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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既古老又充满活力的金融行为，具有合同和金融融资

双重属性。这就要求对其监管既要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又要充分考虑民事主

体处分权利的自由。构建和实施民间借贷登记制度既可以有效保证民事主体

自由权利，又可以有效对民间金融市场进行监管。本文就民间借贷登记的含

义、设立民间借贷登记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论述，并针对现状和现

实问题提出了完善的建议。 

本文共分为四章，具体内容为： 

    第一章讨论了民间借贷的概念及其发展现状，阐述了民间借贷面临的问

题，并由此引出民间借贷登记制度，对该制度的内涵、价值进行了探讨。 

    第二章从必要性和可行性两方面着手，从理论上阐述了在我国构建和实

施民间借贷登记制度的意义。 

    第三章通过对国外相关立法，特别是韩国相关法律规定的分析，在借鉴

的基础上，揭示出我国现行民间借贷登记制度的问题。 

第四章从相关制度和机构性质的界定、法律规则体系的相协调、相应配

套机制的设立三个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民间借贷登记制度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民间借贷；民间借贷规制；民间借贷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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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ivate lending, as a kind of both ancient and dynamic financial behavior, has 

dual attributes: Contract properties and financial financing properties. It requests that 

supervision of private lending ensures the stability of financial markets and fully 

considers the civil subjects’ freedom of exercising rights. Build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system of private lending registration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guarantee the civil 

subjects’ right, but also effectively monitor the private financial markets. The paper 

will discuss the meaning of the private lending registration,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setting up private lending registration system, perfect recommendations 

ab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actical problems.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four chapters, specific content as follows: 

The first chapter will discuss the concept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lending, private lending problems, and thus will lead to the 

private lending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probes into the connotation and value of the 

system. 

The second chapter will theoretically expound the meaning of building and 

implementation private lending registration system in our country from two aspects of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The third chapter will reveal the problem of our current system of private 

lending registration on the basis of referenc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relevant 

legislation abroad and especially South Korea's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fourth chapter will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f perfecting our country's 

private lending registration system from three aspects about the definition of the 

nature of related systems and institutions,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syste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orresponding mechanism. 

 

Keywords: Private lending; Private lending rules; Private lending reg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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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日，随着《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的颁布和实施，关于民间融资

的理论探讨也变得热烈起来。民间融资作为金融机构融资的必要补充，在我

国历史悠久且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认可。但是，在新中国却经历了从禁止到

许可，从许可到禁止，再从禁止到默许的演变过程。也正是由于上述事实的

影响，我国关于民间融资的理论研究也充满曲折，迄今为止也没有关于民间

融资权威性的论述。民间借贷作为民间融资的一种最重要方式，长期以来作

为一股“暗流”，涌动在民间资本与民间融资需求之间。 

借十八届三中全会以金融改革为重点和温州试点金融改革颁布民间融

资条例为契机，民间融资走上前台，其中最为新颖的设计就是关于民间借贷

登记备案机构的设立。民间借贷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借款合同行为，设计登记

制度是否违反意思自治原则？借贷合同登记效力到底如何？登记机构和制

度的具体设计又将如何？这些问题都值得更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主要通过介绍民间借贷的性质、特征与监管的需要，引出民间借贷

登记制度，并进一步在学理上讨论设立民间借贷登记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

性，接着通过国内外相关制度的比较，提出完善我国民间借贷登记制度的措

施。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民间借贷登记制度研究 

2 

 

