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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5 月 4 日，中国银监会、中国人
民银行联合下发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
试点的指导意见》，对小额贷款公司从设
立、资金运用到主体资格都给予了明确
的规定。十年来，近万亿资本金聚集在
小额贷款公司这个平台上，促进金融资
源向“三农”、小微企业、贫困地区和特殊
人群领域倾斜，成为普惠金融的一支重
要力量。

作为金融活水流向小微经济体的“最
后一公里”毛细血管，小额贷款公司在促进
实体经济发展，激活乡村经济中发挥着怎
样的作用？记者近日跟随中国小额贷款公
司协会走近四川和重庆，探寻小额贷款公
司十年探索中的痛与乐。

四川和重庆是我国小额贷
款公司行业起步较早、规模较大
的地区，2017 年底，四川省共有
小额贷款公司 349 家，重庆市共
有小额贷款公司287家，为7千多
万户个人、农户或小微企业提供
着金融服务。走访川渝可持续
经营的正规小额贷款公司，记者
发现，小额贷款一方面在基层尤
其是农村存在着大量的需求，一
方面在监管日益严格的当下，小
额贷款公司在发展中面临诸多
痛点，亟需通过合理的顶层设计
协调理顺。

痛点一

客户原始信用记录几为空白

“小额贷款公司定位于‘小额’、‘分
散’、‘短期’的细分市场，就是要为小
微企业，广大农村地区的个体工商户、
自主创业的农民提供小额贷款服务，满
足这类人群短、频、快的信贷需求，这也
造成了小贷公司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的特点，放款人力成本极高。”成都市助
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助邦小
贷）常年为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的经营
主体提供无需抵押和担保、最高额度不
大于 50 万元的信用贷款。总经理焦阳
告诉记者，三年来，助邦发放了直接或
间接服务于三农的贷款 1.19 亿元，包括
水 果 、蔬 菜 、粮 食 等 农 产 品 的 采 购 商 ，
农、林、渔等行业的农资批发和蔬菜水
果种植户。然而，这些客户长期以来不
是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服务客户，信用记
录几乎为零，“隐形负债“成为不可控的
风险因素，这就导致很多没有全流程作
业能力的小贷公司无法独自开展风险
控制，一方面不良率不断升高，一方面
人 力 成 本 开 支 巨 大 ，最 终 造 成 利 润 微
薄，甚至亏损、停业和退出。

对于这一问题，助邦小贷的解决方式
是在风控模式上将工作内容进行标准化改
造，并且用信息技术尽量替代人工岗位，进
而提高效率。

痛点二

身份尴尬制约发展

“身份尴尬已经成为小额贷款公司发展
业务的头号难题。”兴文科技小额信贷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兴文小贷）是四川新华发行
集团有限公司、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和四川出
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的国有
独资公司。即便是这样有着“国有”背景的
小贷公司，依旧面临着身份尴尬。“我们作为
小额贷款行业的从业者，办理个人行用卡会
被银行拒绝。”兴文小贷的风控总监罗章伟
说起自己的尴尬事，不由摇头苦笑。2008年
发布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
见》将小额贷款公司定位为非金融机构的企
业法人，并严格规定其业务范围只贷不存，
这种以“一般工商企业的身份做金融的事”
的身份定位，无论从监管主体还是小贷公司
自身发展来看，都面临一系列的困惑，纳税
身份、融资身份、发展方向等都受到限制。

由于民间集资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小
额贷款公司不明确的身份定位和相对较高
的利率往往被不明就里地认知为“放高利
贷的”。其实作为普惠金融的重要市场主
体，小额贷款公司发挥着速度快、放款灵
活、门槛低的特征，这些特征也被有资金需
求又没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小微主体所欢
迎，而对于这些小微主体来说，对资金的可
获得性的诉求远高于利率本身。

