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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市场的供求矛盾突出，筹建农村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具有必要性、紧
迫性和可行性。设立农村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能集中民间资金，规范民间借贷市场，有效地解决
三农、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政府如能适当给予小额贷款公司税收利息优惠和补贴，支持其在农
村金融市场扎根发展，适当放开政策，将会促进商业性小额信贷公司成立与发展，加快形成适应我
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多元化农村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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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小额信贷供求的矛盾异常突出

目前，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市场的现状是: 小额信贷市场需求旺盛，而供给严重不足，供给和需求不均衡的

矛盾异常突出，具体如下。
( 一) 农村小额信贷市场的需求旺盛
1． 农村中小企业资金需求旺盛。农村中小企业资金需求旺盛表现为农村中小企业资金缺口巨大、涉及

面广。根据湖南省联社联合调查组在今年三、四月份对长沙八个县区的调查结果显示，该地区求资若渴，呈

现出量大面积广的特点。走访调查户需求贷款合计 31． 86 亿元，其中: 11 个园区的 267 户企业 19． 35 亿元，7
个市场的 229 个商户 6． 58 亿元，117 家农业龙头企业(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9． 21 亿元，208 个农户 0． 62 亿

元。在农村大部分企业都存在贷款短缺现象，例如该地区农业龙头企业(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和商户( 铺) 贷

款需求面达 100%，园区企业和农户贷款需求面分别达 97%和 86． 5%。
2． 农户消费贷款需求旺盛。根据凤凰财经近期组织的几个县的调研发现，现在有 60% 的贷款需求是消

费。通过最近的调查了解，农民对两年以上、五年以下的贷款需求量普遍增加，一般需求量占到总贷款的需

求量在 51%。根据人民网对南昌市的南昌县和新建县的调查显示，该地区普遍存在农民消费贷款无法满足

的现状。
3． 农村民间借贷异常活跃。据研究，目前我国民间活动资本为 0． 8 － 1． 4 万亿元。在大多数农村金融市

场，民间借贷资金占到 40%，另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对 2 万多农户的调查显示，2003 年农户贷款中，在被

调查的人数中有 32． 7%选择到银行信用社申请贷款，有 65． 9% 的调查者选择私人借贷，选择其他途径占到

1． 24%。2006 年，温铁军等人对 15 个省 24 个县的调查显示，民间借贷需求旺盛，发生率高达 95%，高利息

的民间借贷发生率达 85%。据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估算，2003 年全国民间借贷总需求达 7405 亿元—8164
亿元。2005 年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当年全国民间融资达 9500 亿元。［1］

( 二) 农村小额信贷市场供给不足
目前我国有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和近几年组建的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



小额贷款公司等多家机构为农村提供小额信贷，但与农村旺盛的小额信贷需求相比，农村小额信贷市场供给

还严重不足。
1． 政府扶贫信贷机构在实践中并没有获得预期效果。1996 年 10 月至 2000 年，政府和农业银行( 中国

农业发展银行) 主导的“政策性小额信贷扶贫项目”主要是为实现千年攻坚计划和新世纪的扶贫任务设立起

来的。该项目以扶贫贴息贷款和国家财政支出为资金来源，采取孟加拉乡村银行的传统小组联保模式。
2004 年开始，政府在 200 多个贫困县试行财政贴息。这种强调贷款供给的传统农村金融政策，在实践中并

没有获得预期效果。［2］

2． 农村信用社的小额信贷数量在一些地方己经开始萎缩。中国正规金融机构小额信贷业务源于农村信

用社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据统计，截至 2008 年底，我国农户贷款约为 1． 4 万亿元，其中农信社占 90%，其

开展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的余额约 3700 亿元。但是，由于农信社小额信贷业务成本偏高、风险

