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院我国民间借贷所存在的融资优势是院市场定位适当曰效率高尧期限短曰信息渠

道畅通袁准入条件较低曰对中小企业发展有推动作用遥 近年来民间借贷发展很快袁出现了

一系列问题袁其中一些问题的出现直接扰乱了金融秩序袁尤其以企业为主导进行的民间

借贷活动最为明显遥 存在的风险是院资金大规模流向房地产行业袁潜在威胁大曰大规模融

资易导致非法集资曰高利率可能导致中小企业偿债困难遥 防范民间借贷风险的对策建议

是院将民间借贷纳入统一的监管体系曰探讨分类法律监管模式袁规范中小企业民间融资曰
加强公众教育袁抵制非法集资曰建立健全民间借贷风险监督预警机制曰引导民间资本选择

正确的投资方向袁规避投资风险遥 保护好民间资金市场袁积极合理的引导袁可以使大规模

的民间借贷资金能够为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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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湖南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袁长沙 410128冤

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尧公民与企业之间尧公民与其它组织之间借贷袁只要双方当事人意

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袁因借贷产生的抵押也相应有效袁但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规

定的利率限制遥 近几年来袁随着我国的民间借贷的热潮不断升温袁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遥 其中

一些问题的出现直接扰乱了金融秩序袁尤其以企业为主导进行的民间借贷活动最为明显遥 浙

江的吴英案尧哈尔滨的焦英霞案等都是广为人知尧影响广泛的民间借贷案件袁也都对社会产生

了不良影响遥 从影响力和代表性而言袁以企业为中心的民间借贷风险更加值得关注袁本文主要

围绕这种形式的民间借贷进行研究遥
一尧我国民间借贷的发展及其优势

渊一冤我国民间借贷的发展现状

我国的民间借贷的规模庞大袁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在第二届中国中小企业投融

资交易会新闻发布会上称袁截至 2012 年底袁在工商部门注册的中小微企业超 1300 万户袁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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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1/3 的融资来自民间借贷遥 在珠三角地区袁中小企业的民间借贷规模已经远超数百亿遥 据

统计袁截止到 2012 年袁温州地区的民间借贷规模也已经超过 500 亿袁众多中小企业融资纷纷借

道民间借贷遥
1. 民间借贷的地区性差异显著

在 2010 年以后袁受到金融危机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袁民间借贷的规模迅速扩大袁发
展也极为迅速遥 经济发达地区如江苏浙江一带袁民间借贷主要是以经营型民间借贷为主袁借贷

数目相对较大袁借贷资金主要用于进一步的商业和金融投资遥 欠发达地区的民间借贷袁如贵

州尧西藏等地区袁更多以购买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为主[1]遥
2. 民间资本的来源渠道日益多样化袁投机性增强

我国民间借贷大部分来源于民间自有资金袁主要包括私营企业主和普通家庭的闲置资金

等遥 民间人士将自己的资金放贷于需要资金的人袁形成缺乏保障的简单存寅贷形式遥 但近几

年袁随着各式各样的民间资本的渠道来源的出现袁民间借贷已经不单单局限于这种简单的形

式袁渐渐出现了风险更大的投机行为袁这些行为主要包括以下三种形式遥
一是一些民间金融组织凭借自己的实力和高信用从银行等机构获取贷款袁再以高利贷的

形式将资金转借给那些需要资金而又没有资金来源的中小企业袁以获取大的放贷收益[2]遥
二是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在这几年相当的活跃袁尤其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袁也就使得

大量的房产抵押贷款在高息的诱惑下进入民间借贷市场袁形成我国民间借贷市场上一种新的

资金来源形式遥
三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一步一步推进以及野十二五冶计划的实施袁经济的飞速发展袁

