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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研究


———对瑞安２５０农户家庭的调查分析

孙正成

（温州医学院 人文与管理学院，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０３５）

摘　要：温州综合金融改革中非正规金融的发展问题不可忽视。从参与者的微观视角，以瑞安２５０农户
家庭作为样本，对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基本情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参与主体广泛众

多且主动参与意愿强烈，而参与主体的个体差异并不明显；生产经营已成为农村非正规金融重要的筹资用

途；参与主体信用风险防范意识不强、措施不足。政府应该遵从“从核心到外围”的思路积极引导农村非正

规金融的发展，对非正规金融的合法性边界进行明确界定；积极规范和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借贷方式，培

育信用文化；积极搭建各类非正规金融的信息共享平台，尽可能减少各参与主体的信息不对称；同时，还应

充分重视和促使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和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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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关于非正规金融（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的概念，一
直存有争议，国外文献中使用较多的是“非正规金

融市场”这个概念。Ｓｔｅｅｌ等（１９９７）将非正规金融定
义为处于央行和金融监管当局规范和监管之外的

那些金融活动（王劲松，２００４）。国内一些学者认为
非正规金融基本等同于民间金融；而曾康霖（２００７）
认为金融体系分为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非正规

金融体系主要包括私人钱庄、银背、合会、民间（企

业）借贷、典当行等；王相敏等（２００９）专门对“民间
金融”与“非正规金融”进行了比较，也得出类似结

论，并认为民间金融的外延大于非正规金融。本文

认为，非正规金融是正规金融约束下市场自发的金

融深化，是依靠亲缘、血缘、地缘等特定社会关系联

结的，处于央行和监管当局监测之外的一种民间金

融行为。

尽管麦金农（１９７８）认为非正规金融是发展中
国家金融体系的不健全导致的特殊现象，但现有的

实践表明，无论是在发达国家（地区）还是在欠发达

的发展中国家（地区），非正规金融都长期存在并发

展。同样，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长期存在着各种形

式的非正规金融现象。然而，当前我国对非正规金

融的研究绝大多数集中在理论的定性分析上，缺乏

实地的调研和分析。

民间资本充沛的温州农村是我国非正规金融

发展的典型区域，非正规金融的存在和发展对温州

的区域农村经济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温州农村的非正规金融活动在历史上就一直存在，

一直在褒贬声中曲折发展。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８日，国
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①，决定

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并批准实施《浙

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温州

金融综合改革“１２条”的首条即为“规范发展民间
融资”②，可见，非正规金融的地位界定和发展方向，

是温州金融综合改革中，也是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

革必须考虑的重要方面。基于此，本文拟在实地调

查的基础上对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问题深入

研究，以期能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践和有关理论

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基本情况调查

本文将基于实地调查数据从参与主体及其参

与意愿、具体内容和借贷形式等方面来呈现温州农

村非正规金融的基本情况，从而推论在金融综合改

革试验中应如何确定非正规金融的地位，如何确定

其发展方向。

考虑到样本典型性和科学性，本文选择了温州

市瑞安的５个街道８个村庄作为调查点，涉及区域
有瑞安上望街道的永光村、东沿村、新桥头、九一

村，汀田街道的小典下、大典下，莘塍街道的董四

村，安阳街道的十八家村。由于非正规金融具有极

强的隐蔽性，实证数据较难获取，因此本次调查采

用入户并当面回收问卷的方式，随机地选择温州常

住居民进行不记名式问卷调查。总共发出问卷２５０
份，回收 ２２０份，回收率为 ８８％，剔除无效问卷 １６
份，剩余有效问卷达 ２０４份，问卷有效率约 ９３％。
基于有效问卷数据，运用 ＳＰＳＳ．１７统计软件分析得
出以下结论：

１．参与主体及意愿分析
由于特殊的资源禀赋、区域经济和二元金融的

结构特征，非正规金融在温州有悠久的历史，参与

主体广泛，大多数的民众对非正规金融活动均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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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会议指出，温州市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金充裕，民间金融活跃。近年来，温州部分中小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和企业主

出走现象，对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一定影响。因此，开展金融综合改革，切实解决温州经济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引导民间融

资规范发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仅对温州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全国的金融改革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