第一章 民间借贷及其登记概述 

第一节 民间借贷的概念 

一、 借贷与民间借贷的概念 

（一）借贷概念 

借贷作为一种经济手段，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而出现。在中国，最

迟于秦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农业贷款和高利贷。《史记-货殖列传》云：“吴

楚七国兵起时……贷子钱。借贷之事，自秦汉始。”证明至少秦汉之际就出

现了简单的借贷关系。 

借贷简单的说就是一方因临时消费、投资等现时需求向另一方借用钱物

的行为，由此而产生的双方关系即为借贷关系。《说文解字》上有云，“借，

假也。从人，施资与人曰借也。贷，施也，谓我施人曰贷也。”可见，自古

以来就有了借贷的区分，将钱物借于他人称为“借”，从他人出借的钱物称

为“贷”，出借财物的即为借方，借到财物的即为贷方。而又随着社会的发

展，货币作为特殊价值载体的兴盛，借贷对象中货币成为最主要的部分。此

外，金融业的发展，也使金融机构成为借贷关系的重要主体，由此逐渐发展

成现代的金融借贷关系。 

借贷关系，经济学本质上是价值的跨时间转移。借方通过借贷关系，将

所有的现时价值转移给贷方所有，收获贷方信用，以保证获取更高的未来价

值。而贷方则在该关系中，以未来价值为代价获取更为紧缺和现实的现时价

值。可见，归根结底维持借贷关系的核心是信用，既包括借方的信用也包括

贷方的信用。“信用”就是借贷关系的根基与源泉。正是由于信用根基的不

同，民间借贷关系与金融借贷关系相比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二）民间借贷概念 

民间借贷是相对于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借贷服务而言自发形成的民间信

用行为，由此可见民间借贷行为在信用基础上就与通常而言的金融行为有很

大区别。有学者将“民间”定义为“未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乃至游离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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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金融监管体系之外”①，从而难以用现有的金融相关法律进行有效的规制。

由此可见民间借贷行为的信用得不到制度化和正规化的保障，正是由于暂时

没有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对民间借贷关系进行有效的监管，才导致民间借贷

信用根基的脆弱。而这种信用根基的薄弱正是民间借贷本质的特征。 

民间借贷早期是以自然人间的自由借贷为主要形式的，这期间信用是由

血缘关系和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网所维持的，也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借贷关系

的发展。社会发展给民间借贷带来的新情况，血缘熟人的人际关系明显不足

以维持当今民间借贷信用。一是民间资本的膨胀，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民

众手中的可动用资本急速膨胀，单纯的储蓄已经不能满足民众理财的需求，

借贷这种简单又高收益的手段成为主流，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对资金的需求也

进一步加大，银行贷款的困难逼迫企业向富余资产者融资。二是多种借贷形

式的出现，合会、典当行，小型借贷担保中介服务的出现，使民间借贷形式

呈现复杂化、多样化的趋势。三是借贷关系主体的复杂化，企业与自然人、

企业之间的借贷成为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依靠私人关系聚拢闲钱再放贷的

“借贷中间人”的出现，也使借贷关系更加复杂。 “跑路风”的兴起更加

暴露了民间借贷关系的信用脆弱。 

如何保护和规范现阶段多样化的民间借贷行为，增强对信用的保障，也

正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二、 与民间融资的联系 

日常生活中，普通民众一般将民间借贷与民间融资混用，为了更好的对

民间借贷进行探讨和研究，就有必要厘清民间借贷与民间融资的联系和区

别。 

与民间借贷相同，民间融资的定义也是相对一般金融融资而言，一般学

术上多被称为“非正规金融”。世界银行（1997）将其定义为那些未被中央

银行监管当局所控制的金融活动。在最近发布的《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

中，将民间融资定义为，“自然人、非金融企业和其他组织之间，依照本条

例的规定，通过民间借贷、定向债券融资或者定向集合资金的方式，进行资

金融通的行为。”由此可见，该条例通过列举的方式列举了相关民间融资基

                                                              
① 高发.中国民间金融问题研究[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5,(4):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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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形式，民间借贷正是民间融资的一种形式。民间融资与民间借贷是一种包

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但是民间借贷作为民间融资的一种途径，又具有与其他

民间融资途径不同的特征。 

三、 民间借贷的特征 

作为民间融资的一种方式，民间借贷伴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

也逐渐发展完善，并且呈现出一些自身的特点。 

（一）民间借贷手续简单 

民间借贷首先出现在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又多存在在血缘关系、熟人

关系之间，大多数时候采用口头形式，一般不签订专业的借贷合同；对利息

的约定也相对简单、自由，利率差异化较大；对借款的用途，借方通常不会

调查收集证据，仅有口头陈述即可；贷方获取资金的时间较通过正规金融机

构获取贷款的时间短，同时免除了金融贷款需要的众多程序。 

随着民间借贷对象、主体的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发展，民间借贷手续也发

生了一定的改变，但是总体上仍呈现出简单化的特征。 

（二）信用风险管理的自主性 

正如上文所述，民间借贷从亲属、熟人间资金需求的不同中应运而生，

借贷的信用基础多源于血缘纽带的维持。所以不需要通过法律、机构的规制

和保障。对借贷信用风险的管理呈现出自主化的趋势。例如，一方面，在债

务担保方面多采取人的保证，亲属、熟人的保证即产生了信任基础又承担了

责任确定的目的。在救济途径方面，也囿于血缘限制、证据不足，多采取私

力救济。另一方面，现行法律和部门法规对民间借贷关系疏于约束、监督，

使得民间借贷具有较强的自主性。 

但是同样随着民间借贷的发展，简单的担保和私力救济方式不足以完成

对民间借贷关系生存基础的保障，自主自发的管理系统也并不能完成对风险

的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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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民间借贷的发展现状 

