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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小额信贷是当前国内银行业普遍关注的议题 ,浙江走在金融创新的前列。简介小额信贷在国内外的发展

概况 ,从制度创新、业务创新和信用创新三方面详述小额信贷融资创新的“浙江模式”现状 ,就其内涵进行了综合评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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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孟加拉国乡村银

行 ( GrameenBank )创始人穆罕默德 ·尤努斯 ,随即

国内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小额信贷热”[1 ] 。橘生淮北

而为枳 ,小额信贷要想在中国“枝繁叶茂”,关键是本

土化 ,关键是创新 ,而这方面的标杆要看浙江。

1 　浙江小额信贷融资创新的现状

截至 2006 年底 ,浙江小企业数量已达 47137 万

家 ,占全省企业总数的 9916 % ;小企业贷款余额已

达 4 351190 亿元 ,比年初增长 18193 %。自 2005 年

银监会正式在浙江进行微型企业 (即年产品销售额

低于 500 万元的企业)贷款试点以来 ,浙江小额信贷

工作已经呈现多路突进的良好局面 ,多种创新方式

丰富多彩 ,“浙江模式”悄然形成。

111 　政府的制度创新

2005 年 6 月 ,浙江省中小企业局下发了《关于

开展“三年万家”微小企业培育工作的意见》,并明确

在三年内 ,从信贷、管理和服务三方面培育 1 万家微

小企业上规模。为此 ,浙江各级政府大胆地进行了

多项制度创新。

1)试点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模式。2005 年初 ,

浙江在国内率先开展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工作 ,积

极探索以政府对放贷银行进行补偿为核心的“小企

业贷款风险补偿模式”,即将小企业风险补偿贷款

1 %的不良率由各级财政消化掉 ,降低银行的风险。

2005 年度该专项资金规模为 4 000 万元 ,试点银行

为浙江工行与浙江农行 ,小企业贷款由此新增 40 亿

元。经在永康等 37 个县市的成功试点后 ,该模式现

已全面推广。2006 年 ,补偿区域扩大到 52 个县市 ,

补偿单位延伸到浙江省各类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

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 ,补偿范围深入到个人经营的

生产型、科技型项目贷款 ,补偿资金累计达 5 717125

万元 ,补偿比例降至 015 % ,全省新增小企业贷款

114 亿元。

2)试点中小企业投融资公司。自 2005 年 12 月

到 2006 年 10 月间 ,银监会和人民银行已在山西、陕

西、四川、贵州、内蒙古 5 省 (区) 试点批准了 7 家小

额贷款公司。浙江民间借贷在国内一直活跃 ,为什

么没有被列入小额信贷组织试点省份呢 ? 原来 ,主

管部门正在温州酝酿组建更高层次的“中小企业投

融资公司”。从现有设计方案看 ,它和小额信贷组织

运作模式类似 ,即同样是“只贷不存”;主要业务是对

中小企业进行股权投资 ,并联合银行、担保公司提供

贷款 ;资金来源主要有法人机构入股、股份制商业银

行入股、同业拆借 ———主要是邮政储蓄部分、民间个

人委托贷款业务 ,条件允许时可发行企业债。如果

试点公司发展顺利 ,下一步可考虑吸收百万元以上

的个人大额存款。

112 　银行业的业务创新

按照国际经验 ,资本市场才是大企业的主融资

渠道。大型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脱媒”之后 ,银

行需要转而开拓中小企业融资市场。面对外资银行

87



竞争压力 ,银监会从 2004 年开始引导大银行关注小

企业的金融服务。

1)大银行的服务对象下移。2005 年 2 月 ,浙江