探索意义。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８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的十二项主要任务，其中第一项为“规范发展民间融
资。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



强的参与意愿，需求和供给长期以来均表现得十分

活跃。调查结果显示，对于非正规金融，民众均有

强烈的参与意愿（表１、表２）：大多数的被调查者在

资金短缺时均会选择非正规金融进行融资（共计

２５４频次），１８．１％的被调查者明确表示会将闲置资
金借给其他人赚取利息。

表１　通过非正规金融进行贷款筹资意愿调查

筹资

渠道

正规金融

银行 信用社

７０ ３６

非正规金融

亲戚朋友 合会 民间私人放贷人 小额贷款公司 银背（中间人） 担保机构 典当行

１５２ ２５ ２５ ２０ １５ １３ ４

其他

１２

合计 １０６次 ２５４次 １２次

表２　通过非正规金融进行借款投资意愿调查

闲置资金处理方式 （排序） 频次计数（总数的％）

投资做生意 （１） ６７（３２．８％）

存入银行 （２） ５７（２７．９％）

其他投资方式 （３） ４３（２１．１％）

借给别人赚利息 （４） ３７（１８．１％）

频次合计 ２０４（１００．０％）

　　在研究过程中，本文曾试图探究各类主体参与
非正规金融的个体影响因素，将年龄、职业、性别和

受教育程度与通过非正规金融进行投资和筹资的

意愿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因素与参与意

愿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这也意味着在温州

的非正规金融活动中，参与主体非常广泛，并基本

没有群体差异。同时，从参与非正规金融活动的信

息来源看，来源于“亲戚朋友相互介绍”的占到

５４．１％，远高于“经营交易中了解”（１５．２％）、“专业
中介机构”（１０．８％）和“媒体”（５．９％），体现出强
烈的地域性和亲缘性。

２．借贷额度、利息和贷款用途分析
以往的研究认为“非正规金融的贷款用途主

要在生活消费方面”（郭沛，２００４）。相对于以往的

调研结果，本次调查表明当前温州农村非正规金

融在贷款用途和额度等方面已呈现出新的特征：

（１）筹资额度方面，１万以下的占比仅为１１．３％；
１０万以上的占比共计达到 ５７．４％，其中 １０万 ～
５０万的占比最大，达 ３２．８％，１００万以上的占比也
达１０．３％。（２）贷款利息方面，一般为月息１％ ～
３％，占比达６２．５％。（３）在贷款用途方面（表３），
用于生产经营和生意投资的比例越来越大，其中

生意投资占比最高，达２７．９％。进一步对职业和
贷款额度及贷款利息进行交叉分析，发现额度和

利息一般与职业有关，额度５０万以上的前两位职
业分别是自主生产经营个体户和商人。这一调查

结论说明需要以新的思路和方式对待非正规金融

的发展问题。

表３　非正规金融的筹资用途

贷款用途 生意投资 买房建房 日常生活 教育 结婚 丧礼 买车 借给他人 其他

频率占比％ ２７．９０ ２２．１０ ２０．１０ ９．８５ ４．９０ １．００ ３．９０ ４．９０ ５．４０

　　非正规金融主要依靠的是法律体系以外的地 域性社会体系，依赖于民间信用。因此，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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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正规金融的借贷方式主要依赖于借贷双方