“不仅我们受到影响，在加入银行征信
系统后，一些在小额贷款公司贷款的客户也
无法在银行获得贷款。其实小额贷款公司
本身就有填补银行贷款资金空缺的功能，比
如一些农业企业在银行贷款后，季节性的农
资购买时就需要在小贷公司获得快速的资
金周转，但是在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后，客户
往往不能在银行继续获得贷款。这种‘金融
歧视’直接影响了小贷公司在小微实体金融
服务中作用的有效发挥，也把小额贷款的客
户拦在了加入征信的门外，不利于信用信息
共享，建议要甄别规范运行的小贷公司，给
予他们阳光合法的运行环境。”罗章伟说。

痛点三

资本回报率低，投资主体可
持续难

成都市大邑县富平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富平小贷）是一家扎根于乡村的
小贷公司，业务深入到大邑县的20个乡镇，
服务于近 4000 户农户。由于放贷成本高、
运用杠杆工具的范围有限和只贷不存的特
征，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来源十分有限，一
旦经营不好，投资方非常难以为继。

富平小贷的服务主体为进行小规模种
养的农户，养几头牛、开个小卖铺、种上十
多亩蔬菜都可以从富平小贷贷到3～5万元
的贷款。“富平小贷的贷款利率大约为21%，
看起来高，其实由于信贷员要进村入户，加
上款项分散，资金回报率很低，好在我们几
位股东对支持三农小微经济体的发展有情
怀，得以坚持下来。”富平小贷风控主管谢

巍告诉记者。
由于各地监管政策不同，多数小额贷款

公司的融资杠杆工具的使用十分有限，然而
从记者走访的几家小额贷款公司来看，其呆
坏帐率非常低，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资金杠杆
风险可控。“还是希望政策制定上不要采取
一刀切的方式，既要严监管，又要给运行良
好的小贷公司以更多的政策空间，以满足农
村小型经营主体的多种需求。”谢巍说。

尽管面临诸多烦恼，但已经
在规范平台上深耕十年的小额
贷款公司更多是在实践中收获
行业发展的果实。记者在走访
中发现，规范运行的川渝小额贷
款公司无论是经营主体还是客
户群体，都有着种种属于自己的
快乐，行业发展前景乐观。

乐之一

公司与农户建立起“信任纽带”

和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不同，小额贷
款公司大多延续了基础的营销动作，“走街
串巷、以户带户”“专业市场聚集地的持续
拜访”和“细分行业的持续开发、维护”。因
此，信贷员和客户之间不仅有规范的经营
数字和财务证明，更多的是对双方的评估、
认可和信任。

“我的工作就是为渴望改变生活的农
民提供一块垫脚石。”曾经是村医，现在成
为富平小贷信贷员的占登明这样理解自己
的工作。哪家有几亩田、哪家女主人勤劳
男主人能干，占登明一清二楚，“曾经有一
户年纪都大了的农户着急向我们贷款，因
为两个人年纪都大了，不方便外出打工了，
恰好有人低价转让自己的十多头牛，老两
口头天跟我提出贷款申请，虽然家里一贫
如洗，我却知道两个人都是勤劳可靠的老
实人，上门了解情况后，第三天钱就送到了
他们手里。”看着自己帮助发放的贷款及时
给了老两口在家门口赚钱的机会，占登明
觉得自己的工作极有意义。

“信任重建”是很多小额贷款公司专有
的一个名词。小额贷款公司面临的客户超
过60%都来自于社会最底层，抗风险能力弱
是他们共有的特点。农户融资渠道有限，一
旦发生风险无法还款，翻身的难度更大。“这
个时候就需要‘信任重建’”，谢巍说，“有一
位经营水果的客户有一年摊位发生了火灾，
无力还款，我们不仅没有追讨，还在第二年
继续给她贷款，这位大姐经过一两年的苦心
经营，终于填补了亏空，也还上了所有贷
款。小额贷款在扶危助困方面的功能，在这
个时候得到了最典型的体现。”