大量的国际野热钱冶为了获得高利差袁通过各种规避现行管制的渠道流入到中国市场袁还有

众多的信贷资金和私募基金等也都开始出现在民间借贷的领域袁加速了我国民间借贷的发

展进程遥 我国的中小企业通过传统金融渠道获得的贷款数额已经很难满足发展需要袁根据

表 1 可以看出袁要满足中小企业发展袁使得中小企业得到充足的资金支持袁民间借贷的发展

不可或缺遥
表 1 社会融资规模统计表

单位院亿元

数据来源院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

3. 民间借贷法律滞后袁民间信贷的风险极大

就现阶段而言袁我国的民间借贷法律制定不能完全跟上市场发展的步伐遥 目前袁我国现行

法律只允许少数的企业法人进行放贷行为袁而对于其他资金能力和经营能力相对一般的企业

法人而言袁法律上是不允许他们之间发生借贷行为的遥 很明显袁就我国的市场经济尤其是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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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发展情况来看袁这样的规定已经不能满足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遥
企业之间的相互融资是我国民营经济的一种重要融资方式袁这种集体性质的借贷行为却

被法律阻挡在外袁并不符合实际的企业发展需要袁也就导致了各种形式的野变相冶民间借贷行

为的出现袁增加了法律监管的困难袁已有的金融行为得不到确认袁给金融市场的稳定带来了很

多不安全因素[3]遥
渊二冤民间借贷所存在的融资优势

我国的银行借贷条件比较严格袁银行出于风险及成本考虑袁普遍对小企业信贷扶持存在

不足遥 银行对于借贷双方的审查都相对谨慎袁普通人和小微企业要获得连续的贷款比较困难袁
而对于民间借贷而言袁它们的限制条件要少了许多袁获得贷款的渠道更加广泛袁获得贷款的可

能性更高袁我国的民间借贷市场所存在的主要优势有以下四个方面遥
1. 民间借贷的市场定位适当

中小企业的融资的大部分为小额贷款袁其中袁200 万元以下的借贷占总笔数的四分之三以

上遥 而大部分的银行对这类小额贷款根本不愿意受理袁所以这一块算得上是银行信贷的空白

地带袁在这种情况下袁中小企业也就成了民间借贷的最佳市场遥
2. 民间借贷的效率高尧期限短

民间借贷野随借随到冶普遍能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完成融资遥 但是银行对于小企业的贷款

需要层层审批袁审批程序复杂过程也比较繁琐袁从申报尧调查尧审贷委员会审批袁到最后的发放袁
一般需要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袁即便是长期合作的客户最快也需要接近一周的时间袁民间借

贷的这一优势更加符合中小企业的需求遥
3. 信息渠道畅通袁准入条件较低

民间借贷拥有一般银行所没有的信息优势袁其利率结构也相对传统体制下的银行更为灵

活袁渠道的多样化也使得民间借贷拥有较快的融资速度和相对较低的融资成本遥 这些附加条

件袁促使民间借贷能够在短时间内崛起袁成为一种重要的融资方式袁即使其存在一些不可控制

的风险遥
4. 民间借贷对中小企业发展有推动作用

首先袁民间借贷可以使资金得到更好的配置袁使得资金可以得到最大化的利用遥 民间借贷

的双方都拥有信息优势袁 资金的提供者可以更加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到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尧
信用状况以及资金的用途遥 更加合理地提供资金袁更能够贴近企业的实际需求袁给予所需要的

项目和企业发展以更好的资金支持遥 民间借贷的灵活性袁也使得它拥有更好的弹性范围袁相比

于正规的金融机构而言袁可以更好地顾及到中小企业的项目袁与银行建立更好的互补关系遥
其次袁民间借贷可以通过调节市场经济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遥 民间借贷是以市场经

济为基础的金融活动袁建立在双方的信用关系上的借贷活动袁它的贷后跟踪更加便捷高效遥 另

外袁民间借贷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资格审查不如一般的银行那样严格袁不会进行全面的信用等

级评估袁这就大大缩短了贷款的过程和时间袁提高了信贷效率遥 民间借贷的灵活性决定了在很

多正规金融机构无法涉足的行业和项目袁它都可以进行投资遥 既可以很好地满足市场的需求袁
又可以鼓励更加多样化形式的信贷渠道进入到民间借贷的市场中来袁促进了整个市场的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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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发展遥
二尧民间借贷发展中存在的风险院基于几个典型案例分析

渊一冤资金大规模流向房地产行业袁潜在威胁大要要要鄂尔多斯案例

近年袁我国的房地产企业发展迅速袁市场活跃袁对于资金持有者而言这是一个理想的投资

行业袁吸引了众多的民间资金流入遥 我国的民贷市场在资金流向尧资金渠道等方面的审核并不

严谨袁导致了没有有效的措施阻止民间资本的大笔流入袁随之也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袁本文以

