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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沿海扩展至内地的民间疯狂借贷
现在最热门的投资是什么？
黄金、白银、艺术品？
错！是“钱生钱”！
记者一位朋友在msn挂出了

这样的内容：“无抵押贷款，利率
低，年利率9.4%起。”

某私募项目总监得知后则摇
摇头说：“利息收得太少了！ 前
段时间有个地产商找我融资5000
万拿地，我给的年息是最低不少
于40%。”

“身边很多亲友在谈论把钱
拿出去‘放水’，担保公司也都在
明里暗里放贷，现在是收益最丰
厚的时节，有些年息高达 100%、
150%，甚至180%。”一位创投公司
的人士透露。

有“抽水”的，就有“放水”

的。在银根紧缩的大背景下，股
市有风险，楼市又进不了，俗称

“放水”的高利贷成了当下最赚钱
的行业之一，北京一家小担保公
司，1年的净利润可以高达 1个多
亿。在某些地区，甚至到了全民
放水的疯狂。

为什么利率市场这么荒唐？
“一个通货膨胀长周期的时

代，资金成本不可能被压制在负利
率的范畴内不变。当‘蒜你狠’、

‘姜你军’出现的时候，预示着通
货膨胀来了！等到高利贷四处点
火冒烟的时候，它告诉我们的是：
一个全面的通货膨胀时代已经到
来！这是恶性通胀萌芽在金融市
场的翻版。”中国农业银行总行
高级经济师何志成认为。

一、高利贷，赌的就是政策

“过去也有高利贷，但完全是
在黑幕下操作，现在都浮出水面
了。”最近，何志成赴各地考察市
场利率情况，深感高利贷正如野
火春风，从地下燃到地面，金融市
场尤其是借贷市场乱象丛生。

高利贷如此彪悍，离不开中
国经济踩油门、踩刹车导致的过
热、过冷。

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仅某
省，两年内担保公司就由一两百
家迅猛增加至 500 多家，2009 年
一季度，就有100多家注册。

进入 2011 年，货币政策由
“宽”转“紧”。为了“战通胀”，截
至 6 月中旬，今年已经两次上调
基准利率，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
率，存款准备金率高达 21.5%。
这次空前的银根紧缩，更是让高
利贷迎来了“第二春”。1998 年
信贷紧缩时，民间借贷月息尚为
2分、3分。时下高利贷最疯狂的
地区，月息高达 18%，达到历史最
高值。

江苏省泗洪县最近出名了，
有网友晒出各类豪车数量。并不
富裕的泗洪县，哪儿来的那么多钱
买车？种种迹象指向高利贷。从
农民、医生、个体工商户、教师到公
务员，都被这场暴富热潮席卷。

不少温州人关了工厂放水钱
去，甚至跑到香港打人民币存款
的主意。

今年 6 月份，何志成专门到
四川去考察了 6天。开担保公司
的朋友明确地告诉他：“现在就是
以15%~20%的利率从私人手里拿
钱，然后再以 30%~50%的利率放
出去。”

但是更多人听到这类信息，
都是既心痒难耐，又顾虑重重。最
大的疑问：钱有这么好赚吗？万一
担保公司把钱卷跑了怎么办？

今年 3 月初，某地一家投资
担保公司，就是带着1.2亿元的客
户资金离奇蒸发了，让近百名投
资者陷入恐慌。

这便是这类财富故事的“幕
后部分”：什么人，才最有底气把
钱借给担保公司？

“都是在当地有头有脸、有钱
有势的人。拿几十万、上百万给
我朋友开的这种担保公司，再转
手把钱放出去。他们自己不会去
找贷款对象，也不知道贷款对象
在哪里。就把钱往担保公司一
放，拿15%~20%的利息就行了，知
道这钱肯定不敢不还。这种业
务，在当地很活跃。而且基本是
半公开性质，形成了一个比较强
的市场氛围。”何志成透露。