的信任，较为灵活，但同时也缺乏规范有效的信用

保障。本次调查显示，仅有８．８％的人认为在非正
规金融中信用可以忽略，而６５．７％的人表示“２０１１
年温州地域性的信用风险爆发问题更加引起了他

对信用的关注”。但就本次调查结果来看，借贷双

方在规避信用风险方面的意识仍然不够强烈。在

非正规金融借贷活动中，借贷双方签订正规借贷

协议并进行公正的仅占２６％，签订不进行公证的
普通协议的占２２．１％，立有普通字据或借条的占
２８．９％，还有１７．６％的借贷双方仅依靠口头约定
（表４）。

表４　非正规金融的借贷方式

方式 签订协议并公正 借条或字据 口头约定 签订协议不公正 其他 合计

频率（占比） ５３（２６％） ５９（２８．９％） ３６（１７．６％） ４５（２２．１％） １１（５．４％） ２０４（１００％）

　　对信用风险规避这一问题进一步交叉分析发
现，借贷的约定方式受职业和贷款额度的双重影

响，通过检验分析得出以下两个规律：（１）额度高、
贷款人法律意识强的会签订协议并公正。例如调

查中贷款额度１００万以上的近５０％的借贷会签订
协议并公正，而这些贷款者一般为商人、自主生产

经营者和公职人员。（２）额度低但贷款人承担风险
能力较弱的，也会签订公正借贷协议。调查中发现

额度在１万元以下的，贷款人为农民的，均签订了公
正协议。

三、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生成和发展根

源探究

为什么农村地区非正规金融却如此活跃？这

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论。国外许多金融文献中

指出非正规金融存在的根源是“金融抑制”。

Ｅｄｗａｒｄ（１９７３）指出金融抑制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扭
曲，大量非公有制主体得不到足够的资金；Ａｎｄｅｒｓ
（２００２）认为非正规金融是对政策扭曲和金融抑制
的理性回应。国内较早对非正规金融关注的是费

孝通（２００７），在其著作《江村经济》中从社会信用的
角度探讨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原因；高新波（２００６）认
为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是经济主体在制度非均衡条

件下追逐潜在利润的结果；韦熙（２００７）从资本供
给—资本需求角度分析认为，非公有经济旺盛的资

金需求与民间日益充沛的闲散资金供给促使非正

规金融发展。梳理有关研究文献发现，非正规金融

的生成和发展的原因是纷繁复杂的，但现有大多数

的研究以定性推论为主，本文结合实地调研结果，

通过对非正规金融的参与双方的调查对此问题进

一步诠释。

针对温州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原因，温州本土

学者诸葛隽（２００９）认为正规金融存在信息不对称
性，无法实现供需双方资金完全对接的理想状态，

因而温州非正规金融活跃。如前文所述，温州地

区农村非正规金融非常活跃，且并未呈现明显的

参与个体差异特征，因此有较多的学者认为其发

展与温州地域文化（本次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详

见表５）和经济结构有紧密联系。由于资源禀赋较
少而人口众多，温州地域文化中重视合作和亲缘

家族的力量。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被调查

者认为温州非正规金融之所以活跃，主要是个体

逐利的内部原因，也有地域文化环境和外部金融

环境的影响，还与温州地区充沛的民间资本有紧

密联系。

表５　温州非正规金融活跃原因调查

原因
人们追逐

短期利润

温州本地

地域文化

难以从银行等正

规金融获得资金
资金闲置多

外部投资

环境不好
其他

频率（占比） ４８（２３．５％） ４３（２１．１％） ３９（１９．１％） ３５（１７．２％） ２７（１３．２％） １２（５．９％）

重要程度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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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存在和发展
根源可从三方面进行诠释：（１）温州人逐利的本性
和独特的地域文化为其存在奠定了基础。温州人

素有“东方犹太人”之称，逐利是其典型的群体特

征；温州众多的小微企业会出现暂时资金短缺问

题，而其地域文化中非常注重家族宗族观念，促成

了其非正规金融的旺盛需求和供给。（２）正规金融
严格繁琐的借贷手续和较长时间的等待，助长了非

正规金融的需求。正规金融对贷款人有着偏好性

选择，一般都需要贷款人实物抵押、担保等。在调

查访谈中得知，很多受访者表示他们自认为“没资

格”去银行进行贷款，这部分人对于银行等正规金

融繁琐的程序也不了解，甚至束手无策。（３）稳定
而充足的民间资本成为温州非正规金融的供给后

盾。据２００８年温州市金融办对２５８家企业进行的
抽样调查测算，截至２００８年１０月末，温州辖内民间
流动性资本规模已经超过３３７０亿元，比２００６年末
增加１１７０亿元，增长２３．７７％①。

四、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效应评价

在金融综合改革中，应给予非正规金融什么

样的发展地位，取决于非正规金融在经济、金融等

方面的效应。针对非正规金融的效应，学界、业

界、金融界、政界均多有争议。Ｂｒａｖｅｒｍａｎ等指出
民间借贷具有信息及成本优势，节约内生交易成

本；吴国联（２０１１）认为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发挥了
集中节余资金进行社会化配置的职能；但 Ｅｄｗａｒｄ
（１９７３）研究认为非正规金融不仅扰乱了金融信贷
秩序，还损害了公众的利益，其隐蔽性妨碍政府货

