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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U A N G F U

为民资找寻“阳光”出口
本报记者 桑海波 实习生 于丹 高源骏

民间资本杂草式生长

近日，桓台一位红顶商人追债过程
中意外身亡，让一起涉及数百人、资金2
亿多的非法集资案浮出水面。这起貌似

“意外”的事件，实际上是民间资本野蛮
生长的恶果。

一座小县城，投资机构数量之多、
生意兴隆，让记者在桓台调查时感到惊
讶。这个县城的几乎每条主要街道，都
有投资机构的身影，有的一条路上甚至
数家机构相邻，粗略算下来，县城内至
少有二三十家之多。

“这些投资机构多是近两年才冒出
来的。”桓台一位本地人对记者说，民间
借贷的兴盛，不少当地人养成了有钱不
存银行的习惯，而是把钱交给投资机构
进行打理，赚取更高额的回报。

“我的一个邻居，过去只是普通人
家，自从从事了民间借贷，经济状况发
生了巨大转变，如今出入都是奔驰车。”
县城附近某村的一位村民说起来，话语
中还有不少艳羡。

记者调查时发现，当地民间融资机
构多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对投资人许
诺3%或者更高的月息，吸纳资金进行
放贷；还有一种机构专做中介服务，似
乎不愿与“高利贷”挂上钩。

在一家投资机构，记者以“投资”名
义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介绍，“投资期限

长短不同，资金收益也不同”。她以1万
元本金为例介绍，三月期月利润200元，
半年期月利润250元，一年期月利润300
元。如此算来，一年期的年息超过36%，
远超同期贷款利率四倍，已构成了“高
利贷”。

当记者问及“资金投向”，该业务员
却称“公司规定不能透露，但是资金肯
定在本地运作”。记者注意到，悬挂于墙
上的营业执照，注明该机构经营范围为

“以自主资金进行投资”。
在另一家投资机构，进门后，工作

人员就向记者宣讲其经营理念：“我们
是一家投资理财机构，不同于一些民间
借贷机构，并不吸收存款，只提供中介
服务，撮合资金提供方和资金需求方。”

“如果贷款方提供的月息是2%，资
金方收益也将是2%，我们只赚取手续
费，费用由资金需求方支付，费率高低
由贷款期限、金额决定。”业务员介绍。

“本地有很多投资机构，不少属于
加盟连锁性质的，还有一些外地机构设
的点，他们吸收资金月息最高达到6
分。”交谈中，这位业务员质疑同行：“什
么生意能够承担6分的利息？”

像银行一样，该机构宣称每笔业务
都要进行“贷前审查”，并从中间做担
保。不过，业务员也承认“我们没有担保
资格，只能以信誉作保”。

杂乱、无序，民间资本杂草般的生长
路径，从小城民间借贷兴盛中不难窥见。

民资供需双方的困惑

有人通过民间借贷“挣快钱”，致使
高利贷的盛行；也有人想合理、规范地
参与民资运作，可是在探索的过程中，
却遭遇了诸多的困惑和无奈。

“政府鼓励金融创新，鼓励民间融
资规范化发展，我们作为推动民资的群
体，希望借助论坛找到答案、方向，为民
间资本市场发展做出贡献。”近日，肯雅
隆在济南举办的一次民间资本论坛上，
公司董事长胡汉民对邀请到的业内专
家坦言。

胡汉民介绍，目前，国内的民间资
本多达30多万亿元，但是却遭到了隐形
的“玻璃门”、“弹簧门”的阻碍，导致整
个民间资本发展徘徊不前。

“现在都谈民间资本规范化，我们
想知道，国家有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
部门来管理民资，如果没有的话，规范
也就无从谈起。”胡汉民称，银行有银监
会监管，保险公司有保监会监管，而民
间资本该由谁来管？“我们也希望纳入
正规的监管。”

“都说民间借贷非法，怎样做合法？
需要解释清楚；都说这样不规范，到底
怎样才是规范？”胡汉民继而发问，他认
为，当前我国的民间融资存在制度上的
缺失，急需为其制定相应的“框框”、“规
矩”。

“由于力量有限等方面因素，日常
经营中，有些业务我们只能无奈放弃
了。”一边是大批的现金存量，另一边
是大批的融资需求，面对民间资本巨
大的市场，胡汉民的言语中透出了些许
无奈。

“我们希望研究一种民间资本的运
作模式，并把它快速地复制、推广出
去。”这是胡汉民的愿望。

不仅民资机构，民间投资人也有困
惑。“民间资本规范化运作，对我们出资
人也是一种保护，可是目前很多民资运
作都处于‘地下’，缺乏有效监管，风险
性很大。”在肯雅隆的论坛上，一位到场
的投资人称。

如今，不少民间投资人都是从实
体经济转行过来的。这位投资人就介
绍，“我是做实业的，做了六七年的酒
店经营，每年的利润只有7%左右，并
且非常辛苦，后来把酒店卖掉专门做
投资”。

“民资都可以投向哪些领域？除了
通过一些机构放贷，我们中小投资人
看不到更多的投资方式。”论坛上，一
位曾经从事汽修、房地产生意的投资
人也发问。

民间资本不光具有逐利的本性，它
也看重资金的安全性。这两位投资人的
话代表了当前不少资民的心声。

“高利贷”、“跑路”、“崩盘”……这些字眼的频现，让一直游走于灰色
地带的民间融资处在了风口浪尖上，社会上关于民间资本规范化、阳光化
的呼声不断响起。在一些专家看来，民资的规范发展，关键在于找到合适
的投资渠道，为资金提供更多的出口，让其从“地下”转到“地上”。

今年或将成为民间资本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近期国家和一些地方相
继出台政策促进民间融资规范化发展，温州被划为金融改革试验区，包括
我省临沂、东营等部分地区在内的民资规范化试点工作已经上路。

民资的春天，值得期待。

(下转B02版)


	B0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