鄂尔多斯地区为例来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以下分析遥
鄂尔多斯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袁属于西部地区民间借贷活动较为活跃的地区遥 在

鄂尔多斯袁房地产开发的资金主要来自民间借贷袁而非传统的银行遥 煤矿开发向民间集资入

股袁随着煤矿增值袁民间放贷人也受益匪浅遥 获利后对住房有了需求袁又促成了房地产的火爆袁
民间放贷人再次将资金投向了房产袁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回报遥

另一方面袁 鄂尔多斯银行业对房地产开发贷款以及其他产业一直持比较审慎的放贷原

则袁这主要也是因为大部分民间资本宁愿将资金投入到民间借贷体系中袁而非存到银行遥 因此

房产商更青睐于民间融资袁但是也意味着只要鄂尔多斯的房地产业出现问题袁随之的一系列

关联企业也将受到冲击袁民间借贷将受到不同一般的打击遥
鄂尔多斯的民间借贷市场极为活跃袁大多数的民间资金都用在投资于高风险尧高收益的

行业袁作为野双高冶行业的代表房地产行业首当其冲遥 鄂尔多斯由于资金链的断裂袁引发老板的

野跑路潮冶袁这种情况的出现跟鄂尔多斯人将大量资金投放在房地产行业是分不开的遥
渊二冤大规模融资易导致非法集资要要要吴英案例

近年以来袁我国民间借贷的趋势越演越烈袁我国的法律对于民间借贷的行为是予以相关

保护的袁但是对于那些通过民间的中介机构进行放贷的借款行为则是不受保护的遥 如浙江的

吴英案尧哈尔滨的焦英霞案等遥 众多的民间人士在民间借贷机制不完全的情况下极易在无意

识的情况下进行非法集资的活动遥 民间借贷的利率正常情况下是不允许超过银行利率的四

倍袁如果超过了这个界限就可以被视同为非法集资遥 这种情况下袁一旦贷款人拒绝还贷袁法律

也只能保证贷款人归还借款人的本金遥 随着我国民间借贷的发展袁这几年来我国的民间市场

非法集资的案件层出不穷袁出现了很多大案要案袁这些案件大多涉案行业众多尧地域广泛尧参
与人员多袁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遥

1. 大规模融资活动频繁而活跃

随着近几年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日益增大袁银行的信贷资金缩减袁企业的融资成本大量

增加袁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更加严峻袁资金出现了断裂风险遥 在这一系列的融资问题出现的同

时袁民间市场充斥着大量的闲散资金袁这些闲散资金在民间借贷的外衣下袁不断打法律的擦边

球遥 游离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民间资金很难控制袁尤其在市场资金的需求旺盛的时期袁更容

易导致大规模的融资向非法集资转变遥
2. 普通民间借贷导致的非法集资案件数量及涉案金额巨大

近年以来袁我国出现的几桩震惊全国的案件袁如浙江吴英案尧哈尔滨焦英霞案等袁涉及到

50



的资金无不是上亿计遥 在 2008 年到 2010 年三年时间内袁我国破获民间非法集资案件 5000 多

起袁直接挽回的经济损失 50 亿元袁2011 年前三个季度我国的非法集资案件就达到 1300 多起袁
涉案金额就达到 133.8 亿元遥 就目前我国非法集资的发展情况来看袁以吴英案为例来对非法集

资风险进行简单的描述院
吴英从 2006 年创建野本色冶袁开始广泛吸收公众存款袁2006 年开始出现债务问题袁2007 年袁

吴英因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被刑拘袁从 2008 年开始袁法院以非法集资的罪名起诉吴英遥 吴

英在野本色冶集团成立以后袁以每万元 35尧40尧50 元每天的高额利息诱惑民间资金注入袁甚至还

出现了 30%尧60%尧80%的高投资回报率以获得更多的民间借贷袁截止案发日袁吴英尚有 3.8 亿

资金无法偿还袁2012 年在最高院复核之后确定了吴英的非法集资的犯罪事实遥 从吴英案中可

以看到袁以高出法定贷款利率的方式向民间集资袁很容易打乱金融管理秩序袁最终形成非法集

资袁最后造成债务无法偿还遥 而从民间资金持有人的角度看袁则很容易受到诈骗袁而最终将资

金投入到没有足够偿还能力的企业中袁造成损失遥
渊三冤高利率可能导致中小企业偿债困难要要要温州案例

民间借贷利率居高不下袁这给中小企业带来了极大的财务负担遥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对

