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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摘要、目录、图表

    典当是指当户将其动产、财产权利作为当物质押或者将其房地产作为当物抵押给典当行，

交付一定比例费用，取得当金，并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赎回当物的行为

。

    随着市场经济和金融业的发展，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日益突出，古老的典当行业以崭新的

面貌再度兴起，并有着良好的发展态势。

    1987年12月，在中国内地销声匿迹30余年后，新中国的第一家典当行&mdash;&mdash;成都市

华茂典当服务商行率先成立。此后，典当行的兴办大潮席卷全国。由于当时申请成立一家典

当行十分容易：只要任何一个政府部门批准同意，就可以到工商局完成企业的注册，因此几

年下来，全国的典当行数量猛增到3000多家。

    中国是一个低收入人群最多，中收入人群其次和高收入人群较少的金字塔形社会，典当的

主要客户群体是中小企业主，所当的物品以房产、车辆、及股票、机械设备等新三件为主，

金饰品、手饰等老三件为次，典当金额从几百至几百万元人民币，其中几万至几十万占多数

。

    2007年上半年，中国典当业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已开业的2342家典当行资产总额862亿

元，同比增加12.7%；上半年累计实现典当总额441亿元，同比增长31%；典当余额为254亿元

，同比减少7.7%；息费收入30.7亿元，同比增长14%；上缴税金3.9亿元，同比增加1.6倍；行业

从业人员2.1万人，同比增加40%。从区域上看，东部地区1239家典当行，实现典当总额354.9

亿元，占全国典当总额的81%，其中动产质押典当比例高于全国两个百分点。从业务构成上

看，动产质押典当金额108.3亿元，占典当总额24.7%；房地产抵押典当金额236亿，占典当总

额的53.6%；财产权利类质押典当额占到典当总额的21.7%。从经营对象看，中小企业和民营

经济成为典当业主要服务对象。全国累计为中小企业提供当金3.8万笔，同比增加18%，典当

金额222亿元；对居民提供当金99万笔，同比增加8%，涉及典当金额199亿元。

    总的来说，典当市场的发展空间还是令人十分看好的。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典当市场的规模

都在扩大，典当经营主体、典当交易和典当金额都在增加。同时，典当作为一种新型的融资

方式，更是一种特殊的融资方式，具有方式相当灵活、对中小企业的信用要求几乎为零、配

套服务周全三大明显特征，因此，其发展前景非常看好。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典当行也已经进入连锁经营时代。这表明所以我们国家的典当行业

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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