工行、浙商银行、国开行被银监会正式确定为微小企

业贷款试点银行 ,各自推出创新方案。例如浙江工

行计划“三步走”:对小企业信贷现有贷款标准予以

放宽 ;进一步完善对中小企业的信用评级 ;对贷款规

模进行资本约束 ,施行风险限额授信。浙江农行的

试点方案是 :简化小企业贷款操作流程 ;允许以保证

担保方式开展小企业贷款。浙商银行则明确将小企

业业务作为战略主业 :在行业选择上以生产制造型

小企业为主要目标 ;在支行拓展上将沿着浙商投资

路线和积聚路线进行区域布点。随后 ,省内各大银

行纷纷宣布跟进 ,在制度建设、授信管理与金融产品

方面进行了大量创新。

2)草根银行的创新奇迹。近年来 ,浙江的一些

区域性草根银行 ,例如台州市商业银行 (简称台商

行)和泰隆商业银行 (简称泰隆) ,在小额信贷方面成

绩斐然 ,引起国内外关注[2 ] 。其中 ,台商行的“小本

贷款”试点最为典型。台商行的前身是一家只有 10

万元资本金、6 名员工的城市信用社。2001 年重组

后 ,台商行把自己定位于微小企业的伙伴银行 ,循着

“额小、面广、期短、高效”的信贷方针为台州市微小

企业服务。19 年来 ,台商行年均盈利能力超过

5 000万元 ,不良贷款率始终在 1 %以下。台商行的

经营特色在于典型的人格化交易。台商行有占员工

总数 30 %的 200 多名客户经理 ,天天奔波在台州的

厂矿企业、大街小巷、集市社区 ,“眼观六路、耳听八

方”,对地方经济的信息动态、人情世故了如指掌 ;面

对客户的金融服务需求 ,操作起来得心应手。2005

年 11 月 ,世界银行、欧洲复兴银行与国开行合作进

行“商业可持续发展微小企业贷款项目”试点 ,台商

行因其出色业绩而成为国内两个试点单位之一。该

项目主要采取资金供给与技术援助的合作方式 : ①

由国开行向台商行提供 3 亿元人民币转贷款 ,专项

用于支持微小企业发展 ;转贷期限 5 年 ,利率以现行

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10 %计价 ;小额贷款风险由

台商行承担。②德国国际项目咨询公司 ( IPC) 为台

商行提供技术援助 ,3 名 IPC 顾问进驻该行传授微

小贷款技术 ,并主导设计了“小本贷款”;每笔贷款金

额在 10 万元以下 ,期限在 3 年以内 ,还款采取按月

等额分期方式 ,利率随客户贷款次数、资信状况和担

保方式而有所差别。该微小贷款产品的特点在于 :

一是准入条件低 ,其目标群体基本上是原来被排除

在正规金融服务体系之外的生产经营型微小客户。

二是利率及定价机制灵活 ,利率定价原则建立在充

分调研基础上的市场最大接受程度。三是风险识别

独特 ,遵循“到户调查”和“眼见为实”原则 ,要求信贷

人员必须到借款人的经营场所实地核查其现金、存

货 ,同时调查借款人的家庭收支。四是采取一个保

证人的担保方式 ,注重对借款人的个人调查。五是

倡导适度免责的信贷文化 ,适当激励信贷员发放小

额贷款。总之 ,试点项目启动半年内 ,台商行累计发

放微小项目贷款 236 笔 ,累计金额 1 097 万元。全

部“小本贷款”中 ,面向失地农民的比例高达 89 % ,

其余的对象分别是城镇居民 (6 %) 和异地创业流动

人员 (5 %) 。类似地 ,泰隆一直坚持“中小企业成长

伙伴”的市场定位 ,努力在小企业服务领域 ,做专、做

精、做成有特色的区域性商业银行。尤其值得说的

是 ,泰隆信贷员不太注重小企业的财务报表 ,他们主

要以非财务信息 (包括水电单、纳税单和家族经济状

况等)作为放贷标准 ,这条经验已经成为银监会新近

公布的《商业银行小企业授信工作尽职指引 (试行)》

中的“非财务信息提示”条款。

113 　民间的信用创新

王益和黄良赳[ 3 ]指出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

人社会”,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 ,相互之间

通过这种关系叠加 ,构成了一张张关系网络。因此 ,

我国民间存在有广泛的信用资源 ,例如农民协会、村

委会、城市社区、工会、妇联等。这些组织比较贴近

小额信贷对象 ,相对熟悉借款人的情况 ,再加上人们

往往比较重视邻里的信誉关系 ,因此可作为社会信

用合作组织 ,通过组织化方式实现信用增级 ,从而有

效缓解信贷过程中的担保难题。

1)“萧山经验”的互助担保模式。详见江乾坤[4 ]