币政策的实施。

本文试图根据非正规金融参与主体的评价来

分析非正规金融产生的效应。调查结果表明，非正

规金融活动确实存在正负双重效应。积极效应主

要表现在三方面：（１）时间优势。５６．８％的被调查
者认为非正规金融筹资等待期限短，更容易为资金

需求者提供急需的过渡资金。（２）成本优势。非正
规金融一般采用风险加交易费用的加成定价法，即

以官方利率为基准，在此基础上考虑风险和借款人

在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融资的交易费用。由于更加

简便的信用信息甄别机制，１／４的被调查者认为相
对于长时间等待的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有成本低

的优势。（３）积极的补充效应。有１／４左右的被调
查者认为非正规金融是对正规金融有效而必需的

补充，尤其是在短期过渡资金方面。

消极效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１）利率太高②

导致的“蓬齐效应”③。非正规金融的利率与紧急程

度有较大的关联，而延期还款现象较为普遍（明确

表示身边出现过借钱不还的达６４．７％），借贷双方
一般会协商选择延期提高利息的方式（３８．７％的借
款人会延长期限，８％的人会提高利息）；调查中也
发现较多的贷款人会“借新还旧”（３８．７％）。（２）
缺乏引导和规范而导致的负面效应。一方面表现

为借贷双方容易产生纠纷，另一方面表现为扰乱了

正规金融秩序和影响宏观经济调控。本文认为，非

正规金融产生负面效应的主要根源可归结于两方

面：一是社会及人口结构的变化，传统非正规金融

的信用信息甄别采集优势逐渐减弱，借贷双方的信

息不对称性不断增强；二是当前不够健全的非正规

金融法律等社会环境使得非正规金融活动具有较

强的隐蔽性，不易从宏观上对其进行监测。

五、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特征

基于前文的实证分析，温州农村地区的非正规

金融非常活跃，与其他区域相比④，有其自身特征，

概括如下：

第一，参与主体广泛众多且主动参与意愿强

烈，而参与主体的个体差异并不明显。

第二，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变化，借款人的参

与目的、贷款人的筹资用途、贷款额度及利息也在

发生变化，生产经营已成为农村非正规金融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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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资料来源：温州市金融办，《温州民间资本调研报告》，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内部资料，２００９年。
温州市人民银行监测的数据显示，２００８年民间借贷市场加权平均利率水平维持在月利率１１．５‰ ～１２．６‰之间（温州市

金融办的内部资料）。

蓬齐效应主要是指利用新的投资者手中筹集过载的钱偿还以前的投资者（唐旭，２００３）。
马永强（２０１１）研究表明，不同地区的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生产、生活环境，会导致农户的信贷活动有很大差异。

本文赞同此观点。



筹资用途。

第三，非正规金融的借贷额度及方式主要取决

于借贷双方的信用和其他社会关系，因此，信用风

险问题逐渐成为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中的重要问

题，但目前参与主体在防范和规避信用风险方面的

意识不够、措施不足。

第四，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存在和发展，与

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和经济结构密切相关。

第五，非正规金融活动本身是一种有效且必需

的金融补充，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有效博弈的

结果，尤其对于信贷能力较差的小微企业而言；同

时，非正规金融活动也有一些消极影响，主要表现

在信用风险规避能力不足及其较强的隐蔽性等

方面。

六、引导促进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

的建议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中在对

待非正规金融的发展问题上，应辨证看待非正规金

融的发展，充分利用其优势，限制其弊端，以进一步

发挥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①。因此，本

文认为在金融综合改革中，应将“对非正规金融的

发展积极引导”作为基本基调，而对其进行引导和

规范的主体为政府②。另外，本文认为在政府对非

正规金融进行引导和监管规范之前，应挖掘提炼出

关键问题，因地制宜，对症下药。

１．引导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几个关键问题
结合前文分析，本文认为引导温州农村非正规

