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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六招严防“温州版”民间借贷危机

目前深圳暂未出现借款逾期率上升现象，小贷行业已主动放慢放贷节奏

证券时报记者 胡学文

温州、 鄂尔多斯等地陆续爆发

的民间借贷危机， 让民间借贷市场

活跃的深圳同样成为业界关注的焦

点。 而作为深圳小额信贷市场重要

主体之一的小额贷款公司 （下称

“小贷公司”）， 尽管总体运行稳定，

暂时没有出现借款逾期率上升的迹

象， 但在危机效应被放大的背景

下， 还是主动放慢了放贷节奏。

行业放贷节奏有所放缓

从诞生到目前短短一年多的时

间， 深圳小额贷款行业发展迅猛。

据深圳小额贷款公司行业协会提供

的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 深圳共计

核准成立小额贷款公司

34

家， 总

注册资本金为

38.2

亿元， 平均注

册资本超过

1

亿元。 “正在申请设

立的还有

5

家， 预计到

10

月底深

圳小额贷款公司将接近

40

家。” 深

圳小额贷款公司行业协会有关负责

人说。

据介绍， 相比于去年深圳小额

贷款行业放贷的 “月月光”， 目前

行业内资本金加上去年的未分红利

润尚有一定的贷款额度没有放完。

“小贷公司自身放缓了放贷节奏，

主要是由于其他地区陆续发生的民

间借贷危机的影响。 尽管要钱的客

户很多， 但担心看不准， 他们自己

慢了下来。” 上述负责人表示。

该负责人认为， 这正是深圳与

温州的不同之处， 与温州的中小企

业主热衷追逐民间借贷的暴利不

同， 深圳小额贷款公司的不少股

东虽然也都是民营企业家， 但在

资金管理上明显更加成熟和理性。

“宁可不借， 也不盲目” 是深圳小

额贷款行业 （下称 “小贷行业”）

一贯的信条， 在当前国内其他地

区暴发民间借贷危机的背景下，

深圳小贷行业自我收紧是正常和

理性的表现。

借款逾期率未明显上升

事实上， 温州等地民间借贷危

机的影响， 不仅仅使得深圳小贷行

业放缓了放贷节奏， 另一方面也导

致利率水平也有所走高， 去年深圳

小贷行业全年利息收入为

5.28

亿

元， 而今年上半年已经达到了

2.63

亿元。 “在整体放贷节奏放缓的基

础上， 利息收入并没有减少， 这就

说明利率上升了。” 上述负责人说。

据了解， 目前深圳小贷行业的

贷款利率普遍没有超过同期基准利

率

4

倍。 换句话说， 并没有达到高

利贷的利率水平。 “对一些自然

人， 比如个体户等自然人贷款客户

利率稍微高点， 但最多也就摸高

4

倍， 小微企业从小贷公司的贷款年

利率加上手续费等一般在

23%

左

右 ， 而去年这一数字在

20%

左

右。” 该负责人认为， 相比于市场

上传言的深圳民间借贷超高的年利

率， 深圳小贷行业的贷款利率水平

总体在可控范围内。

在该负责人看来， 温州等地暴

发的民间借贷危机， 多与借贷链条

过长以及利率逐级推高密切相关，

由于目前深圳小贷行业贷款利率可

控， 截至今年上半年并没有出现借

款逾期率上升的情况， 但三季度会

否受到温州等地民间借贷危机影响

而有所变化尚待关注。 “不过， 从

最近了解的情况来看， 深圳小贷市

场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上述人

士补充说。

深圳加强小贷行业管理

“深圳总体情况平稳， 但也要

警惕出现的苗头。” 据接近深圳金

融办的人士透露， 这是目前深圳

有关方面对民间信贷市场的总体

评价。

就在上周五， 深圳金融办还专

门组织深圳小贷行业召开会议。 虽

然会议由头是贷款客户对小贷公

司不当催收的投诉， 但在当前其

他地区民间借贷市场混乱的背景