于中小企业的放贷又十分的严格袁审批程序十分复杂袁中小企业不得不通过民间借贷机构以

获得资金袁以满足自身对资金的需求遥 温州的中小企业有近 70%的资金是来源于自有资金或

者民间借贷袁只有 30%的资金是来自于银行或其它金融机构袁这也就意味着民间市场已经成

了中小企业资金的重要来源遥
基本上对于每一个通过民间市场来获得资金的企业袁 如果每年的年利润在 10%左右的

话袁就要承担 20%左右的利息遥就温州为例袁可以由表 2 看到袁基本上利率都在 15%以上遥高额

的借贷利息袁在中小企业经营状况良好的情况下袁解决高利率下的债务袁中小企业还能应付遥
但是当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出现问题的时候袁就极易使中小企业出现偿债困难袁而使资金持

有人无法获得本金和投资回报而使得利益受到损害[4]遥
表 2 民间借贷的利率走势要要要以温州数据为例

因此可见袁这种短期的高成本在解决了中小企业的财务问题的同时也加大了企业的财务

风险遥 中小企业在管理制度和还款能力上都存在不足袁民间市场在借贷的同时考虑到中小企

业的信用问题又会定制较高的借贷利率袁 恶性循环下只会导致企业面临更大的财务风险袁部
分企业甚至出现了以贷还贷的现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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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我国民间借贷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渊一冤基于资金所有者的角度

1. 在亲缘关系基础上进行借贷的较多

在民间借贷中袁有一些借贷形式是在亲人尧朋友之间所产生的袁许多的资金拥有者为了感

情和利益袁并不会过于审慎地去对待每一次的借贷行为袁对待贷款者的资金能力和信用能力

没有准确到位地进行分析曰从而忽视了投资的风险袁最后就有可能因为资金的供应不足而带

来损失遥 在我国有很多案例就是因为这类问题造成袁其中就以野中富公司案冶尤为典型遥
2. 众多的投资者的盲从心理

由于对高收益的追求或不劳而获的潜意识袁使得很多人会不自觉地受到诱惑袁而忽略掉

民间借贷的风险遥 在鄂尔多斯袁甚至有野户户典当行冶的情况出现袁民间借贷的参与人士非常广

泛遥 大多数的投资者对于风险的识别能力不强袁只能以跟风的形式袁看谁赚了钱就往哪个地方

投袁于是大批的民间资金融入到民间借贷市场中袁而一哄而上最容易导致对风险的认识不充

分袁借贷出现问题的概率极大遥
渊二冤基于中小企业的角度

1. 投资盲目

首先袁中小企业对于风险的认识度不高袁对国家的政策认识不够袁大量的资金盲目地进入

到房地产尧煤炭等获利高的行业遥 一旦国家的政策调整或者其他的突发情况出现袁就很容易出

现由于资金断裂而带来的资金困难遥 其次袁中小企业不能很好地预估自己到底需要多少资金袁
在对于自己的实力估计不足的情况下袁经常会出现两种情况院从民间借贷的资金还是不能满

足自身的经济发展袁资金供应不足曰另一种则是过度融资而又无法承受高利率所带来的高额

融资成本遥 这些情况的出现都有可能导致民间借贷出现危机遥
2. 中小企业投资人风险意识不够

中小企业由于其经营规模和自身的经营能力的原因袁对于风险的防范和认识能力没有大

型企业那样完备遥 在遇到风险的时候袁总是怀有侥幸心理袁不会去规避风险袁又不肯放弃当前

的高收益袁形成野存在风险寅继续投入寅风险继续寅继续投入寅失败冶这样的恶性循环遥
渊三冤基于民间金融市场的角度

1. 投资渠道狭窄

从我国的投资体制来看袁尤其对于能源等垄断性的行业而言袁民间资本要想进入更是难上

加难遥 银行的储蓄利率低尧政府对房地产行业控制大尧股票市场低迷袁对于民间资本而言袁可以

选择的投资渠道狭窄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面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袁大量民间资本一哄而入[5]遥
2. 政府对民间金融市场的监管不到位