乐之二

助力乡村振兴，与产业共同
成长

重庆市小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是一家
经重庆市金融办批准成立的小贷机构，凭
借互联网技术优势，小康小贷以生猪养殖
行业为切入点，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就服务
了 4万多养殖户，覆盖生猪养殖 5000万头，
不仅信贷主营业务发展良好，而且积累了
生猪产业链各环节的数据，开始向提供综

合金融服务转型。
重庆市南川区村民54岁的韦建民有三

个猪舍，肥猪存栏量 246 头，扩大规模时遇
到了资金难题。通过小康小贷提供的无息

“猪险贷”，保障了猪场在扩大过程中的养
殖风险，选择了小康小贷的“饲料贷”补充
流动资金需求，而且还可以在小康农服平
台上联系当地饲料厂帮助养殖户以低于市
场价的价格购入饲料。

通过介入生猪保险，小康小贷一方面
贷款给农户买保险，培养起生猪养殖户的
保险意识，降低养殖风险，一方面也极为精
确地掌握了农户生猪养殖情况。大数据平
台的建设有了可靠基础，通过智能分析、挖
掘农业产业链大数据中的信息，在小康小
贷基础上成立的“小康农服”得以为农户提
供个性化、专业化的精准服务，金融在农业
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得到提升。

乐之三

风控模式不断升级，行业风
险有了新解法

如何实现低成本的有效风控，一直是
小额贷款公司要突破的瓶颈。如今在不断
的探索中，通过产品升级，有效的风控模式
正在出现。文兴小贷的“逸购车”产品专门
针对成都周边乡镇到城里来打工的人群开
发，文兴小贷提供贷款给客户买车用以经
营“网约车”，车子作为抵押品，三年后归贷
款者所有。贷款十万元买车的客户，每月
只需还款 2000～3000 元，就可以拥有一份
可靠的生计，还能在三年后拥有一辆属于
自己的车。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文兴小贷
为网约车配备了GPS系统，在还款期间，车
子有没有在进行“网约车”运营服务，每天
跑了多少公里，跑了什么地方一清二楚，客
户的还款能力也就知根知底，风控有效。
这项服务已经为成都 800 多名进城务工和
城市再就业人员解决就业问题。同时通过
延伸产业链，车主在合作门店洗车、修车都
有优惠，进一步惠及了贷款人群。

源于“世界银行贷款秦巴山区扶贫项
目”的四川省中和农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和农信）被它的客户称为“扎
根山水间的百姓银行”，以为农户提供单笔
额度小于 5 万元的小额贷款为主。绵竹市
赤竹村的李元义腿部有残疾，在创业做肠
衣生意时破了产，一无所有。他重新起家，
却因家境太差，争取贷款资金时处处碰
壁。让李元义没想到的是，“我一个残疾
人，从中和农信几天之内就拿到了3万元贷
款，而且没有让我跑路，全是信贷员送款上
门。”七年已经过去，李元义贷款还款再贷
款，饲料企业已经小有规模。“通过在中和
农信连续七年七次贷款，我现在真正脱贫
了。”李元义幸福之情洋溢在脸上。

中和农信之所以敢把款项贷给很多贫
困户，首先缘于对乡村的了解，对勤劳者的
甄别和信任，其次，中和农信为所有客户赠
送保险，客户如有死亡或者意外伤残，由保
险公司负责代偿，公司和员工还成立了中
和基金，当公司的客户遭受意外时，及时伸
出援助之手。

今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
作报告专门指出要规范发展地方性中小金
融机构，着力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的问题。小额贷款公司已经在普惠金融领
域深耕多年，希望有更好的政策环境让他
们为三农发展提供更多的金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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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园上下足绣花功夫 （六版）

“这是前所未有的一本明白账” （七版）

看老牌农垦农业如何增“个性” （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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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薇 本报记者 李锐