一、 民间借贷的历史发展 

借贷关系开始出现正是以民间借贷为主要形式的，所以至少秦汉之际就

已经出现的简单的民间借贷关系。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至明清钱庄票号的出

现，民间借贷发展到封建社会的顶峰。到了近代，以山西商号为代表的金融

业发展带来了民间借贷发展的高潮，其中某些方面达到了世界金融的最高水

平。 

建国以后，民间借贷经历了从许可到禁止再到默许的发展阶段。建国初，

伴随着战后经济的复苏，以民间借贷为主要形式的民间融资得到了飞速的发

展，也为经济的恢复贡献了力量。然而，随着社会主义改革的完成，民间借

贷逐渐在我国销声匿迹。改革开放以后，从广大农村地区开始，民间借贷逐

渐复苏，并且在沿海地区形成规模，特别是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有数据

显示，从 1986 年开始，民间借贷数量超过正规信贷规模，以每年 19%的速

度稳步增长。①但是，我国至今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法规对民间借贷进行规

制。民间借贷仍然游走于国家法律、法规框架之外，其仍旧在“灰色地带”

艰难生存。② 

简单而言民间借贷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是处于初级阶段的民间借贷，

其特点是简单化和分散化，主要是指传统意义上的私人之间的普通借贷；二

是处于高级阶段的有组织的民间借贷，呈现出规模化和专业化的特点，主要

是指以各种形式的民间借贷公司为中介的民间借贷。目前，我国的民间借贷

多为第二种形式，这样的民间借贷形式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文中无特别

说明，民间借贷专指高级阶段民间借贷。 

二、 民间借贷现状 

（一）民间借贷营利化趋势 

相对传统借贷关系，现阶段民间借贷呈现营利趋势。传统的民间借贷行

为普遍存在于具有血缘、地缘等关系的熟人之间，是一种建立在简单信用基

                                                              
① 史长江.民间借贷法律问题研究[J].法制与社会,2009,(4):2. 
② 刘晓娅.浅析民间借贷的若干法律问题(硕士学位论文)[D].成都:西南政法大学,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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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的互帮互助、风险规避、以救济为主要目标的借贷行为，借贷双方主观

上不具有以借贷关系营利的目的。但是在现阶段的民间借贷关系中，借贷双

方主要基于资本逐利性的驱动，以营利为目标实现资本的投融资功能。一些

地方的企业和个人还专门从事“以钱炒钱、赚取利差”的资金生意，借贷资

金呈现出典型的资本化、商业化特征。显而易见在现阶段的民间借贷中，血

缘、地缘等熟人关系不足以维系民间借贷的范围，也不足以支撑民间借贷关

系的信用。 

（二）民间借贷规模化发展 

正如上文提到的，民间资本的膨胀带来的正是民间借贷的规模化。民间

借贷的规模化发展不仅包括了借贷总额的扩大，而且包括单笔借贷规模的增

加。根据中金公司研究部发布的《中国民间借贷分析》报告中指出，中国的

民间借贷余额 2011 年中期估计达到 3.8 万亿元，相当于银行总贷款的 7%。

2013 年度报告指出，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民间借贷总额高达 4.7 万亿人民币，

约占 GDP 近 50%，相当于银行信贷总额的 8%左右。单笔借贷金额可从各地

法院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标的额中看出。例如根据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统计，温州市全市民间借贷平均结案标的额从 2006 年的平均每件 14.03 万元

增长至 2013 年 51.94 万元。可见不论是借贷总额还是单笔借贷金额都呈现出

规模化发展的趋势。① 

（三）民间借贷关系复杂化 

相较于传统熟人间的民间借贷形式，现阶段的民间借贷呈现出复杂化的

趋势。一方面是由于营利性的变化趋势，各种专门从事于民间借贷的中介公

司或个人参与到民间借贷关系中，民间借贷主体的多样化导致了民间借贷关

系的复杂化，也使得民间借贷操作呈现出专业化。另一方面，基于民间借贷

的发展，多种借贷形式开始出现，导致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资金流向呈现

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特点。 

 

                                                              
① 广州民间金融研究院、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中国民间金融发展研究报告[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127.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http://etd.xmu.edu.cn/
http://etd.calis.edu.cn/
mailto:etd@xm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