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珠三角中小企融資難，讓

民間貸款公司財路大開。高利息回

報下，全民放貸之風愈演愈烈。本

報記者今年3、4月在廣州、深圳、

潮汕和中山等地採訪發現，深圳

3000家民間借貸8成老闆為潮汕

人，粵東擔保、拆借、親朋好友之

間「標會」等各種類型的民間借

貸遍地開花；從賣雜貨的士多老

闆、目不識丁的農村老太太，到

寫字樓白領、公司老闆，只要手中

有點錢，都希望拿出去放貸，他們絕

大多數對風險並無考量，若資金鏈一旦

斷裂，隨時血本無歸。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李昌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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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借貸風行，利息較銀行高上近十
倍的高利潤令不少農村老人也難抵誘
惑，將畢生存款，甚至是「棺材本」孤
注一擲。
在廣東普寧市，陳老太太以前和鄰居

的老人聚在一起多是談論兒女的發展，
暗暗比較各自手裡的「存款」，如今這
話題漸漸變成誰的錢放出了最高的利
息。

借給「自己人」不擔心被騙
「物價貴了這麼多啊，村裡的地都漲

了好幾倍，存的錢越來越不值錢，不投

資，以後怕什麼都買不起了。」但關於
風險，陳老太太信心十足，認為「借的
都是村裡的人，在外做的生意很大，這
一點錢還還不起嗎？」
在饒平縣的柘林村，81歲的李阿婆去

年瞞㠥子女將多年積攢的5萬元也放了
出去，月息1.5%，收的人是村裡有頭有
臉的人物，在外做生意很早就「發
家」，資產據說有數千萬，李阿婆和鄰
居幾個老太太們都很放心。春節之前，
他做生意虧損的消息便悄悄傳開，李阿
婆並不擔心，自己借的錢對於他來說，
是九牛一毛，怎麼都能還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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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騙招迭出 老人賠上「棺材本」

近年珠三角集資騙局
■2012年3月 廣州維野納高爾夫運動服務

有限公司於中山設立分公司，對當地

老人宣揚正在開發花都山莊，並對外

以每月2.5%的高息為誘餌，200多名老

人中招，涉案現金近千萬元。

■2011年7月 珠海籍女商人唐美群於2004

年至2005年開始從事民間高息借貸活

動。2008年下半年，黃某向唐美群提出

高息借款，唐美群以個人出資及向其他

人高息借款等方式募集資金5000多萬元

出借給黃某。但黃某未能償還該筆借

款，導致唐美群的資金鏈斷裂。為了填

補缺口，唐美群虛構其公司需要資金周

轉或其投資香港金融理財產品需大量資

金等，以高額利息為誘餌，在短短不到

兩年間，非法集資逾5億元巨款。

■2011年3月五洲石油廣州代表處業務員以

在珠海修建「國際級養老基地」為名在廣

州集資，聲稱保證年收益在23%至28%，

投錢後就可按月或按季度領取利息。157

名老人受騙，涉案金額達994.5萬元。

在潮汕地區，十多年前便曾流行過
「標會」等集資模式。約定會期，眾人
每月上交固定額度的資金給「會頭」管
理，有需要資金的人需向眾人提出補貼
標準，標準最高者中標，稱為「標
會」。會期結束之後，眾人可以足額拿
到上繳的資金，賺的便是每個月「標會」
拿到的補貼。普寧市的陳先生回憶，當
年有親戚參與類似的集資會，90年代末
每天家中出入的現金便有上百萬。但隨
後，不少「會頭」在約定的會期之前捲
巨資「走佬」，在潮汕地區引發巨大影
響。但十多年過去了，如今民間借貸又
在潮汕地區風行開來，民眾對風險並無

考量，陳先生感歎，「也許這就是人性
的貪婪」。
不過亦有民間融資公司汲取前人教

訓，正在採取相應的措施控制資金鏈斷
裂的影響。記者在連日的採訪中了解
到，饒平縣某連鎖融資公司規定，貸款
人需有公司集資人擔保，且貸款額度以
集資人出資額為最高上限。以其中一間
公司為例，該公司4千萬的資金由10多
人集資而成，其中有人出資400萬，則
在他擔保之下，公司最多借出400萬。
若資金未能收回，則在出資人的出資額
中相應扣除，避免了其他出資人的損
失。

限制貸款額 嚴防資金鏈斷裂

在各種靠地緣等關係搭建起來的民間借貸方式
之外，雙方互不相識，單靠網絡平台就能借貸或
放貸的網絡借貸模式在廣東也隨處可見，有的甚
至號稱能出資幾十億。
記者在網絡搜索引擎上輸入「借貸」、「網絡平

台」等關鍵詞，馬上就可以看到多家聲稱提供「民
間借貸網絡平台」的網站出現。少則數千上萬，多
則數百萬。記者登錄多家借貸網站看到，網上借錢
的用途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用於消費類資
金周轉，比如裝修、買車等；另一類則是企業
借款，如創業前期投入、系統工程融資等。
有網站甚至號稱能進行房地產收購、股
票抵押買賣等項目，記者在一家網站
還見到其說明指，深圳市以外地區
的項目需借款金額一千萬元以
上，單一項目可放款幾十億
元，資金在公司評審後3至7天
內便可到位。