既然这钱来得容易，又有权
力保驾护航，便有人打起了“空手
套白狼”的主意。

“国有企业有不少这么干的，
以 6%的低息从银行贷出来，再
12%放给担保公司，这种事很正
常。”何志成说。

这些国有大型企业能这么
做，往往是钻了国家相关政策优
惠和银行监管不严的空子，凭借
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可以从银行
拿到极低甚至免息的巨额贷款。
几亿资金，6个点的利差，一年就
能赚回几千万“黑金”，成为少数
人瓜分的“小金库”。

曾有一家担保公司的人士直
言：“我们会与一些有实力、资信
好的企业合作，这些企业是银行
的长期客户，让它们去银行借款，
银行利率最多上浮到年息 8%左
右。我们给这些企业每月2分利，
年息 24%，除去还给银行的利息，
它们还坐收 16%的净利。现在做
什么生意能赚到这么高的利润？
做生意操心劳累还有风险，不如
把钱放到我们这里轻轻松松钱生
钱。”

还有些小担保公司，靠的是
民间集资，基本上放钱给他的，都
是知根知底的亲戚朋友。自己吃

肉，众人跟着分碗汤。真正以“理
财”方式吸纳的社会闲散资金，占
的比重很小。

按照国家规定，只有商业银
行才能进行存贷款业务，担保公
司如果直接分这杯羹，迎接它们
的将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但这条罪名看似惊悚，在现
实中却完全被合法地规避掉。

一方有闲钱，一方需资金，担
保公司充当的是撮合他们的“中
间人”，赚取的利差美其名曰“手
续费”。担保合同的大体样式是
这样的：“甲于某年某月某日向乙
借款若干，借款期限为若干，利息
是多少，如果借款方在借款期限
内没有还款，担保公司承诺于几
天之内无条件还款，担保公司还
款后，获得向借款方的追偿权。”

“现在担保公司普遍参与贷
款业务。在四川，我朋友开的担
保公司，我亲自跟他做了一次业
务。拿房子做抵押，限期 1个月，
年息是 30%。如果没有房子，用
其他资产(动产)做抵押，年息就要
高达 50%。整个贷款的程序全部
都不是在办公室里完成的，而是
在酒店大堂里，跟客户一对一地
签这种合同，一般金额都在几十
万到一百万之内，数额并不大。
据我了解，他们都有比较熟的客
户关系，已经形成了非常稳固的
一个资金链。”何志成说。

在金钱的驱使下，甚至有银
行开始直接染指高利贷，“杀人不
见血”般地轻松掠夺了原本能够
通过正常途径贷到款的企业。那
些与银行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能
人”、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吃起了
惬意的“过水面”。紧缩政策，就
这么催生了新的寻租方式。

“我有位朋友原来在银行工
作，看到借贷市场这么火爆，毅然
决然下海了，靠着银行的关系，自
己开了一家担保公司，以假实业
的方式把钱贷出来，再翻倍贷出
去。”一位金融界的人士有些艳羡
地说。

“现在高利贷市场是很多人
获取了不正当收益。城商行本来
国家允许的贷款利息上浮就高，
自己家亲戚再开个担保公司，大
家都活了。我有一位开担保公司
的朋友，就是一家小担保公司，跟
城商行合作。你去贷款，城商行
就说你必须找这家担保公司给你
担保，你的房子手续就抵押到担
保公司去了，他们收你 3%~5%的
担保费。”何志成说。

另有一位企业家告诉记者一
件蹊跷事。自己急需周转资金，
到银行贷款怎么都贷不下来，经
人指点，来到一家担保公司。这
家公司神通广大，通过他们借到
高利贷之后，银行贷款也顺利下
发了，担保公司甚至连银行哪天
放贷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这家担
保公司，很可能就是银行内部人
开的。

金融机构成为高利贷背后
“推手”，实际上并非今天才出现。

信用社的记录显示：70%的
资金都流向放贷市场，很多信用
社干部职工都参与了高利贷活
动，国家资金被他们用于谋私利，
困难企业和缺钱农民与之无缘。
与此同时，黑龙江、河北、江苏、内
蒙古、浙江、重庆等地信用社干部
职工利用国有资金放高利贷被抓
的案件纷纷爆出。