金融发展中有４个关键问题必须正确认识和解决：
一是非正规金融的合法边界的界定问题，这一问题

是政府对非正规金融进行引导和管理的前提和基

础；二是非正规金融中的资金来源和贷款用途、借

贷方式等因素导致的信用风险问题，由于社会人口

结构的变化、人们短期的逐利心理及当前不规范的

借贷方式等因素，这一问题逐渐成为非正规金融发

展中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三是各个市场参与主体

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一问题的客观存在会使

得第二个问题难以有效解决；四是非正规金融和正

规金融及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非正规金融和

正规金融的并行存在是制度有效率的体现，两者协

调发展是金融生态平衡的重要保证。

２．引导温州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具体建议
非正规金融的健康发展，需要政府部门的引

导、培育和监管。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有学者认为

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相互联结是一个有前途的

战略，可以进行竞争式的水平联结和资金链式的垂

直联结③。但本文认为，虽然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

融在功能上、资金流动上有不可分割的互补共生关

系，但既然非正规金融是有自身特点的一种金融机

制，在对其引导和管理策略方面，就应该保持一定

的独立性，政府应该遵从“从核心到外围”的思路积

极引导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具体建议如下：

（１）政府应尽快颁布针对非正规金融的法律法
规，对非正规金融的合法性边界进行明确界定，区

别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同时便于实现对不同的

民间借贷行为实施分类引导管理。事实上，当前温

州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上存有不同类型、不同层次

的民间借贷行为，因此只有对不同融资活动进行明

确的合法性界定，突破当前政府对其分类引导、管

理和监测监管的法律瓶颈，才能有效引导和规范农

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

（２）政府应积极规范和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的
借贷方式，培育信用文化。当前温州的非正规金融

投融资活动在某些地域或行业中，呈现出明显的

“羊群效应”，引导民间资本投资是引导非正规金融

发展的有效“外围”策略施。而非正规金融是一种

典型的“人格金融”，随着人口社会结构的变化，参

与主体间信用风险控制难度增大，因此需要政府介

入，对民间借贷方式进行适当的引导。政府一方面

可拟定一些借贷合同样本供民间借贷人参考，并提

示和鼓励民间借贷人提高信用风险规避意识；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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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据温州市人民银行２００８年抽样调查，生产性小企业的民间融资占流动资金来源的４６．５％，投资性商户的民间融资占经
营资本的６８％（资料来源：温州市金融办，《温州民间资本调研报告》，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内部资料，２００９年）。

本次调查也显示，３７．３％的被调查者认为应“由政府引导”规范非正规金融的发展，高于“依靠市场自我调节”（３３．８％）
和“社会团体”（１０．３％）。

这一观点最早在１９８９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Ｂｅｌｌ（１９９０）认为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可以有两者联结方式。



方面可开展广泛的法律和金融风险宣传活动，培育

良好的信用文化①。

（３）政府应积极搭建各类非正规金融的信息共
享平台，尽可能减少各参与主体的信息不对称。信

息不对称的存在是信用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而非

正规金融活动的信息不对称是多方面的，存在于参

与主体之间，也存在于政府与参与主体间。因此，

政府应搭建各类信息服务和共享平台。２０１２年温
州成立的“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正是基于此目

的的一次尝试，本次调查显示４１．７％的被调查者表
示这项措施能够有效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行为。

事实上，应该将此信息平台的功能进一步挖掘完

善：一方面，由于非正规金融的隐蔽性，政府应出台

相应的激励措施，鼓励市场主体积极配合，主动登

记；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利用登记中心的记录信息

对不同类型的借贷行为进行引导和监测，降低非正

规金融的监管难度；也可以将信息在一定地域或行

业范围内实现共享，进一步降低市场参与主体的信

用风险，促进非正规金融的健康发展。

（４）政府在引导非正规金融健康发展的同时，
还必须充分重视和促使其与正规金融和宏观经济

的协调发展。一方面要加强对民间资本产业投资

范围和领域的引导和管理；另一方面要借助上述

的一些策略，加强对非正规金融活动的监测和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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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正成：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研究

①本文调查中发现，农村非正规金融参与主体对信用的重视程度与年龄呈负相关、与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因此在信用

文化培育过程中可利用这一规律，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