下，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 该会议

的真正目的在于提示小贷市场风险

和加强监管。

从上述深圳金融办会议上传出

的消息显示， 深圳方面对小贷行业

提出了六点要求： 一是要求小额贷

款公司坚决杜绝非法集资， 严防死守

这一条高压线； 二是绝对不允许非法

催收及不当催收行为地发生； 三是加

强客户利益保护， 尤其是在利率和费

率方面要求公开透明； 四是在当前中

小企业融资难的背景下， 在利率等方

面适当让利中小企业； 五是处理好客

户投诉， 并责成行业协会建立系统化

的投诉机制； 六是建立突发情况应急

预案等。

近来深圳小贷行业的投诉多集中

在非法催收或不当催收， 一方面说明

深圳小贷公司客户还款难， 中小企业

资金紧张； 另一方面也不排除部分小

贷公司在当前市场环境下急于收回贷

款的急躁心理。 坊间有消息称， 目前

深圳有些小贷公司只收不放， 谨慎心

态不言而喻。 深圳监管部门此时加强

管理可谓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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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降价不再“羞答答”

证券时报记者 杨晨

持续低迷的行情让地产中介坐不住了。

近日， 记者频频接到中介推销房子的电

话， 均表示业主诚意卖房， 愿意降价。 中原地

产的一位置业顾问就致电记者表示， 两个月

前， 深圳福田区某楼盘南向

77

平方米的毛坯

房成交价为

215

万元， 而今该楼盘同样面积同

样朝向简装修的房子开价降至

200

万， 而且业

主还允许议价。 “现在看房的人少， 买房的人

更少， 为了撮合交易， 常常会劝说业主顺势而

为， 降价卖房。 不少业主为了成交， 也愿意降

价。 这种情况在上半年很少见， 最近却时有发

生。” 他说。

往年的 “金九银十”， 房地产市场一片繁

荣， 然而， 今年 “金九” 变 “铜九”， 十一黄

金周期间， 中国指数研究院监测的

20

个城市

中有八成成交量同比下跌， 平均跌幅逾三成，

市场预期中的反弹根本没有出现。 为了维持业

绩， 难怪中介人员会选择劝说业主降价卖房。

和小业主们相比， 开发商们面临的降价压

力更大。 从资金链情况来看， 银行贷款收紧、

开发商融资成本上升、 融资渠道进一步收窄；

从出货压力来看，

2009

年下半年和

2010

年上

半年， 全国房价经历了两轮大涨， 刺激了新开

工面积急剧放大， 将在

2011

年下半年到

2012

年期间新增大量供应， 进入四季度， 房地产市

场已迎来供应高峰， 库存加速累积， 众多房企

急需快速回笼资金。

种种迹象表明， 房地产市场的风向已经发

生转变， 越来越多的开发商调整了销售策略。

但经历了房地产市场

2008

年至

2010

年的大

起大落后， 尽管当前行情转 “冷”， 多数开发

商依然选择了观望， 且降价行为变得尤为谨

慎。 不难发现， 近期开发商普遍采取小幅降

价的策略试探市场反应， 这也是当前降价广

告铺天盖地， 房子仍难以卖动的原因———价

格还未调整到位。 可见， 购房者期待着 “事

实性降价” 和当期开发商采取的 “试探性降

价” 之间还存在很大的距离， 买卖双方仍在

博弈， 谁也不肯妥协。

如此， 降价变成了一件技术活———降多少

才能拉升成交量？ 降多少才能完成销售目标？

世联地产首席分析师王海斌分析认为， 今年四

季度开发商的出货压力都比较大， 高库存压力

将促使房价略有松动， 现在最困扰开发商的问

题是降多少才有用。 他认为， 房价不可能出现

像

2008

年那样大幅下降， 开发商会逐步调整

销售策略试探市场反应， 不过， 今年年底到明

年上半年， 房地产市场将发生实质性变化。

中海地产五座环宇城

下月将在全球“抛绣球”