目前我国的法律对民间借贷是否非法的行为界定不够清晰袁缺乏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管

理的法律依据遥 正是如此袁各级政府对民间借贷的管理都比较难以执行遥 从更具体的方面来

看袁政府的监管权利较分散袁不同的金融机构有不同的部门来管理袁多部门的监管造成了对民

间金融机构的监管混乱遥 因此袁极易出现事前监管被动袁事中管理不到位袁最后造成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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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不断扩大到不可控制的局面遥
四尧防范民间借贷风险的对策建议[6-8]

渊一冤将民间借贷纳入统一的监管体系

政府应该加强对于民间借贷的管理工作袁不管是从制度上还是从法律上遥 首先政府要做

的应该是完善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袁做到使民间借贷的借款人和出借人的利益都能够受到法

律的保护遥 相关的违法违规行为都能找到法律依据进行处置袁以防因为法制的缺陷而使借贷

双方遭受损失遥 其次袁政府应该在制度上引起对于民间借贷工作的重视袁有专门的监督和管理

机构对民间借贷的行为进行追踪和调查袁保证民间市场的稳定遥 只有将民间借贷的监管纳入

到政府的统一体系中袁管理效率才能提高袁才能更加合理地对借贷行为进行指导袁民间市场和

传统金融相互配合袁更好地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遥
渊二冤探讨分类法律监管模式袁规范中小企业民间融资

对民间借贷进行监管袁对民间市场的风险进行防范袁并不是以取缔民间借贷为目的袁而是

要通过更好地引导袁使民间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袁促进民间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袁推动中小企业

大发展遥
以行业自律进行监管为主袁政府的管理和监督为辅袁更多的还是要靠行业的规则约束遥 政

府的适当干预和行业的外部监管袁形成双管齐下的监管模式遥 对资金来源和资金投向进行法

律监管袁防止出现野只管不审冶和野只审不管冶的现象遥
加大专门针对非法集资等行为的打击力度袁 并对此类行为进行约束以降低金融风险遥

高利率袁是民间借贷的一个特殊特点袁可以使资金出借人获得高收益袁同时也很有可能带来

极大的资金风险袁因此对于非法集资的严厉打击就十分必要遥 制定专门针对非法集资的法

律法规袁设置专门的部门专门管理非法集资的行为袁通过报纸尧电视尧网络向公众输出民间

借贷的危害遥
在法律上明确中小企业在民间借贷市场上的主体地位袁制定出合法的合同条款袁完善相

关法律法规袁保证合同的履约袁明确借贷双方的义务和责任遥 针对各地的民间借贷的情况的不

同袁可以将权力下放至各地政府袁由各地政府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法规袁最后建立起

从中央到地方尧政府监管和行业监管相结合的监管体系遥
随时做好民间借贷资金动向的跟踪和监管袁 以法律的形式而规范中小企业的还款行为袁

对于有能力还贷却不及时还贷的行为进行法律制裁袁同时也运用监管体系进行风险预警和风

险防范袁进一步规范我国的民间借贷市场遥
渊三冤加强公众教育袁抵制非法集资

1. 提高借贷参与者的风险意识

民间借贷的风险控制主体应该是政府袁政府应该通过法律和媒体的力量袁让民间人士认

识到野借贷有风险尧参与需谨慎遥 冶政府应该通过对于类似温州尧鄂尔多斯等地区所发生的借贷

风险案件进行推广教育袁提醒大众不要盲目投资袁将手中的余钱以更加合理的一篮子投资的

方式进行管理袁降低风险尧增加收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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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强化借贷参与者契约意识

政府参与民间借贷对于规范民间借贷市场是非常重要的遥 规范民间借贷的双方合同袁出
现问题按照契约内容走正规的法律程序解决问题袁对于保证借贷双方的权益都十分必要遥 对

于现代的一些借贷者而言袁由于对法律的认识不够袁只要纠纷出现袁往往采取暴力的形式袁这
样的形式不仅不利于解决问题袁更会冲击到社会秩序曰所以袁强化借贷参与者的契约意识是非