偏大，平均每个业务人员负责的农户数较多，又由于其利率限制，致使该业务是盈利空间小甚至亏损，再加上

很多信用社管理水平低、资产质量差。因此，从全国看，农村小额信贷业务并没有得到预期发展，甚至在一些

地方己经开始萎缩。［3］

3． 邮政储蓄银行发放的的小额信贷规模很小。2007 年 3 月 21 日，邮储银行的正式挂牌成立，自 2006 年

3 月小额质押贷款业务获批以来，邮储资金回流农村的渠道就进一步拓宽。加上通过资本市场向农村地区

金融机构提供批发的资金，截至 2009 年 1 月 31 日，中国邮储银行累计发放小额信贷 377 亿元，58 万笔。［4］

4． 近几年组建的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微小型金融机构也为农村提供小额信贷，

但由于其放款条件苛刻、实力有限，并不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所以不能弥补前几家金融机构提供小额信贷

的不足。

二、筹建农村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的必要性

( 一) 从农村信用贷款供给方看构建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的必要性
1． 政府扶贫信贷机构。政府扶贫信贷机构采用扶贫贴息贷款和国家财政支出为资金来源，采取孟加拉

乡村银行的传统小组联。由于政府体制多变和盲目干预，同时缺乏专业队伍建设和强调补贴利率政策，所以

扶贫信贷机构不具备持续性发展的目标。而且这种组织普及率不高，能够申请成功的不多。［5］

2． 农村信用社。农村信用社的小额信贷的贷款条条框框很多，贷款用途方面规定过为死板，主要面对的

是与农相关的项目。例如，农村信用社的贷款用途规定，一是种植业、养殖业等农业生产费用贷款; 二是为农

业生产服务的个体私营经济贷款; 三是农机具贷款; 四是小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贷款。［6］这就无法满足农村

非农的中小企业、非农商铺、农民创业和个人消费等贷款需求，同时农村信用社的小额贷款具有资金小，贷款

周期短，手续复杂，条件要求很高，需要一定的担保人和相应的抵押物为条件，所以在农村信用社的贷款普及

率很低。
3． 邮政储蓄银行的小额信贷。具体贷款品种: 有农户贷款和商户贷款两大类。邮储的农户贷款存在着

以下缺点，贷款额度小、贷款周期短、还需要一定的担保人作为担保，农户联保贷款需要 3 － 5 名农户，商户联

保贷款需要 3 名商户共同组成联保小组，在农村可以作为担保的人数有限，由于贷款额度小周期短，需要一

定的担保人作为担保等缺点，所以邮政储蓄银行在扩展农村信贷市场的力量是有限的。［7］

4． 村镇银行。村镇银行主要面向专业的农、商贸市场，采取多户联保的方式贷款。他们更多的是面向大

客户群体，贷款金额都是几十万至几百万之间。而且村镇银行为了控制风险，也需要借贷公司出具抵押物和

寻找合适的担保人。［8］

( 二) 从贷款供给方式看构建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的必要性
对农村小额信贷市场的供给方的分析，发现农村现阶段普遍存在的都是需要抵押或担保的贷款，比如农

村信用合作社的小额贷款、邮政储蓄银行的小额和村镇银行的小额贷款都需要借贷人提供抵押物和寻找担

保人。对于农村的一般农户、商户信贷和个人是很难拥有符合银行的抵押物也很难找到相应的担保人。这

些需要资金，又具有偿还能力的需求者在农村是无法获得相应的贷款服务。所以在农村构建商业性小额贷

款公司具有现实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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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筹建农村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的可行性

筹建农村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是否可行，主要看是否有足够的资金供给和筹建农村商业性小额贷款公

司的风险是否可控。
( 一) 从目前的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框架看，筹建农村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有充足的资金供给
1． 目前的金融政策可以提供充足的资金供给。银监会公布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意见》( 下称

《意见》) 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来源除股东缴纳和捐赠资金外，还可以从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处

融入。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 50%。
2． 目前的金融市场可以提供充足的资金供给，用有价证券到正规金融机构获得抵押贷款。小额信贷公

司在放款时与借款者签订的借款合同，可以到正规金融机构作为抵押获得贷款，贷款利率比银行的基准利息

要高。对正规金融机构来说，如果放款所得到的收益大于相关的成本，作为理性者，交易将会发生。因此，商

业性小额信贷公司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来源成为可能。
3． 贷款金额的倍数效应可以影响资金供给。小额贷款公司如果按照等额本息或者等本等息的还款方式