证券时报记者 杨丽花

证券时报记者获悉， 中海地产将在下个月

推出购物中心品牌 “环宇城·

UNI MALL

”， 并

有五座环宇城于下月同期启动全球招商。

中海地产重点发展的首批五座环宇城购物

中心， 分布在南京、 沈阳、 济南、 天津及珠

海。 目前五座环宇城均处于招商或规划阶段，

将与国内外知名的时尚品牌、 超市零售、 电影

院线、 知名餐饮等商家继续建立广泛而深入的

联系。 据悉， 未来中海地产仍将适时适度开发

购物中心， 并且都将会以 “环宇城” 为品牌。

中海地产相关人士表示， 在国内房地产企

业都在计划或已经开始进军商业地产之时， 中

海商业地产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商业地产产品

序列和发展方向， 即 “以甲级写字楼为主， 重

点发展都市购物中心， 适度发展星级酒店”。

根据中海地产

2010

年的年报， 中海地产商业

地产年租金总收入

2.9

亿元港币； 落成及在建

项目资产价值超过

140

亿元港币，

2011

年中

报则达到

146

亿港币。

今年以来， 国际评级机构频频唱空国内

房地产企业。 穆迪给予香港上市的一大批房

地产企业负面评级， 中海地产却不在此列，

这在很大程度得益于其在商业地产领域的成

功投资。 目前在商业地产拿地方面， 中海地

产内部人士表示， 将持续关注目标城市主流地

段的商业用地。

香港上一财年

注册新公司逾

１４

万家

香港特区政府公司注册处

１９

日向特区立

法会提交的年报显示，

２０１０

至

２０１１

年度， 在

香港注册的新公司共有

１４．３７

万家， 较

２００９

至

２０１０

年度增加

３３．８７％

。

公司注册处处长暨营运基金总经理钟丽

玲表示， 在这一年， 该处推出 “注册易” 入

门网站和提供一站式公司注册及商业登记服

务， 让公司可以在一天之内注册成立。

公司注册处在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１

年度税后

盈余达

２．２６

亿港元， 远高于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０

年度盈余的

１．４１

亿港元。 （据新华社电）

楼市观察

Real Estate Observation

温州等地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

，

多与借贷链条过长以及利率逐级推高

密切相关

，

由于目前深圳小贷行业贷

款利率可控

，

截至今年上半年并没有

出现借款逾期率上升的情况

，

但三季

度会否受到温州等地民间借贷危机影

响而有所变化尚待关注

。

香港综合利率

9

月升

3

个基点

香港金融管理局

19

日公布

2011

年

9

月底的综合利率， 反映

银行平均资金成本的综合利率在

9

月底为

0.36

厘， 较

8

月底的

0.33

厘稍升

3

个基点。

综合利率上升， 反映

9

月份

存款及银行同业资金的加权资金

成本轻微上升。

综合利率是指银行账册上所有

港元附息负债的加权平均利率， 这

些负债包括客户存款、 银行同业存

款、 可转让存款证及其他债务工

具， 以及港元不计息活期存款。

（据新华社电）

相关新闻

Relative News

港股大起大落 牛熊证乱世称雄

昨窝轮及牛熊证成交

237

亿港元，创历史新高，占总成交额的

41%

证券时报记者 徐欢

近日， 伴随着欧债危机利淡

消息的此起彼伏， 港股走势也如

过山车般大起大落。 继

18

日暴跌

近

800

点后， 昨日在德法两国同

意扩大

EFSF

规模的利好消息下，

恒生指数反弹了

1.29%

， 至

18309

点。 衍生工具异常活跃， 昨日港

股市场上， 窝轮及牛熊证合共成

交

237

亿港元， 创历史新高。

受德法两国同意扩大

EFSF

规

模的消息以及隔夜美股上涨

180

点

提振， 香港恒生指数昨日高开

323

点， 之后受内地股市转升为跌影响，

涨幅收窄， 最后收报

18309.22

， 升

232

点或

1.29%

， 其中， 表现最好

的是金融以及地产股。

当日地产股普遍上扬， 其中，

恒基地产获主席李兆基增持， 全

日上升

4%

， 成为表现最好的恒指

成份股。 此外， 长江实业、 新鸿

基地产， 信和置业升幅在

1.46%～

1.9%

之间。 金融股也同样走高。

汇丰控股全日升

1.67%

、 渣打集

团未受最大股东淡马锡拟曲线减

持影响， 升

2.87%

； 内银股也普

遍向好， 民生银行升

3.66%

、 招

商银行配股方案获中证监批准， 全

日升

2.83%

、 农业银行升

2.49%

