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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缝纫机行业流传着这样一个桥段——台州某三类品牌缝纫

机生产企业的老板给外省经销商发了价值数万元的货物，按照“潜

规则”，经销商没有进行现金结账，而是先赊欠着。之后，缝纫机生

产企业的老板每次去经销商处催讨货款，经销商都是只付给他

5000 元，一次又一次……每次，经销商都会问：“够了么？”而缝纫机

生产企业老板的回答令人尴尬：“够了，来回的路费够了。”

这不是笑话，是中国缝纫机生产行业存在的真实故事。而在

中国其他行业，此类事件也屡见不鲜。长期以来，连环欠账已经

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死穴。环环相扣，一家欠一家，连环欠账问

题的发展如多米诺骨牌一般，一旦一个环节出现赊欠现象，就会

波及整条产业链，造成产业链上的恶性循环。而中国的商业环

境还不成熟，相关法律仍不健全，这就给一些存在侥幸心理的企

业留下了“生存空间”。在丧失信用和违法成本足够低的时候，

一些企业很容易为了可观的利润铤而走险。

中国人民大学经管系副教授杨晓诘告诉记者：“在中国这

样一个买方市场的商业环境中，供方位置的尴尬，导致了其在

交易过程中话语权的丧失。买方很容易抓住供方希望交易的

迫切心理，进行恶意欺骗，这时候，企业的信用往往就不在

‘考虑范围’之内了。”

据商务部统计，中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导致的直接和

间接经济损失高达 6000 亿元。在征信成本过高、失信“不足

为惧”的情况下，违约、造假、欺诈的故事几乎每天都在上

演。信用缺失，犹如一堵墙，挡在企业健康发展的道路上。

谁在为信用缺失建造“温床”

日前，浙江省宁波市对企业进行年检时，某银行工作人

员持宁海县一家企业的营业执照副本到宁海县工商分局查

证年检情况，结果发现，该公司并未参加 2010 年度企业年

检，但其营业执照副本上已盖上了 2010 年度年检公章。经

调查，原来，该公司因业务需求到某银行办理贷款，但被银

行工作人员告知未经工商部门年检的企业不能通过放贷审

核。为了尽快获取贷款，公司在明知无法通过企业年检的

情况下，花了 40 元钱私刻印章自我审查通过了年检。目

前，宁海县工商分局已将涉嫌伪造公章的相关当事人移送

公安机关处理。

为了拿到银行贷款，企业可以不顾自身信誉，私刻公章达到“骗

财目的”，最终将自食恶果。然而，除了骗取贷款，生产假冒伪劣产

品、以次充好、违约、欠款赖账（包括向国家金融机构借贷和民间借

贷）、逃债、逃税、骗税、恶意透支等多种信用缺失问题也充斥着中国

商业市场。

“问题奶粉、酒精勾兑的白酒、瘦肉精等等，生产假冒伪劣产品

的例子不胜枚举。从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中小企业开始大规模兴

起，呆账、坏账、三角债的问题便日益突出，出现债务问题的企业比

比皆是。”杨晓诘说，“此外，借款前弄虚作假，贷款后无法偿还、偷

税漏税等问题也时有发生，各种信用缺失行为给国家经济带来了巨

大的损失。”

杨晓诘告诉记者，造成企业信用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

宏观上看，是由于中国没有能够把传统的信用文化融合到现代市

场经济之中，企业讲信用的道德评价和约束机制没有广泛树立。

法律法规的不健全，给企业信用缺失创造了外部条件。从微观上

看，是由于企业的自身因素导致的。这些企业本身在技术、管理

和人才等方面没有特殊优势，经营效益不高，企业的信用水平自

然难以提高。再加上，企业的营运能力较低，创新能力不高，导致

其发展的能力和发展潜力较差，致使这些企业的信用水平无法再

提高。

重罚之下无“勇者”