进行回收贷款，那么贷款的金额将会产生倍数的效应。例如，某 A 公司发放 Y 元贷款给客户 M，为其 N 个月

( 假如不存在提前还款) ，且公司按每月向客户回收一定的利息和 Y /N 元的本金。那么公司 A 在第一个月

就可以回收 Y /N 元的本金，第二个月也可以回收 Y /N 元的本金，第三个月、第四个月……一直到第 N 个月

都可以回收一定的本金。在理想的状况下，第一个月回收的本金可以马上放贷出去，到第二个月又可以回收

第一个月月底发放的贷款，同理第二个月可以回收第一个月月初发放的贷款，然后又可以马上放贷出去，第

三个月、第四个月、……一直到第 N －1 个月都是这样的情况。经过严格的数学计算公司 A 在这 N 个月里一

共发放的贷款数额为 Y* ( N +1) /2 元。也就是说如果按照等额本息或者等本等息的还款方式，公司 A 有 Y
元资金可以放贷出 Y* ( N +1) /2 元。产生的倍数为( N +1) /2。( 其中 N 代表还款的月数) 。

( 二) 筹建农村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完全可控
1． 以现金流为依据进行放款。对于农户消费贷款，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在做风险控制时可参照家庭收入

的现金流进行放款。家庭收入的现金流是指整个家庭每个月可以有多少收入，有多少支出，从而得出家庭每

月有多少现金剩余。依据每月家庭中剩余的资金再乘以一定的倍数，就可以得出放款的金额。对于农户信

用贷款，可以考察农业项目的现金流，得出现金的流入和流出，最终确定放款额度。商户贷款也可以采用类

似的办法。如果每笔放款都是依据现金流，出现不良贷款的可能性减小，从而会降低放款的风险。
2． 限定贷款资金的使用去向，降低还款风险。对于农户消费贷款，在签订贷款合同时要明确规定贷款的

用途，并应在一定的时期内提供相关的消费凭证。否则贷款公司可以强制性收回贷款金额，并给以一定的处

罚。农户和商户贷款都应该明确规定贷款的用途，并由专业的信贷员去考察农户和商户的生产经营情况，核

实贷款的真实用途。这样做可以避免农村个人消费者、商户和农户贷款的资金用于不合法或高风险的活动。
从而规避部分风险。

3． 贷款考察和审核中可参照个人或单位的固定资产、直系亲属的还款能力进行综合评估。农村商业性

小额贷款是无担保无抵押的信用贷款，我们可以参照家庭所具有的固定资产，比如房产、车等来评估。一般

情况下，如果现金流比较小，但是固定资产比较多，我们也可以适当放宽额度。再贷款审批中直系亲属的还

款能力也可以是一个参考系。当个人或公司的还款能力不足时，如果直系亲属比较富有，资金的返还也是比

较容易。

四、筹建农村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的总体构思

( 一) 农村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的特点
1． 贷款用途为农村中小企业经营、农户生产和农民消费贷款。农村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主要是服务农

村中小企业、农户生产和农民的消费贷款。农村中小企业、农户生产遇到资金困难时候很难从正规的金融机

构获取贷款，农民在结婚、买房、买车、装修等由于资金不足也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
2． 贷款方式为无担保无抵押的信用贷款。农村几乎没有可以评估固定资产，寻找担保人也有很多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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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性，所以构建无担保无抵押的信用贷款在农村具有现实意义。
3． 贷款手续简单、效率高。农村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放款时间一般都是三个工作日之内。从申请、考

察、审核、放款、催收都可以由固定一个信贷员在操作。
( 二) 农村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的潜在消费者种类
1． 农户信用贷款。农户信用贷款是指向农户发放的用于满足其农业种植、养殖或者其他与农村经济发

展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资金需求的贷款。
2． 商户信用贷款。商户信用贷款是指向城乡地区从事生产、贸易等活动的私营企业主( 包括个人独资