記者瀏覽多家借貸網站注意到，每家網絡借貸
中介要求借款人提供的信息並不相同，一般情況
下，需要借款人的身份證、戶口本、工作證明等
證件，若涉及企業項目貸款，則需要營業執照、
驗資報告、財務報表、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及主
管部門批件等等。

無監管部門 管理處真空
業內人士表示，目前這些借貸網站並無確切

的監管部門，可以說管理處於真空地帶，再加上
網站的地域及由誰管轄難以確定，使得借貸網站
氾濫開來，「魚龍混雜」，真假莫辨。此前有媒
體亦爆出多宗設計網絡借貸的詐騙事件，當事人
往往被要求首先支付相應利息等，但利息支付以
後，網站便「人間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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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瘋放貸

■政府在

社區舉行

展覽，教

育群眾慎

防非法集

資所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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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騙老人上街維權。 網上圖片

2009 年，潮汕人林慕還只是深圳一家物

業公司的普通管理員，拿㠥3千多

的工資，平時打打文件，不諳金融圈。2010年，

在朋友的介紹下，他成了一名民間借貸的中間

人。「東莞的上家給我5個點的月息，我給人

2、3個點，賺個利息差。借錢對象是同事、朋

友。」最高峰的時候，林慕籌了30多萬，每個

月賺6、7千，比工資高一倍。與此同時，林慕

家裡四個兄弟姐妹以及一對父母也全都參與其

中，從老家揭陽籌錢到珠三角放貸。

老百姓冀跑贏通脹
借錢給林慕的人以為，錢是通過合法註冊的民間

擔保機構借出的，每個月能按時拿到利息，不少人

抱㠥一個樸實的願望將血汗錢借出去：「至少高過

銀行利息，至少跑贏通脹。」

或許正是利用人們這樣的心理，過去的兩年間，

像林慕這樣的民間借貸中間人的「業務」特別紅

火。他們大多從潮汕等藏富於民的地區借錢，然後

放貸到深圳、廣州、珠海等經濟發達城市。

在潮州饒平縣新豐鎮，一個人口4萬人左右的偏

遠小鎮，民間擔保和融資機遇雲集。當地一個融資

公司，集資數額便達4千萬，不到半月便盡數貸

出，其中大部分輸往珠三角。有知情人士介紹，由

於粵東年利率僅20%，較珠三角民間融資30%-40%

便宜10%甚至一倍，許多在深圳開辦工廠的人，通

過親戚朋友關係貸款，將粵東資金搬至珠三角用於

公司的運轉，以彌補公司資金鏈的緊張。

經濟欠佳放貸破產
有身家不過數十萬的普寧村民輕易籌得十倍身

家，前往深圳投資。陳畢彬（化名）原先在村裡做

飲食等小買賣，聽聞鄰居在深圳開辦手機裝配廠，

便以1.5%的月息從家鄉20多個朋友和親戚處籌得

500萬元，希望合作上游配件加工。不到一月陳畢

彬便將資金集齊到手。誰料由於出口形勢不好，加

上經營不善，鄰居生意虧損，欠了將近一億的債

務，更悄無聲息移民出國，一走了之。

深圳市一資深業內擔保人士向記者透露了一個驚

人的數字：儘管深圳合法註冊的民間擔保機構不到

200家，但深圳從事民間借貸的擔保、投資諮詢等

公司就高達2000-3000家，後者是前者的10-15倍。

而活躍在深圳的民間借貸中有80%為潮汕人。他們

將資金從粵東向珠三角大騰挪，從中賺取利差。以

每家擔保公司資金量為5千萬計算，從粵東地區湧

入深圳的資金就高達1.2萬億。

普通老百姓將手頭的資金借貸出去是為了「跑贏

通脹」，許多企業將資金投入民間擔保機構則是對

實體經濟失望。

靠短期放貸賺快錢
黃先生2年前從一名港商手中盤下一個小型的出

口燈具製造廠，原以為有設計專利，經歷金融危機

後企業有發展前途。但接手後逐漸發現，出口形勢

不容樂觀，人力成本上升，企業生存都成問題。而

作為小型工廠，向銀行貸款融資更加艱難。製造、

貿易不好做，遂利用手裡賺得的一些錢，靠其他投

資賺收益。林先生指，「民間貸款利率一般是一個

月2.5%－3%，有些會更高一些，但只做一些短期

貸款，貸款的企業一般也比較熟悉，並且還會對企

業進行系列風險審核。」由於他們都是向熟人和朋

友的企業借貸，借貸者可能出逃的風險不大，這遠

較製造業賺錢來得快。

由於勞工和原材料等成本不斷上升，珠三角製造

業出現大量微利甚至零利潤企業，和黃先生一樣，

珠三角不少製造業企業寧可將富餘的資金成立融資

擔保公司。這些企業資金流出製造業，為缺錢的上

下游企業和熟人朋友企業提供融資，年利息至少達

20%-30%，較2008年增長了70%。■老人常成為不

法之徒詐騙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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