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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息 :与小额信贷
“
跑题

”
无关

文 / 金 鑫

, j, 额信梦摸式是 由孟加拉 国时对纳斯表授提 出时
,

孟加拉 , j, 窥信分时成功

逆这种信分樱式风蜻全球
。

, j, 硕信分樱式
,

这种着眼 于
“

造血找贫
” ,

且在详多发

展 中国家被视为有效 的金融服务方式
,

目前碑我 国 一些地才的试点过程 中
,

却 面

俗不少 困惑
,

王要是 , j, 须信分资全不能到达贫困农户 子 尹
。

对此
,

我 国一些 学者

提 出
,

产生这一 a]/ 题时原因在 于财政对农衬 ,. j 额信分时贴总
,

如呆取消贴总
,

提

高梦款 利单
,

小硕信分资登就分户动寻找到 目标群
。

笔才认才
,

从农户信分行矛

来着
,

财政贴
,

息不应子疚取消
。

小额信贷何以偏离 目标群体 ?

我 国政府 十分看 重小额信 贷 的作

用
,

《中国农村 扶贫 开发纲 要 ( 2 0 01 -

2 0 1 0 ) 》就提出 了
“

要积极稳妥的推广扶

贫到户的小额信贷
,

支持贫 困农户发展

生产
”

的要 求
。

来 自央行的统计 资料显

示
,

到 2 0 0 2 年底
,

全国共有 3 0 7 10 个农

村信用 社开办 了小额信用贷款
,

占农信

社总数的 9 2
.

6 %
,

扶贫贷款余额达 9 01

亿元
。

小额信贷切实解决了农户贷款难

的问题
,

为农户提供了所需的生产资金
。

与此 同 时
,

我 国的小额信贷的发展也存

在着难以克服的问题
。

主要表现在我 国

的小额信贷资金投向最终偏离了既定目

标
,

贫 困农户经常得不到小额信贷资金
。

据中国社科院贫困 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

杜晓山 介绍
,

部分农信社的小额贷款发

放给 了当地 中等及以上水平的农户
。

有

关资料显示
,

小额信贷资金真正扶贫到

农户 的只 有 10 % 左右
。

而且小额信贷资

金也就没有起到扶贫作用
。

小 额信 贷资 金为什 么 会偏离 目标

呢
,

为什么 不能真正到达需要生产资金

的贫困 农户手中呢 ? 我国 的一 些学者认

为
,

根本原因在于财政对农村小额信贷

的贴息
。

对于贷款来说
,

利息是关键
,

我

国政府采取的低息政策本意是好的
,

希

望农户可 以少一 些贷款利息负担
,

但是

由此带来的弊病是 无法根除的
。

低息贷

款谁都想要
,

甚至会千方百计的获得低

息贷款
。

这就使 农 民中的最 弱 势群体

—
贫 困农户往往得不到贷款

,

信贷资

金最终偏离了原定目标
,

贷款经常会被

不贫困的人得到
。

有专家认为我国政府应该取消小额

信贷贴息
,

如果把利率提高到市场利率以

上的水平
,

小额信贷就不再是什么抢手货

了
,

由于小额贷款的额度小
,

利息相对又

高
,

人们在不是急需 生产资金的情况下
,

就不会为了这样的信贷资金付出过高的

交易成本
,

作为理性的经济人
,

就会及时

的退出对小额信贷的争夺
。

这样
,

小额信

贷资金就会自然的落到真正需 要生产资

金的贫困农户手 中
。

对于提高利率后
,

农

户是否能承担的问题
,

有关人 士认为高利

贷在中国的农村普遍存在着
,

而且历史悠

久
,

在中国农村存在着的民间金融在农村

金融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

产生这样的情

况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
,

但主要是因 为农民

认为由于缺少抵押品
、

手续繁琐且交易费

用高而 很难从正规金融渠道贷款
,

如果小

额信贷简化手续
,

方便农民获得贷款
,

真

正地帮助农户而且希望农户获得贷款
,

农

民对于略高于市场利率的利息水平还是

能够接受的
。

从农户信贷行为看小额信

贷贴息

据分析
,

我国农户的信贷行为可分

为三大类
:

不 愿 采 用 货款模式 融 资的农 户
。

他

们大多受传统文 化影 响比较深
,

思想守

旧
,

且所处的地区比较偏远
,

获得信息的

渠道不够畅通
,

其借钱多会 采用友情借

贷的方式
。

友情借贷是指亲朋好友 以及

邻居之间的小额借贷活动
,

出贷 目的并

不 一 定为了盈利
,

而很可能是纯粹出于

友情互助
,

经常没有利息
,

即使有利息
,

利率一般也不会超过银行的存款利率
,

即以不影响其资金存放收益为上限
。

而

且向亲戚朋 友借款
,

不一定会有很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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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还款期限
,