常重要的[9]遥
3. 引导公众摒弃追求暴富的心态

政府应当加强对于民间人士的教育袁引导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袁摒弃一味追求暴富的不

合理心态袁提高公众抵御非法集资的能力遥 政府可以通过网络尧纸媒尧电视等一系列的途径向

社会传播非法集资危害的广告或者电视节目袁引领正确的投资氛围遥 消除非法集资尧盲目投资

等一系列违法违规金融行为的生存空间袁引领中小企业走健康持续的发展道路遥
野投资有风险袁 投资需谨慎冶遥 政府必须合理的引导投资人不要只看到民间借贷市场的高

利率袁更多的是要看到高回报之后的风险袁要有能力承担风险袁才能够更好地进行投资遥 投资

不能盲目袁也不能跟风袁民间借贷的市场在我国就目前而言并不完善袁还有很多需要修改和健

全的地方曰因此袁公众必须放弃掉一夜暴富的不健全心理袁树立健康的投资观念遥
渊四冤建立健全民间借贷风险监督预警机制

一是政府应当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袁根据金融发展的相关实际袁建立健全民间借贷风险

防范监督预警机制遥 时刻关注国内外金融市场和民间资金的变化和流动袁能够保证对任何的

变动做出最及时的反映遥 有利于对民间借贷的风险有提前的认识袁可以更好地进行风险防范遥
对于提高企业民间借贷风险防范水平袁保证企业民间借贷风险防范的科学化尧有效化有着重

要的作用遥 二是企业也应该建立健全相应的民间借贷风险监督预警机制袁提高民间借贷风险

防范预警与监督袁保证企业民间借贷的顺利开展遥 企业应该设置具体的部门袁将公司经营的具

体状况向借款人公布袁及时关注国家的政策变动和有关金融领域的改革和政策调整遥 同时袁企
业还应该加强民间借贷风险防范监督预警队伍建设袁提高其管理水平与能力袁吸引更多的专

业性人士进入到民间借贷的系统中来袁保证企业民间借贷风险防范工作协调高效运转遥
渊五冤引导民间资本选择正确的投资方向袁规避投资风险

对于民间资本有一部分流向发展并不稳定存在金融威胁的房地产或者虚拟经济袁 这样

的行业泡沫较大袁 这些投资资金就很容易因为产业的断裂或者产业泡沫的破碎而产生还贷

风险曰但是实体经济相对而言袁风险就要小许多袁尤其是信誉好尧实力强的实体企业袁他们可

以获得国家的支持袁可以更彻底地利用好民间资本遥 对于投资风险而言袁实体经济的生存更

有保障曰因而袁它的投资风险也更小袁对民间资本的拥有者而言袁投资于实体经济袁是一种合

理的选择遥
总之袁民间资本流向的合理引导是一项复杂而又重要的工程袁这也意味着民间借贷的体

制可以得到较好的规范袁民间借贷人士的合法权益可以得到保障袁民间借贷人士利用资金进

行投资的风险可以得到很好地控制遥 保护好民间资金市场袁积极合理的引导袁可以使大规模的

民间借贷资金能够为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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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k Prevention on Folk Lending in China
ZHOU Mengliang, JIANG Wenhua

(Economics School, Hunan Agriculture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The advantage of financing via folk lending is its proper market position, high efficiency,

short term, smooth information channel and low condition for access and it can have a function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id-size enterprises. In recent years, the folk lending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in China. However, some problems occur and some of them have directly disturbed the financial
order, which is particularly obvious between enterprises. The risks are large -scale capital flows into real
estate industry, a big potential threat; large scale funding can easily result in raising funds illegally; higher
interest rates could lead to debt repayment difficulty of small and medium -sized enterprises.
Countermeasures for preventing the risks of private lending are to unify the private lending in a regulatory
system; discuss classification of legal regulation model, standardize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folk financing, strengthen the public education, resist the illegal fund-raising,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for private lending risk, guide the folk capital to choose the right investment direction,
and avoid investment risk. Protecting the folk capital market and giving it positive and reasonable guide can
make massive folk money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in China.

Key words: private lending ; high interest rates ; illegal fund -raising ; folk financing ; investment
risk ; folk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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