和吴传震[5 ]两文。

2)瑞安供销社的担保平台模式。温州瑞安供销

社利用身处农村、熟悉民情、贴近农民的优势成功地

设立担保平台 ,对农业龙头企业、农副产品购销大户

等提供担保服务。担保平台选择农信社为协作银

行 ,在基层供销社建立办事处 ,指定专人作为农信调

查员 ,负责社区范围的授信调查和担保监控工作 ,对

借款人由农信调查员会同信用社共同对其进行实地

调查 ,担保平台审查后提供担保 ,信用社对经担保平

台担保的借款人发放贷款。截至 2006 年底 ,已对

314 个农业单位与农户授信 ,累计担保贷款额4 079

万元 ,逾期贷款仅 4 笔 ,金额 1815 万元 ,目前均已收

回。此外 ,瑞安已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综合性农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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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协会 ,这是一个集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

合作“三位一体”的农村新型合作组织。

3)传统担保公司创新的“桥隧模式”。“桥隧模

式”是指在担保公司、银行和中小企业三方关系中导

入第四方 ,包括风险投资或行业上下游企业。第四

方事前以某种方式承诺 ,当企业发生财务危机而无

法按时偿付贷款时 ,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如企业的

价值潜力未丧失) ,由第四方来购买企业股权 ,为企

业注入现金流 ,偿付银行贷款 ,保持企业的持续经

营 ,从而规避了破产清算 ,最大可能地保留企业的潜

在价值。通过引入第四方 ,该模式大幅降低了担保

公司的或有风险 ,颠覆了传统担保模式。整个过程

中 ,企业只要支付正常的担保费用 ,并释放少量期

权 ,便能获得银行的低成本融资。该模式由浙江中

新力合担保公司率先提出。2006 年底杭州安德维

网络传媒有限公司 (共合网)由此成功地从浙商银行

贷款 500 万元。“桥隧模式”开辟了贷款担保的新途

径 ,实现多方共赢 ;同时 ,它的出现 ,有可能改善目前

银行与担保公司合作上的尴尬局面。

2 　浙江小额信贷融资创新现状的评析

程恩江和徐忠[6 ]指出 ,在目前的情况下 ,要发展

中国的小额信贷 ,最需要的是创新。世界上成功的

小额信贷机构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创新 ,而非机

械的模仿。在中国 ,小额信贷创新包括小额信贷机

构的创新、小额贷款与其它金融工具的创新、小额信

贷服务体系的创新和政府政策的创新。纵观浙江小

额信贷发展现状 ,“浙江模式”恰好应证了上述观点。

小额贷款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依靠市场化手段 ,

政府、银行与微型企业等多方面的创新“合力”有利

于加速推进这一进程。浙江小额信贷发展已经呈现

可喜局面 ,但“浙江模式”要想走的更远 ,下列问题仍

然需要注意 : ①政府对小额信贷机构要有所为有所

不为。政府在小额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支持、小额信

贷信用登记系统建设、小额信贷机构后续资金保障

等方面仍然大有所为 ,而在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则

可以实行非审慎监管。②大银行的服务对象下移不

够。纵观各大银行的现有举措 ,尤其从它们对小企

业贷款对象的界定来看 ,这与国际上单笔贷款不超

过本国人均年 GDP 的 1 - 3 倍的小额信贷数量标准

存在太大差距。③“浙江模式”中的成功之处也存在

一定局限性。例如萧山经验是成功地将政府信誉和

银行的市场行为捆绑在一起、封闭的会员制与贴近

乡土降低了信息不透明、严格的会员准入和存在发

展到一定程度的中小企业集群 ;草根银行的成功在

于发达的民营微小企业群落、银行业激烈的竞争现

状迫使它们专注微小企业市场、信贷员与个体私营

小客户从“共存共荣”关系中突破“信息不透明”障

碍、地方政府和金融行政部门“开明”等 ,撇开这些特

定前提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现象 ;而桥隧模式虽然

在理论上完全可行 ,但是实际效果要看具体操作 ,例

如担保公司与风险投资公司的配合度、四方合作框

架下整体效率问题、担保公司的风险识别能力问题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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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Zhejiang’s Microcredit Financing Innovation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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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Microcredit is t he popular issue concerned by t he present domestic banks , and zhejiang province takes t he lead in innovation. Firstly

t his paper int roduces t 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t he microcredit bot h China and abroad in short . Secondly it interpret s zhejiang’s microcredit inno2
vation content , such as t he institution innovation , operation innovation and credit innovation , in detail . Finally it makes t he comprehensive

comment on“t he zhejia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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