交 易 费用 比较低
,

筹资快
,

无需抵押品
。

同时
,

我国农户的筹资能力

还是很强 的
,

筹措一笔相 当于小额信贷

额度的资金对他们来说并不是难事
。

而

银行贷款则会 给他们带来一定 的恐惧

感
,

如 果他们到期 因某些 原 因不能归还

贷款
,

担心银行采取措施
。

对他们来说在

银行存款是可以的
,

但贷款却不 愿意
。

不

愿意贷款的考虑大多不是 因为利率的高

低
,

而 是 因 为手续繁琐
,

且还款要 求严

格
,

延期还款的通融余地 比较小
。

从农民 的借贷来源看
,

正式渠道 的

借贷比例不足 2 0 %
,

而 75 % 左右都是从

民间私人 渠道获得的
,

剩下 的部分是从

非金融机构贷款的比例
。

由此可见
,

没有贷款欲望的农户所

占比例还是相当大的
。

农业的投入产出

效益是相 当低的
,

农民对 于 预期收益并

不是很看好
,

而 且很多农 民并不能找到

合适于 自 己的增收方式
,

这也是他们不

申请贷款的原 因之 一
。

对于这类农户
,

不

论财政贴息与否
,

贷款利率高或低
,

他们

大多不会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
。

希望 采取货款模 式 融 资的 农户
。

据

全国农村 固定观察点调查
,

农户户均借

入款 中
,

生活性借款 占 45 % 左右
,

生产

性借款 占 5 5 % 左右
。

一 些 农户 的借款
,

并非为 了生 产
。

比如 说高额 的婚嫁 费用

或是 天 灾人祸而需要 生活资金等
。

此时
,

对这些农 民来说 利率的高低是不看重

的
,

认为只 要能够得到贷款就好
。

在贷款

到期 时
,

利率对他们来说就显得格外重

要 了
,

当贷款利率高到严重影响他们收

益时
,

面对微薄的收益
,

从中多拿出一分

钱他们也是不 甘愿 的
,

有的甚至根本无

法归还贷款的本金
,

如果贷款利率低
,

他

们还可能从其它渠道筹钱来归还银行的

贷款
,

如果贷款利率过高
,

他们就会产生

一 次性买 卖的想法 而 不会完全归还贷

款
,

从而导致贷出 的款项回收率很低
。

虽

然小额信贷所采取的分期还款的方法能

够对银行信贷资金起到一 定的保证作

用
,

但是以上 的情况仍存在
。

相当一部分从银行贷款得到好处的

农户
,

并不贫 困
,

甚至有些富裕
,

他们贷

到款可 以很好的运用资金来生产甚至致

富
,

但他们也 不 一定会向正规的金融机

构贷款
,

即不会向银行申请担保抵押贷

款
,

因为抵押贷款需要抵押品
,

到期若不

归还贷款
,

抵押品的收回就会存在风险
,

且手续繁琐
,

交易 费用又高
,

小额信贷对

其是很有吸引力的
,

无 需抵押品
,

无 需担

保
,

交易费用低
,

又 可以循环贷款
,

即使

取消贴息
,

提高贷款利率
,

同 样能够承

担
,

不一定就会因 为利率的提高而放弃

对贷款的争夺
。

所 以取消贴息
,

对真正需 要小额信

贷 的农户来说影响不大
,

小额信贷资金

也不 一定会 因为利率的提高
,

找到合适

的贷款目标
。

具有较 强信 货 意识 的 贫困农 户
。

他

们希望通过向金融机构借款进行生产性

投入
。

这类农户是小额信贷 的真正的 目

标群
。

而且在面子 人 情关系 重 于 一切 的

中国农村
,

小额信贷通过社会压力取代

了 正规的金融压 力
,

可以还款的农户 为

了不拖小组其他人 的后腿也为 了能够获

得后续贷款
,

会努力归还贷款
。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这部分农户仍然

是贫困 的而且生 产收益微薄
,

最后得到

的收益
,

可能还不够 归还贷款利息
。

因

此
,

提高贷款利率无 疑给他们加重 了负

担
。

而且贴息可 以保证信贷资金的安全

性
,

提高还款率
。

所 以《中国农村扶贫开

发纲要 ( 2 0 01 一 2 01 0 )》提 出的
“

扶贫贷

款执行统一优惠利率
,

优惠利率与基准

利率之间的差额由中央财政据实补贴
。 ”

虽 然财政对农户贷款每年的贴息的确负

担很重
,

可这部分贴息不能减少
。

目前很

多国家对小额信贷减少了贴息额度甚至

取消了贴息
,

有的国家小额贷款 利率甚

至超过了市场利率水平
,

但笔者认为
,

对

小额信贷贴息与否不能只看财政贴息在

其他国家运行 的如何
,

对于这些经验我

们只能够借鉴和参考
,

真正要做 的是根

据我国的实际国情来确定政府是否应该

对农村小额信贷贴息
。

综上 所述
,

财政贴息与否并不是解

决小额信贷资金能否到达农户的关键所

在
,

就是否应继续财政贴息来说
,

还是应

该考虑到我国地区 的差异
、

文化 的不同

以及不 同农户的信贷心理 和行 为等 因

素
。

目前
,

财政贴息对于扶持农村小额信

贷进而解决农村贫 困 问题应该说还是很

有帮助的
,

不 宜取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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