有专家总结说，民间借贷正
呈现的三大新特征：“一是范围
广，民间借贷已从两年前的江浙
沿海扩展到陕西、内蒙古等内陆
地区，从制造业领域扩展至商贸
流通甚至普通家庭。二是利息
高，有的民间拆借年息已超过
100%，达到近年来的最高。三是
参与者众，在高息和资金需求饥
渴等作用下，甚至有银行资金也
充当了民间拆借的‘二传手’。”

调查至此，担保公司参与高利贷
的路径图已经揭开大半。他们承诺

“存款户”那么高的收益率，这笔钱，自
己该怎么加倍赚回来呢？这就涉及高
利贷链条上的另一个最大的风险话
题：谁在借高利贷？到底是实体经济
中哪个部分，对资金如此渴求？

惯常的逻辑是，在宏调形势下，
中小企业贷款难，高利贷的出现天然
对接了资金缺口。但根据记者的调
查，中国当下的“高利贷图谱”，远远不
是这么简单。甚至从这里，我们能一
窥中国经济整盘危局。

中小企业贷款难，前有古人，后有
来者，这是一个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就纠
结无解的难题。银根紧，拿不到贷款。
银根不紧，他们也一样拿不到贷款。

比如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
究所发布调研报告就从侧面印证：尽
管今年以来中小企融资难的叫苦声此
起彼伏，但其信贷总量减少有限，比例

甚至稳中有增。只不过该所因此得出
的结论颇令人愕然：中小企业并不存
在融资难的问题。

那么高利贷，为何在今年如此高张？
揭开这个答案，不得不提起近来

最受民众诟病的话题——高铁。
自 2008 年国家推出 4 万亿投资

计划后，高速铁路建设全面展开。根
据广发证券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显
示，高铁已投产线路有 13条，投入了
5898亿元，而在建线路尚有 26条，待
建线路有 23 条。在建线路总共需要
再投入8491亿元资金。

如此高昂的费用，能否依靠国家
投资？

答案是：否！
那么钱从何来？
根据中信证券分析师张宏波的

报告，高铁建设展开后，高度依赖贷款
和债券融资。

“国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在

一位老信贷员告诉记者，从前发
放一笔贷款，都要监管资金的去向。
她曾经有位同事，不慎发放的贷款收
不回来，被银行处以极刑：将其每月工
资抵扣贷款，直到他追回为止。

然而目前高利贷猖獗透露出一丝
信息：贷款去向，银行不再有兴趣跟踪。

根源或许在于，抵押品给了银行
足够的底气——地方政府用土地，个
人用房产。

“以前居民没有什么不动产，现在北
京一套房子值两三百万，抵押后贷100
万，银行很乐意贷给你，完全没有风险。”

当然，何志成也指出，这种安全
感，只在系统性风险来临之前存在。

一旦股票、房地产市场出现暴跌，
银行就会把抵押的股票、房子立刻清
仓，这种变“去库存”为“抛库存”的过
程，非常可怕。

很多人对此危言耸听不以为然。
但何志成提出：“今年到明年，中国将

有4万亿的地方融资平台的钱要还，可
地方政府现在连利息都还不起。这些
银行都是上市银行，它们会把这笔贷
款划到不良贷款里去，那么不良贷款
的比例就会从现在的一点几，变成五
点几，银行股价就要暴跌。而银行为
了收回这些贷款，就要抛售它们手中
持有的房产，这会不会引发房产市场
的暴跌？”

中国银行业正坐在火山口上！也
许这才是穆迪、标普把中国银行业评
级调低的深刻背景，并非外界猜测的

“做空中国”。而一旦出现系统性风
险，高利贷资金链首当其冲，牵一发而
动全身。

当然我们的政府也可以急中生
智，给这些钱变个戏法，再讲一个新故
事。在国外金融领域看起来不得了的
大事，也许就能再一次消弭于无形。
正如有人回应老何说：“开玩笑，中国
银行业好着呢！” 据《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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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寻租方式。