企业主、合伙企业个人合伙人、有限责任公司个人股东等) 、个体工商户和城镇个体经营者等微小企业主发

放的用于满足其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贷款。
3． 个人消费信用贷款。个人消费信用贷款指向个人客户发放的有指定消费用途的人民币贷款业务，用

途主要有个人装修、结婚、购买汽车、住房、汽车、一般助学贷款等消费性个人贷款。
( 三) 农村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利息定价
1． 成本定价。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如果放款的收益大于放款的成本，则此项交易是可以发生的。农

村商业小额贷款公司的所有支付的成本有办公固定成本、人力资源成本、资金来源的机会成本等。在农村办

公的房租和人力资源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可以用现值法计算出每笔贷款的成本，确定一个合理的利息。世

界银行曾经估算小额贷款公司保本年利息为 15% －20%。小额贷款公司可以根据成本来定价贷款的利息。
2． 市场定价。由于农村小额贷款市场的需求旺盛，供给不足，按照供求定理，利率必然上浮。现在农村

民间借贷利息大致在 1． 5%至 3%左右，有的甚至会更高。一线城市的小额贷款公司如深圳的中安信业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中兴微贷和平安易贷等公司，收取的利息大致在 2% 至 2． 5% 左右。渣打银行、平安银行、花
旗银行、中信银行和广发银行等都有类似的小额贷款，他们收取的利息大致在 1． 4% 至 1． 8% 之间。根据深

圳小额贷款协会的统计数据，这种高利率小额贷款的需求依旧很大。农村的部分担保抵押小额贷款的平均

贷款年利率介于 4． 79% ～21． 98%。参照以上情况，我们可以灵活确定农村小额贷款的市场价格。
3． 在利息的基础上收取一定的管理费。政府对贷款利率的管制逐步放开，并规定可围绕法定利率上下

浮动，但上限不得超过法定利率的 4 倍利息。由于政府的价格管制，造成供求不平衡，小额贷款公司可以避

开政府的管制，在利息的基础上收一定的管理费，使得贷款利息接近市场的利息。比如，规定月贷款月利息

为贷款金额的 1． 3%，再加上月管理费为贷款金额的 1． 0%至 1． 5%之间。
( 四) 农村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的还款期限与方式
1． 还款期限。农村信用合作社，一般的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和邮政储蓄的贷款期限大概都是半年到一年

之间。贷款期限过短有两个缺点: 一是还款压力比较大，二是不利于借款人的资金运用。为了适合农村贷款

的实际需求，农村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可以采用最短半年最长五年的贷款期限。这样做还可以控制风险，因

为贷款期限越长每月所要还款的金额就越少，借款人的还款意愿会更强。
2． 还款方式。还款方式可以结合借贷者的实际需求灵活变动。具体方式有等额本息、先息后本等方式。

所谓等额本息是指每一段时间都需要还一定的本金和利息，但是每个时期都还相同的金额，可以采用每月等

额本息或每季等额本息或者每年等额本息。先息后本是指每个月还利息，最后还本金。

五、小结

农村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能够将一些民间资金集中起来，有利于规范民间借贷市场，同时也能

有效地解决三农、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农村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的进入，可以为农村金融市场注入活

水，如果政府适当给予小额贷款公司一些税收利息方面的优惠跟补贴，支持其在农村金融市场扎根发展，并

且政策的适当放开，将会促使更多的商业性小额信贷公司成立。这样，适应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多元化农村

金融市场将能较快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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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supply and the demand is outstanding in China’s rural microfinancial
market，so it is necessary，urgent and feasible to set up commercial microfinance companies in rural areas． These
companies can concentrate folk capital，regulate the folk lending market，solve problems in agriculture，countryside
and farmers effectively，and relieve the pressure of small and medium － sized enterprises＇ financing． If the govern-
ment can appropriately give microfinance companies interest tax breaks and subsidies，support their settlement and
development in the rural financial market，and implement the opening － up policy，it will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mmercial microfinance companies，and help to speed up the formation of the rural finan-
cial market which adapts to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hina’s rural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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