专家指出，在成熟的市场里，企业挑战信用的成本很高，不仅会

面临破产的危险，企业法人的个人行为也会受到严格的限制。与成

熟市场相比，中国企业信用缺失的成本很低，这是企业选择铤而走

险的重要原因。据杨晓诘介绍，在欧盟地区，企业出现债务危机会

直接导致企业被强制破产的后果。而如果出现假冒伪劣产品和偷

税漏税的情况，欧美等发达国家处罚的威慑力也足以使企业不敢轻

易冒险。与这些国家相比，国内的处罚力度很轻，权衡利弊之下，部

分企业还是会选择放手一搏。当违法成本很低的时候，信用自然就

很容易被忽视了。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现有的法律法规，无论是对个体私营企业

的制假售假，还是对国有企业的恶意欠债逃债，或者是上市公司欺

骗公众投资者等行为的打击制裁并不到位，力度相当有限，客观上

纵容了企业不讲信用的行为。

杨晓诘指出，遏制企业信用缺失，首先要提高企业的合同履行

质量并加强内部管理，采取必要的信用管理措施，从源头解决问

题；其次，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完善信用立法，加强处罚力度，遏制

企业萌生“冒险”的想法，同时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明确信用管理

对企业的重要性，时刻给企业以警示作用；最后，要设立专门的

信用管理部门，建立科学的信用评价标准和规范严密的信用管

理体制，在各方面对企业的信用状况进行监督和管理。

确立企业信用征信制度“很重要”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企划部总经理张俊对记者表

示，中国的信用监管体系本身不太健全，而且存在多重监管的

情况。建立完善的评级制度，可以明确各部门的监管职责，也

可以使企业的信用等级能够公开查询，对防范企业信用缺失

行为的发生及企业之间开展各项业务，均有帮助。

目前来看，相较于国内，国外对不良企业信息的收集和

公布更为及时，本报此前也曾经公布过一些驻华使馆提供的

不良企业信息。专家表示，中国企业的信息较难查询，建立

清晰、透明的公示制度至关重要。

不过，杨晓诘也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管理体

系的建立、信用信息资源的积累运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欧美等发达国家也是历经 100 多年才建立起了完善的社

会信用体系。所以，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建立信用管理

体系仅靠政府有关部门是不够的，也是不适应经济发展

需要的。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征信公司、评

级公司等中介机构的作用，运用行政的、法律的和商业

化的手段，依靠先进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收集、处理

分散在工商、银行、技术监督、税务、公检法等部门的企

业信用记录，以经济发达城市为支点，逐步建立覆盖全

国的信用管理体系和网络化的征信数据库。然后，再

由信用中介机构将采集到的信息进行汇总、整理、分

析，制作成信用信息产品，提供给政府部门、企业及个

人客户，方便其查询和使用。

编者按：信用是奠定市场经济的基石，是维系社会经济秩序的道德准绳。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

和基本内容之一。然而，随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的加快，与规范的市场经济相脱节的道德失范、信用缺失等现象日益凸现，已成为制约

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

从出国买照相机、彩电到买奶粉、蜂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今天，国人出国购买商品的范围从高科技产品向生活用品不断扩展。对商品质量的担

忧已经让不少国人对国货失去信任，由此带来的 GDP（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就业损失更是无法估量。

专家指出，企业信用缺失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应采用多种对策进行综合治理。

保理全称保付代理，又称承购应收账款、

托收保付，是指保理商承担进口商的信用风险、

进口国的政治风险以及转移风险的出口融资业

务。国内保理行业从 2006 年起步，与国外已经发展了

50 多年的保理业相比，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在企业诚信危机

日渐严重的今天，保理业仍被看做是指引企业走出信用缺失迷途

的“曙光。”

