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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2年初，温家宝总理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民间借贷的

地位和民营经济在金融领域“非禁即入”。2012年 2月 19日、

21日，最高人民法院连续两次下发妥善处理民间借贷案的意

见，要求各级法院发挥职能全面助推金融改革。2012年 3月

16日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明确表态上半年尽快出台

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实施细则。

2012年 5月 25日，在“既定期限”的前一个月，国资委下

发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见》（国发［2010］13号）要求国有企业在改制重组过程中积极

引入民间资本，对引入方式、途径以及条件作出具体界定，并

要求国有企业在产权转制和股权转让时不得歧视民间资本，

不得“单独”对民间资本设置附加条件。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民

间借贷在缓解小微企业贷款、活跃地方经济等方面的重要作

用，更表明政府对民间借贷发展的重视。

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

借贷，是民间金融的一种形式，具有及时、简便、灵活的特点。

狭义的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依照约定进行货币或其他有价

证券借贷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广义上的民间借贷除上述内

容外，还包括公民与法人之间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货

币或有价证券的借贷。现实生活中通常是指狭义的民间借贷，

而本文研究的范围是指广义的民间借贷，重点以民间借贷的

二次转型为基础，利用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制度形成途径的

理论，从诺斯“制度决定论”的全新视角，探讨政府在民间借贷

二次转型中应起到的关键作用和应有的核心定位。

二、我国民间借贷的两次转型

1. 紧缩的货币政策下诱发民间借贷第一次转型。自 2010

年初开始，国内面临着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央行仅在 2010

年和 2011年每年 6次、总共 12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

准备金率，每次上调 0.5个百分点，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

央行紧缩银根，商业银行普遍收紧对中小微企业贷款，中小微

民营企业不得不转而求助民间借贷。同时，根据河南省商业经

济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宋向清介绍，目前我国资本存量

为 30万亿元人民币，占我国 2011年 GDP总量的 64%。因此，

民营企业不得不求助于民间借贷，民间资本存量巨大且投资

渠道狭窄，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民间借贷出现大范围的本质

转型。“借钱应急型”模式开始转变为“借钱放贷型”，放贷由原

先的个人化向机构化转变，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影子银行”，

并最终异化为击鼓传花式的“链状”高利贷，从而引发不同程

度的区域性系统性风险。

对于中小微企业而言，民间借贷从开始的“企业的救星”

转变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特别是从 2011年 4月

初开始，陆续有还不起债务的温州老板开始失踪出逃，仅

2011年 9月 22日一天，温州就有 9个老板跑路。高利贷的收

益越高，就会吸引越多的实业家放弃实业，转而投入借贷行

业，而高利贷规模越大，高利贷崩盘越是快，坚守实业经营的

企业倒闭也就越快。紧缩的货币政策成为民间借贷危机的导

火索，民间借贷的第一次转型悄然拉开序幕。

2. 民间借贷危机深化背景下的第二次转型。对于近来产

生巨大轰动的吴英案，全国人大代表、纳爱斯集团总裁庄启传

认为：不管吴英怎么判，都能让大家看到体制上的问题，通过

“吴英案”的问题能够使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有所触动，对民

间借贷甚至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都是有利的。吴英案给我们

的启示是：给民间金融一缕阳光。温州民营老板跑路事件和

“吴英案”的影响犹在、民间借贷危机依然持续———温州立人

集团再爆 22亿元民间借贷大案、长沙部分房地产开发商欠巨

民间借贷二次转型中的政府角色定位

王 强

渊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 重庆 400067冤

【摘要】民间借贷在解决小微企业贷款难、活跃地方经济、促进民营金融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近来频频

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使得其面临着二次转型的紧迫性。本文认为民间借贷二次转型亟须合理的制度改革和创新，根据诺斯

“制度决定论”原理，政府在民间借贷二次转型中应起到关键的作用，扮演着核心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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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民间债务失踪……，民间借贷二次转型应是大势所趋。

中国融资市场一直处于双轨制状态，体制外的企业融资

成本一直很高，低的时候百分之十几，紧张的时候高达 20%耀

30%；而体制内的企业一直享受基准政策利率。而此时，体制

外的“民间金融”开始全面转型为体制内的“民营金融”。例如，

2012年 2月 8日，我国首个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监督管理办法

《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监管暂行办法》在浙江出台，该监

管办法对浙江小额贷款公司融资业务的开展作出了具体规

定。而就在此消息出台的前两日，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也出

台了《关于金融支持浙江省实体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些

促使民间借贷向合法化、阳光化迈出了第一步。

因此，2012年初开始，随着民间借贷危机的深化以及宏

观政策的引导力度，民间借贷进入又一次转型，即由“影子银

行”主导的高利贷转型为规范化平台主导的“普惠式”民间借

贷，即民间借贷阳光化。

3. 民间借贷二次转型应遵循的原则和框架构想。要实现

由“影子银行”主导的高利贷转型为规范化平台主导的“普惠

式”民间借贷，即实现民间借贷的阳光化，实现民间借贷的二

次转型，就是要从民间借贷应遵循的根本原则和框架出发，探

索民间借贷要实现二次转型的关键点和核心。

（1）民间借贷二次转型应遵循的原则。民间借贷不仅是一

种经济现象，同时也是一个法律现象。在经济体现中，民间借

贷的转型对企业融资难缓解、中国金融改革、拓宽民间资本投

资渠道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法律体现上，民间借贷是

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是出款人和借款人的合约行为、是否有偿

由双方约定等。

民间借贷既表现为意思自由，又体现为国家意志。在意思

自由方面，法律法规中体现的民间借贷以诚实信用为基础，在

充分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等方面都体现了民间借贷的意思自

由；在国家意志体现方面，对于不法地下钱庄、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严重影响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行为，