在广东省的偏远地区，出现了一种新的存
折，它具备银行卡和传统存折的双重优势，既支
持在柜台办理所有传统存折业务，也支持在自
助设备等渠道办理银行卡业务。这就是广东省
农村信用社联合社首次提出为传统存折引入芯
片技术，在全国率先打造磁条存折的智能升级
版——芯片存折。

芯片存折研发可追溯到 2015 年。那一年，
广东省农信联社银信中心副总裁周丹前往韶关
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调研。周丹在调研中
发现：韶关联社的发卡率偏低，相较于银行卡，
当地农民更愿意接受存折。考虑到传统渠道客
户主要以存折客户为主，广东省联社从介质角
度出发对目标客户进行了数据分析。数据显
示，截至2016年末，系统活期存折账户数量占个
人人民币活期账户26%；但账户余额占个人人民
币活期账户达52%，而这部分客户主要是农信服
务多年的老客户。

“农民只有看到存折上的金额心里才踏
实。”周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何更好地提升
存折客户的应用体验？周丹与技术团队进行研
究论证，最终选择通过改变介质，即将现有存折
刷磁条改为刷非接的 IC 卡的方式解决这一问
题。2016年 12月 31日，三水联社在全国范围内
率先发行了第一张芯片存折，通过存折与芯片
的“跨界组合”，实现了“嘀”折读取信息，突破了
存折业务无法脱离柜台的局限性，填补了存折
芯片化、智能化的空白。

“创新并不是一切推倒重来，有时可能就是
重新组合。芯片存折还能推广应用于除广东以
外的其他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让现代科技更好
地发挥惠民、利民作用。”周丹说。

周丹介绍，存折加“芯”，存折的受理范围更
广，功能拓展性更强，特别是让弱势群体、老少
边穷地区百姓分享到金融科技创新的红利。城
镇老客户可以在网点自助设备区办理简单的存
取款、转账、查询等业务，减少了排队等候的时
间；可以通过“存折消费”功能进行有限额的小
额行内消费，通过“存折助农取款”实现小额现
金支取，通过“行内转账”功能可实现系统内的
小额转账；芯片存折与金融便民服务结合，将金融便民服务站打造成为一
个综合性金融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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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芯片存折在金融便民服务
站使用，可以集成商品购买、信用
卡还款、社保资金代发代扣、公共
事业缴费、交通罚款代缴、车票购
买等非现金业务；在农村赶集批
发市场设立流动“网点”，利用在
芯片存折背面加印二维码标识来
作为客户结算账户的身份标识，
个体商户通过使用广东省农信联
社手机银行扫码功能，直接识别
购买者的芯片存折二维码，可实
现在线收付款；推出芯片存折代
付 业 务 ，农 资 收 购 人 手 持 移 动

POS 向农户付款，同时也可现场
销售农资给农户（农户使用芯片
存折完成刷卡消费）。

芯片存折作为服务“三农”的
创新拳头产品，目前在广东省农
信联社辖内机构发行量已超过
30 万本，覆盖省内 20 余个县域地
区。“未来，我们将在芯片存折上
加载更多功能，如农户通过芯片
存折绑定支付宝、微信等，自助
办理网购、缴费、转账、提现等业
务，将普惠金融向深度和广度扩
展。”周丹说。

小额小额贷款公司的痛与乐贷款公司的痛与乐
——川渝小额贷款公司调查走笔

中和农信信贷员正在为绵竹市土门镇林堰村村民张成荣办理小额贷款。

聚集深一度

重庆小康小贷副总经理何洪波正在同生猪养殖客户连线，询问贷款后的生产经营情况。

近日，安徽省庐江县盛桥镇东岳村果农孙小玲正在果园查看黄桃
的生长情况。东岳村是庐江县的“水果之乡”，已经发展种植 2 万多亩
梨、桃等优质水果，并采用“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运作模式，辐
射带动周边乡镇种植果树 1 万多亩，形成区域产业优势，打造当地水果
品牌，同时大力发展农旅合一产业，带动果农增收致富。

钱良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