是谁在放贷？又是谁敢借这种利滚利的印子钱？为什么
相关管理部门如此束手无策？

专家的解读是：等到高利贷四处点火冒烟，它告诉我们的
是：一个全面的通货膨胀时代已经到来！

二、谁在放？

四、没钱怎么办？

老何专门去问了一下，答案是：没
钱也得干！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GDP 增速高
居不下，因为这些项目还在热火朝天！

可是，没有钱怎么干？
答案很简单：拖欠！

“该给政府的土地出让金，不给
了。该给拆迁户的钱，不给了。该给
施工队的工程款，不给了，预定的材
料，该付钱了，不付了。这就出现了严
重的三角债局面。现在是国有重大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没钱了，这才是导致
中小企业没钱的最重要原因。”

中国的中小企业，并非铁板一块。
何志成此番四川考察发现了一个

平常不被提及的重要现象，在中西部
地区，中小企业从出生以来，根本就得
不到银行贷款，它们是靠国有企业的
工程预付款和采购预付款生存。

比如重庆到成都的高速铁路，本
身并没有什么工人，都是中小企业为
它们提供劳工支持。钢材，也是大部
分通过民营企业去采购。

现在国企拖欠民营的钢材供应
商，民企就拖欠钢厂，一层一层往下传
递。据北京晚报 7 月 26 日报道，京沪
高铁已经开通近一个月，但“欠款”风
波一直未停歇。京沪高铁廊坊段的总
承包商中铁十七局四工区和五工区，
依然没有结清个体分包商的欠款。

“由于国企拖欠，谁都放心，整个
问题暂时还没有暴露，但原材料采购
款 3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该付了还不
付，那么下一个周期谁还给你发货
呢？国家规定农民工的工资不能拖
欠，最迟到年底，就必须结清让人家回
家过年。”何志成认为，这种“稳定”的
局面也就只能再维持一两个月。

如果说在以前，企业借高利贷是为
了扩张。或者已经拿到高额利润的订
单，借些高利贷临时周转一下。那么这
次他在调查中发现，大量中小企业资金
链接近断裂，借的都是“保命钱”。

“现在借高利贷的就是在赌政策，
相信未来两三个月，宏观调控会出现
变化，银行开闸放水，国有企业能拿到
足够的贷款偿付欠款。所以当国企欠
我工程款 1000万答应下月给的时候，
我敢借 200万临时顶一下。一旦宏调
未来再紧几个月，国企贷不着钱，也没
有余力给它钱，那么这个高利贷，就要
真的夺命了。”

赌政策，导致中国高利贷市场的
利率曲线呈现出非常奇怪的变化：在
宏观经济环境处于升温状态时，它的
利率水平随着经济的升温而往上走。

但宏观经济降温的时候，它还是往上
走。

老何认为这说明了一个经济学理
论：“黑市利率水平既能反映宏观经济
的冷热程度，也能反映宏观经济环境
的风险程度。年息60%~100%，说明宏
观经济环境的风险已经极大。”

而江浙和珠三角一带，又是另一
番光景。

当地中小企业以制造业、出口加
工为主，贷款环境相对较好。但在今
年宏观调控以来，直接针对它们的贷
款是压缩的，企业上演了胜利大逃亡。

今年 3~4 月份，何志成到浙江考
察，发现以前做制造业的都不干了。
政府不允许破产，他们就放几个工人
在那里装门面。“他们头脑灵着呢，我
给总结了一个顺口溜：‘制造业做不下
去了，转做房地产；房地产做不下去
了，转做金融；金融做不下去了，转做
高利贷。’现在浙江的中小企业，都在
玩高利贷，黑市利率越来越高！”