中国人民大学经管系副教授杨晓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保理业对改

善中国市场上信用缺失问题会起到多大作用尚无法下定论，因为中国市场上

的信用缺失问题不是单一原因形成的，需要多方面努力加以解决和改善。但

可以肯定的是，保理业肯定会对中国市场上信用缺失问题起到改善作用。

目前，国内的保理业还没有行业规范，配套的法律体系

也不健全。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保理业仍面临源自法律法

规、管制市场环境、人才储备等多方面的问题，需要从业者不

断努力。但是，作为一个新兴行业，中国保理业同样存在很

大的发展机遇。统计显示，国内保理公司约有 25 家，其中超

过一半是外资公司，而且绝大多数保理公司只做国际贸易

保理业务，真正做内贸保理的只有一两家。而国际上保理

公司内贸保理业务的比重可以占到 70%至 80%。在可以预

见的将来，中国保理业不仅可以成为一个巨大产业，而且

可以在国民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推动国民经济

发展的重要力量。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徐淼 杨颖 魏小央

信用缺失致中国企业年损 6000亿元

把风险控制在每个阶段
——专访南开大学法学教授刘萍

作为企业自身，只要严格按照法律和行业标准执行和

操作，本着对相关方、消费者以及企业本身负责的态度去

运营，就能做到企业信用不缺失。但是，企业仅仅以身作

则并不能把信用缺失的危害降到最低。在商业活动的不

同阶段，企业随时都有可能面临合作对象出现信用缺失

问题的情况，而在不同阶段出现的问题都会有其自身的

特点及应对方法。为此，本报特别采访了南开大学法学

教授刘萍。

万事开头难 关键在发现

据了解，在开始商业活动之前，由于没有很好

的方法和途径获取信息，很多企业无法对

合作对象的信用进行调查。业内人士表

示，获取信息的费用过于高昂，

即使是最基本的企业在工商登记时注册的信息，也不能够

免费获取。同时，由于目前的工商登记信息还没有实现全

国联网，所以，企业还需要分省市去查询信息。对于需要

查询多家交易方信息记录的企业来说，调查合作对象信息

所要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因此，企业如果需要做信用

调查，一般会选择一些渠道亲自去了解，或者通过同行之

间的交流，或者通过第三方信用调查机构比如征信公司等

去搜集信息。不过刘萍指出，这些方法是有局限性的。征

信公司虽然掌握的信息稍微多一些，也很难拿到企业过往

的全部交易记录。所以，在开展商业活动之前，企业要眼

观六路耳听八方，时刻保持警惕，不要为了“蝇头小利”而

盲目做出判断。

注意收集证据 尽量降低风险

在合作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合同违约或者无法

履行。刘萍表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企业在订立合

同时要确保合同条款尽量详细，如果日后出现纠纷，可以

把经济损失降到最低。

若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现合作对象出现信用缺失问

题，企业一定要谨慎行事。刘萍告诫企业，立刻停止合同

不一定是明智之举。企业要根据合同条款的规定做出最

符合自身利益的决定。与此同时，企业要收集证据，以防

日后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时对自己不利。

谨防“老赖” 收好预付款

据调查，目前，中国每年签订的约 40 亿份合同中，履

约率只有 50%。科法斯企业信用管理调查结果也显示，

有 67.4%的受访企业曾于 2010 年遭遇国内买家拖欠付

款，这一比例与 2009 年的 72%相比，下跌了 6.4%，但由于

交易规模的扩大，被拖欠付款的绝对数额并未下降。

业内人士指出，企业失信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欠款逾

期不还。由于企业之间赊销情况十分普遍，所以，信用

缺失问题往往出现在商业活动的最后，让企业“防不胜

防”。刘萍表示，预防的一般对策就是要有定金、订金

或者预付款。订立合同时，可以要求对方按照合同履

行进度付款避免日后回款困难。出现问题以后，如果

不能自行解决问题，就要走法律程序解决，避免更大

的风险或纠纷出现。刘萍提示，合同纠纷属于民事纠

纷，企业维护自己的权利要注意不能超过《民法》规

定的两年诉讼时效，否则，问题将更难解决。

保理业保理业——挽救中国企业信用缺失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