日，罗仲平也来到鼎太风华售楼中心，他担心

魏刚之死会让他们的工资更加“没了谱”。

巨额欠债之谜

胜达公司的法人代表连桂荣面对记者的采访，声称

自己什么也不知道，要记者去问政府的相关部门。 此后，

记者一直未能接通其电话。

另外，包括赵德惠、吴福生等在内的多位胜达公司

负责人， 均对该公司的资金等情况拒绝透露任何信息。

只有胜达公司的一位张姓总工程师表示，所有的事情都

是魏刚一个人在操作。

据记者调查，作为包头当地最大的房产商，魏刚所

投资开发的楼盘项目早在去年就已陷入危机，资金更是

捉襟见肘。 所建的楼盘项目销售情况并不见好，资金回

笼的速度缓慢，早前投资的其他“摊子”，在短期之内也

没有良好的产出。

在此情况下，魏刚要求购买鼎太风华小区期房的业

主必须全款，去年年底，胜达公司还推出了一项优惠措

施：凡是全款买房的业主，可以给予 10%的优惠。

但这些措施并未让资金宽松。 据众多业主的说法，

胜达公司自称“斥巨资”打造的鼎太风华小区销量依旧

不景气，无奈之下，魏刚开始了最后一搏降价促销。

前述知情人士表示，在今年前几个月，面对卖不动

的房子，鼎太风华的价格一度从每平方米四五千元降至

3000多元。而当时包头的其他同类小区还维持着每平方

米 4000多元的销售价格。

一边是所投项目收益的回笼无期，一边是高息款项

的还付，是这位包头最大房产商人的两难处境，钟摆失

衡的最大因素就是缺钱。

坊间颇多这样的传言，其中之一是今年春节过后不

久，向魏刚讨债的人将其腿打伤，魏在医院住了一段时

间，上吊自杀距离出院没多久。

记者辗转联系上一位与魏刚亲戚有过多交往的人

士，他说今年年初魏刚的儿子被一些债权人逼迫，写下

一张 500万元的欠条。

这样的说法得到了另外一位与魏刚关系甚好的朋

友的证实， 一些债主的意思是，“魏刚假若出点什么事，

要由其儿子来还”。

高额利息之重

魏刚过大“摊子”形成的资金窟窿，其数额到底是多

少，尚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据《内蒙古晨报》初始披露数

据，已知的融资欠债为 7亿元。

与魏刚生前关系甚好的吴平（化名）是一家建筑公司

的负责人， 他告诉记者：“目前魏刚还欠他们的项目款数

达千万元。 ”

他表示， 魏刚自杀是被高利贷逼的，“魏刚最高一笔

欠款金额为 1.2 亿元， 另外有三四个人分别放贷给魏刚

的资金有七八千万元，单笔欠款金额在 1000万元到 5000

万元不等。 ”

同样一个事实是，在今年 3 月 15 日，魏刚召集他所

在项目的施工负责人一起吃饭，席间魏神情黯然地表态，

他现在确实没有什么钱， 原因是所投资开发的房子销售

很不好，另外在民间借贷这方面欠债太多，目前没有多少

人愿意给予借贷。

实际上，自去年 10 月以来，吴平所在的项目施工队

就再也没有从胜达公司拿到过 1 分钱， 无奈之下吴平也

开始借高利贷给工人发工资。

“这已成了恶性循环。 ”吴平如此评价现在的借贷乱

局，迫于形势的压力，他们将寻找资金的路径统统选择在

包头当地猖獗的高利贷。

据记者多方获取的消息，魏刚巨额资金的债主，只有

两家拥有公司，其余大都是私人，这部分债主的资金来源

同样出自高利贷。

吴平告诉记者， 这些债主从别的渠道以月息 2 分的

利息贷钱回来，然后以月息 5 分的利息放贷给魏刚，目前

魏所借的高利贷月息基本都在 4分、5分以上。

对于魏刚的自杀， 他也流露出颇多遗憾，“我跟他私

交关系很好，可惜银行不贷款，高利贷利息那么高，房子

卖不出去，还哪有钱撑下去？ ”

民间借贷之乱

尽管目前魏刚欠债情况尚不

明朗， 东河区公安分局还在调查

中，但窥一斑见全豹，此次事件折

射出当地民间借贷的乱象种种。

包头市一位房地产企业总经

理告诉记者，包头的房产开发商已

经习惯了资金的杠杆作用，资本被

无限地放大。 如果一位房地产商有

1亿元的资金， 他必须要做 3 亿元

的事情，甚至更多，很多房企都是

“超实力”去发展壮大。

在这种情况下，手握一定资金

的开发商为了更大的事业赌注，在

银行融资渠道被堵之后，只有通过

高利贷获得资金。

据记者了解，包头当地的高利

贷普遍月息为 3 分，去年包头自焚

而亡的金利斌所借贷 10 万元以上

的债权人每月就为 3分利。

一份名为《包头市民间借贷现

状及规范建议》 的研究报告称，在

物价不断攀升、储蓄存款利率大幅

回落等情况下，民间借贷成为企业

的主要融资渠道。 该报告指出，包

头市民间借贷需求非常旺盛，但金

融机构难以满足， 在此状况下，包

头民间借贷持续活跃。

与此同时， 弊端相伴而来，此

份研究报告直言，“部分人利欲熏

心，为获取高利益，暗地集资，月利

率高出国家存款利率的 5 倍以上，

扰乱了金融秩序。 ”

事实上，去年就有包头当地商

人明确表示，蒙西历来是民间借贷

的活跃之地。 前述公安系统知情者

也称，包括开矿、稀土加工等在内

都是民间借贷资金的出处。

有研究报告认为，由于这种民

间借贷的不规范，资金所有者无法

对资金进行有效的监管，民间借贷

的高利率容易引发借款人的道德

风险，使资金到期无法归还，从而

引发一系列的债权、债务纠纷。

房企发展之难

资金普遍吃紧，是造成民间借

贷案件高发的首要之因。 包头一位

房企总经理称，“据我所知，就连上

市的房产公司也在借高利贷。 ”他

坦言，“包头的很多房地产商起初

也仅凑足购买土地的钱，然后弄来

图纸，就开始圈地卖房了，如中间

不出问题，倒也可维持下去。 ”

但现实是，如包头中冶正盛置

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钟伟 6 月 1

日在其博客中所言，经过了这一轮

非常严厉的调控，在包头有项目在

售或者即将具备条件销售的房地

产商们基本都面临濒死绝境，包括

上市公司在内。

魏刚之死，成了管窥包头房企

市场普遍哀鸣的一个窗口，当地业

界在为其极尽惋惜之意后，也开始

为自己在“寒冬”中寻找取暖路径。

钟伟撰文称，未来百日甚至直

到年底，包头市房地产将会再次出

现“以价换量”的局面，新一轮试探

性降价即将悄悄展开。

而更多的房地产企业对未来

并没有一个明晰的思路，接受记者

采访的包头一位房地产老板有些

无奈，“我们还需要观望一段时

间”。

（据《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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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分析

寒流来袭

包头房企项目普遍停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