据说这些民企老板玩的段位非常
高，可以直接从海外以 5%、6%、10%的
低息拿到贷款，转手高息放出去。40%
是底线，60%为正常要价。

“在香港，从前人民币存款只有零
点几的利息。伴随着人民币的升值预
期，香港规定每人每天可以买5万人民
币，现在各银行人民币存款的额度已
经到 5600多个亿，成几倍的增长。这
些大量增长的存款怎么办？通过地下
金融回流。现在江浙企业的老板都跑
香港干这活去了，香港那边的钱回流
大陆暗流滚滚！”

那么谁会用如此高的代价，去借
这些高利贷？

“现在钱太好出手了，尤其房地产
商急需钱。现在房地产商从国家拿不
到贷款，他们也在赌政策，预期将来政
策会变、房子会有人买，于是既不降价，
也不卖，准备扛过去。既然要扛，就需要
钱，他们手上又没有多少资金，钱都在房
产项目、固定资产里，必须得借高利贷。
价值几个亿的身家，贷几千万高利贷周
转一下，怎么不行？中国仅现在抵押的
房子，我估计就有20万亿，占2010年国
内生产总值的一半。”

某人士今年春节回到阔别两年的
老家，见到久违的高中同学，天南海边
的狂侃之中，惊觉大凡县城里面上班
的，没有几个不放水的，席间就有朋友
抛出今年要抵押房子去放水，放水的
资金大多给了房地产。他终于恍然大
悟，为什么他在外面辛苦辗转，却远不
如家乡的朋友们悠闲潇洒。

三、谁在借？ 五、不是尾声

（本版均为资料图片）（本版均为资料图片）

前两年上得非常多。比方四川农行，
这种贷款占了40%~50%，比例相当高，
都是 2009 年和 2010 年大呼隆的时候
上的。所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在四川这种地方，修一条打通秦岭的
高速公路已经很难了，现在又要修一
条打通秦岭的高速铁路。这种项目单
靠国家投资是不可能的，国家没有这
么多钱在全国各地都建高铁。但是银
行又愿意承担这种贷款。为什么？因
为这些项目很多都是由地方政府操盘
的。由于前两年房地产市场非常活
跃，地方政府有的是拿土地直接抵押
给银行，或者变相指出一块土地，将来
可以由银行开发。再往深里调查，有
的有抵押担保，有的没抵押担保，有的
就是政府一拍板，这事就这么办了！”

从国家战略讲，这些都是非常重
要的基础设施项目。但用贷款来建，
这就麻烦了。

“关键这种项目不是一个两个。
四川同时开工的，从西安到成都的高
铁，从成都到重庆的高铁，都要求在一
两 年 之 内 完 工 ，到 现 在 都 建 设 了
70%。但就在这节骨眼上，没钱了！”

就在何志成考察之时，当地政府就
专门找各家银行紧急开会磋商此事。

“从 2009 年下半年开工，到 2010
年用款进度是 20%~30%，2011年的用
款进度是 40%~50%，今年正是用款大

头。但是银行给了1/3不给了，因为现在
各家银行都没钱了。不是没有存款了，
而是存款准备金率都高达21.5%了！”

什么叫存款准备金？就是各家银
行都要把存款总额中的21.5%，拿出来
存放在央行。

为了应对央行每月一次上调存款
准备金率带来的巨大压力，银行间拉
存款的竞争日益白热化，部分银行行
长都在亲自出马。温州一位支行行
长，为了高息揽储，竟然把短信群发给
客户，成为第一位因此而被就地免职
的行长。

现在资金紧张严重到什么程度？
何志成透露，5月份的时候，曾经

出现过两次几家像农行这样的国有大
型银行无钱付每天的清算汇差。到 6
月份，尤其月底，所得税又要划走一大
块钱。种种因素叠加，导致在 6 月 30
日之前，各家银行的存款大战打得轰
轰烈烈，折射出当前整个银行体系内
的资金非常紧缺。

而银行不肯再给钱的另一个原
因，是各地已根据国务院要求全面推
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清理规范工作，
银行不允许再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
放贷款。而那些高铁、高速公路项目，
很多都是地方政府担保的，和地方政
府融资平台脱不开关系，一分钱不许
贷的话就得把它给撂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