相关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通过国家强制力进行规范。

借用温家宝总理对“吴英案”作出的总结：第一，对于民间

借贷的法律关系和处置原则应该做深入的研究，使民间借贷

有明确的法律保障。第二，对于案件的处理，一定要坚持实事

求是。可见，我们应引导、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使民间

借贷行为规范化、公开化，并遵循一个基本的原则：既鼓励发

展，又加强监管。

（2）民间借贷二次转型应遵循的框架构想。民间借贷的法

律界定是其实现二次转型的基础和前提，通过分析民间借贷

自身所体现的双重性质，探讨民间借贷的界定应遵循的原则，

并在此原则之上对其界定的框架作一个构想。民间借贷的界

定需要遵循既鼓励发现又加强监督的原则，这一原则与其具

有的经济性质和法律性质、意思自由和国家强制之间有着严

密的内部逻辑关系。从民间借贷二次转型应遵循的原则和框

架可以看出，合理的制度安排是其实现二次转型的关键和核

心，也就是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其相互之间的逻辑联系可以通过图 3来表示：

三、当前民间借贷的制度改革和创新之路———政府在民

间借贷二次转型中的核心定位

对于制度的形成存在两种途径，新旧制度经济学家的认

识是一致的。英国学者卢瑟福指出：“新旧制度主义者都承认

制度有可能被精心设计和实施，也有可能在未经筹划或‘自发

的’过程中演化。人类是有目的的行动者，制度是个人有目

的行为的预期或未预期的结果。个人可能（经常通过某种集

体选择）设计或者修正制度，使之发挥或者更好地发挥某种

作用。与此同时，制度也可能以未经设计的方式产生和延续，

成为人们有意行为的无意结果。”因此，制度的形成有两种方

式，即：自发演进和人为设计。当然制度的形成不是纯粹的自

发过程，也不是纯粹的设计过程，而是自发过程与设计过程交

织着的。

改革开放以后，首个涉及民间借贷的规定是 1986年 1月

7日由国务院颁布的《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该条例规定：个人

不得设立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不得经营金融业务，民间自办

的钱庄等金融组织被先后取缔，民间的“合会”被视为违法犯

罪活动而遭到严厉打击。最高人民法院 1991年 8月 13日下

发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则旗帜鲜明地

承认民间借贷的存在与发展并且持积极态度。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至今，国家出台的多部法律、法规、条

文，对于民间借贷所创造的金融环境较为宽松，对民间借贷中

私人借贷的合法性是予以承认的，民间借贷的相关制度，主要

是以自发演进为主、人为设计为辅（即政府主导强制实施），这

一时期的民间借贷形式、规模等都发生巨大变化，的确也为

民营经济甚至是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直

到近来频频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民

间借贷的二次转型，相关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已经迫在眉睫，若

仍旧依照以前的以自发演进为主、人为设计为辅的制度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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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是行不通的。

笔者认为，民间借贷的制度产生应考虑以人为设计为

主、自发演进为辅的方式，强行推行相关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即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具体见图 4）。

同时，根据诺斯的“制度决定论”理论，制度安排的发展才

是主要的改善生产效率和要素市场的历史原因，一切的创

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各种因素都不是经济增长的

原因，它们都不过是制度创新引起的经济增长的表现而已，对

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只有制度因素。因此，我们得出结论，

当前民间借贷要及时、有效实现二次转型，政府应当起到关键

作用，即扮演着核心的角色。正如《人民日报》在显示中国政府

改革的决心时的一个社论所说：宁要不完善的改革，不要不改

革的危机。因此，只要政府充分扮演好其核心角色，发挥关键

的推动作用，民间借贷的二次转型定会稳步推进，进而使民间

借贷充分发挥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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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派遣这一用工方式最早起源于日本和美国，它是随

着社会化分工的不断细分而产生的。与传统的雇用关系相比，

劳务派遣是一种新型的劳务经济模式，由劳务派遣单位与用

工单位订立劳务派遣协议，由被派遣劳动者向用工单位给付

劳务，劳动合同关系存在于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之

间，但劳动力给付的事实则发生于被派遣劳动者与用工单位

之间。劳务派遣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劳动力的雇用和使用相分

离，即劳务派遣单位“招人不用人”，用人单位“用人不招人”。

劳务派遣三方的关系如右图所示。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与完善，劳务派遣这一新

型用工形式逐渐普及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随之

而来的相关税收问题也困扰着企业的财务工作者。下面分别

就劳务派遣各方涉及到的税种进行详细分析。

薛春燕

渊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无锡 214153冤

【摘要】劳务派遣作为一种新型的用工形式，目前在国内发展很快，劳务派遣相对传统的用工方式具有不少优势，它可

以使企业节省人工成本、规避社保风险、专注于企业战略管理等。本文试对我国企业劳务派遣过程中涉及的企业所得税、营

业税及个人所得税进行分析。

【关键词】劳务派遣 企业所得税 营业税 个人所得税

被派遣劳动者

劳务派遣单位 实际用人单位

劳
动
合
同

劳
务
协
议

劳务派遣协议

提供劳务派遣服务

劳务外包需求

劳务派遣三方关系示意图

43

｛
借钱急用型

图 4 民间借贷二次转型中的政府角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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