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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8_AE_BA_E7_83_c26_512484.htm 长期以来，民间借贷作为

我国信用体系中的一种非正规信用形式，因一直没有合法身

份而不得不处于地下活动状态。虽然理论界有关为民间借贷

正名的呼声不断，但并未产生现实的政策性效果。直到不久

前央行提出应“给民间借贷合法定位”，才使人们看到了民

间借贷合法化的曙光。事实上，无论从我国信用体系自身发

展的规律看，还是从我国经济发展对金融活动的要求看，民

间借贷从地下走向地面、由“暗箱式”操作走向“阳光化”

运作、由无合法身份走向合法经营，都是民间借贷未来发展

的必然趋势。 首先，我国存在着民间借贷生存、发展的经济

基础。在现代信用体系中，任何一种信用形式的产生、发展

都具有现实的经济基础。如同银行信用的经济基础是社会化

大生产一样，民间借贷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则是小生产的

生产方式。因为，在小生产方式下，生产规模较小，企业需

要的资金数量不大，这些小额资金需求往往被那些追求规模

效益的正规金融机构所忽略，只能通过民间信用来满足，这

就为民间借贷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深厚土壤。在我国，虽然

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的总体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但城乡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广大农村地区仍然呈现为小生产方

式占主导地位的特征，不仅农民的生产经营仍然以家庭为单

位，而且农村地区的企业多数也呈现出资本少、规模小的特

点。农村经济的这种特性决定了民间借贷发展的必然性。无

视民间借贷的这种经济基础而将其一概打入“非法”之列，



显然是对信用发展客观规律的一种否定。 其次，正规金融遗

留下的市场空缺客观上需要民间借贷去弥补。现代世界各国

的信用体系都呈现为由银行信用所主导的格局。我国信用体

系的银行主导特征更为明显，其表现就是银行的间接信用所

占比重过大。但是，银行信用作为最主要的正规金融活动，

其融资的重点区域是城市而不是农村，其服务对象是能够带

来规模效益的大项目、大企业，而不是分散的农民、小生产

者或小企业。这就必然使农村金融市场出现融资的“真空”

。正规金融机构留下的农村金融市场的空缺只能由民间借贷

来弥补，这就决定了民间借贷存在、发展的必然性。如果我

们在政策上既不能为农村地区提供合法、正规的金融服务，

又不允许作为非正规金融的民间借贷合法生存，则不仅不利

于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更不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 第

三，我国经济中对民间信用的现实需求客观上要求为民间借

贷“正名”。“三农”和中小企业融资难是我国经济发展过

程中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我国为此采取过不少措施，

但这些措施都没有超出正规金融的范畴，即试图在体制内通

过正规金融机构功能的延展来解决这些融资难题。然而，事

实证明这种做法并不成功。百考试题网站收集由于“三农”

和小企业贷款规模小、风险大、抵押或担保不足，因此，正

规金融机构对这类融资不可能产生很大兴趣。即使银行愿意

贷款，繁杂的贷款手续、漫长的贷款审查周期、严格的贷款

条件，也会使借款人望而却步。既然民间存在着对这种“草

根金融”的巨大需求，那就应该允许民间资金供应主体以合

法的身份去实现与这种融资需求的对接。 第四，民间借贷合

法化有利于构筑防止农村资金外流的堤坝。我国新农村建设



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是资金不足，这种状况又因资金的外流而

进一步加剧。农村资金流出的主要通道是商业性金融机构的

存贷业务。由于农民具有存钱防大病大灾的储蓄习惯，因此

遍布在农村的金融网点能够很容易地吸收农民存款，并将其

转移到城市或其它领域贷出。而阻止资金外流的重要方法就

是允许体制外的民间借贷合法化。 其实，民间信用的阳光化

早有先例，香港的《放债人条例》、南非的《高利贷豁免法

》，都是将民间借贷纳入有效管理体系的很好例证。因此，

早日推出中国大陆的《放贷人条例》，尽快实现民间借贷合

法化，也是推动我国信用体系走向成熟的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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