、 中

国银行上升

2.3%

。

值得一提的是， 香港股市交易

量触及近一个月来的低点； 而衍

生工具却异常活跃， 昨日窝轮及

牛熊证合共成交

237

亿港元， 占总

成交额的

41%

， 创出历史新高。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 港股向上

时， 投资者倾向于炒正股， 衍生

工具市场成交占大市比例因而下

降； 但当港股回吐时， 刺激投资

者赌性上升， 重投牛熊证这个投

机品种。

敦沛金融市场分析及产品支持

部分析员陈嘉杰认为， 昨日升市仅

仅是前日暴跌后的技术性反弹。 他

认为， 市场正密切关注本周日的欧

盟峰会能否推出强而有力的措施解

决欧债危机， 预计恒指本周走势将

十分反复。 三甲金融港股研究员刘

晓杰认为， 港股的整体格局仍然偏

弱， 投资者获利难度偏大， 预计恒

生指数后市受美欧股市走向影响较

大， 并将在

17500

点

～18500

点区间

呈现震荡走势。

港股近期上演过山车走势， 昨日交易量触及近一个月来的低点，

衍生工具异常活跃。 张常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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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老板到打工仔

证券时报记者 杨晨

石跃武目前是深圳龙岗一家连锁

便利店的经理， 而在今年之前， 他是

3

家小企业的老板。

“我算是从老板沦为打工仔吧，”

他说， “主要还是因为贷不到款， 我

自己开的便利店和汽车修理厂今年陆

续倒闭了， 还有一家装修公司处于

‘半死不活’ 的状态， 所以我只好到

别人的公司打工。”

2003

年开始创业时， 石跃武赶

上了好时机， 他开的装修公司每年的

净利润都有

50

多万。

2003

年

～2007

年之间， 他的生意做得蒸蒸日上， 积

累了第一桶金后， 石跃武在

2008

年

又开了两家小公司， 分别是汽车修理

厂和连锁便利店。 石跃武的创业经历

正好和中小企业发展的路径相吻合，

从

2001

年

～2004

年， 中小企业的发

展达到了增速的顶峰。 外需拉动下，

2007

年、

2008

年中小企业又经历了

显著的扩张。

2008

年政府推出一系

列危机应对措施后，

2009

年中小企

业数量较

2008

年增长

1.94%

， 但在

经历了

2010

年的市场难、

2011

年的

融资难之后， 中小企业的数量又开始

面临收缩困境。

“

2008

年金融危机后， 我开的

几家小公司的经营状况开始逐年下

滑，

2008

年、

2009

年还勉强维持得

下去， 但从

2010

年开始， 融资越来

越难， 撑到今年， 公司实在难以为

继。” 他说， 不止他自己的公司， 他

周围朋友普遍感觉今年的形势尤为艰

难， 甚至比

2008

年更难熬。

像今年倒闭的很多企业一样， 石

跃武的厂也死于资金断裂。 石跃武

说， 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贷到款， 往

往只好转向民间借贷， 而现在做实业

很难挣到钱， 有时候毛利润还不够偿

还利息。 为了维持公司的运营， 他把

自己的房子也卖了， 但还是改变不了

公司倒闭的结局。

有机构的研究报告显示， 当前中

小企业的财务指标已接近

2008

年最

差水平， 部分行业的资产负债比率显

示杠杆运用已到尽头， 融资难、 融资

成本高， 使得中小企业的财务负担难

以承受。

与

2008

年相比， 当前中小企业

面临的困境更加复杂。 在最近两年

里， 中小企业需要同时面对人工成本

大幅上升、 融资环境偏紧、 原材料价

格大幅上涨等多重压力。 要渡过困

境， 必须借到钱， 而能从正规银行体

系贷到款的中小企业大概只有

10%

，

换言之有

90%

要另谋出路。

“借到钱的可以缓口气， 撑一撑

或许就活过来了，” 石跃武感慨道，

“资金是企业的血液， 缺少资金怎么

生存， 不生存怎么求发展？ 我把自己

开的便利店和现在工作的便利店对比

了一下， 发现经营理念和模式一摸一

样， 如果当时我有资金继续维持， 我

相信我也可以做大做强。” 石跃武不

无遗憾地表示， 现在工作的这家连锁

便利店获得了风险投资， 而自己以前

没有想过这种融资渠道。

石跃武的厂也死于资

金断裂

。

石跃武说

，

中小

企业很难从银行贷到款

，

往往只好转向民间借贷

，

而现在做实业很难挣到钱

，

有时候毛利润还不够偿还

利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