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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小额信贷自从 20 世纪 60、70 年代产生以来，在发展中国家得到巨大发展，

为发展中国家的扶贫活动找到了一条可行的道路。它依靠一种新型的信贷运作模

式实现了部分地区扶贫项目的规范化、长期化运作。 

我国自 90 年代初开始引进并推行农村小额信贷扶贫模式。我国的农村小额信

贷主要借鉴了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在操作上采用“政府+银行+扶贫合作社”三

线一体的运作模式，并引入小组信贷、整贷零还、小额连续放款等基本制度，已

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效应。但目前我国农村小额信贷还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如

宏观金融政策限制、小额贷款运作的市场载体尚未形成、机构缺乏合法性等外部

机制问题；同时小额信贷自身也存在许多阻碍因素，如低利率、缺少有效的管理

监督机制、人才缺乏等，皆不利于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生存和持续发展。 

为了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笔者试图建立一个以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发展路径

为研究对象的分析框架。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首先对小额信贷的概念和基本理

论进行了回顾，考察了小额信贷的作用、风险、监管、绩效考核等相关问题；接

下来对国际上发展比较成功的小额信贷机构进行了介绍，并从中归纳出值得我国

借鉴的成功经验；然后又从多个侧面分析了小额信贷在我国农村发展的过程、特

点和现状，指出目前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后，结合我国

农村小额信贷的运作实践和存在的问题，对农村小额信贷进一步健康持续发展提

出一些建设性意见：一方面，小额信贷机构应加强自身制度和能力建设，进行流

程再造、产品创新与贷款合理定价；另一方面，政府和金融部门应改革和完善相

关的政策和配套措施，增强农村小额信贷的灵活性。从而给我国农村小额信贷未

来的发展指出一条较为明确的道路。 

 

 

关键词：农村小额信贷；扶贫；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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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appearance of the micro finance in 20th centry 60’s and 70’s，it has made a 

great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nd we have found it has proven that the micro 

finance is an effective way to relieve the poverty. The micro finance makes some 

poverty reduction projects standardized and sustaining through a new credit patten. 

China began to introduce and practise the micro finance projects from 20th centry 

90’s. Followed the Greenbank style China' s rural micro finance adopted three basic 

procedures: stringent targeting of the poorest，mutual assistance group and frequent loan 

repayment intervals. China's rural micro finance is really a kind of financial innovation，

but only an imperfect one. At present China' s rural micro finance are facing many 

difficult factors such as financial restriction policy on entrance to finance market and 

interest rate，imperfect market-oriented economy and legal status of rural micro finance 

organizations. Low interest rate，ineffective management and poor human resource are 

also harmful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micro finance.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the writer tries to set up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which analyses the path of China’s rural micro finance. The paper is composed of four 

parts: First，  it reviews the basic concept and theories of the micro finance， 

investigating its function， risks， regulation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econd， 

it introduces some successsful micro finance organizations in the world， indicating 

useful experiences that China should learn from； Third， it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rural mirocredit， pointing out problems exsisting in 

China’s microfinance system. Finally， combining the practice of China’s rurual 

microfinance，it puts forward some innovative suggestion for a more healthy growth: 

On the one hand，microfinance organizations should enhance the management ability by 

themselves，rebuilding the operation flow，creating new products，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On the other hand，the government and financial sectors should reform 

relative policies and measures ， increasing the agility of rural microfinance. 

Accordingly，these suggestion indicate a clear road for China’s rural microfinanc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Rural Microfinance； Poverty Reduction； Sustainable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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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 1 - 

导   论 

一、问题的提出 

在经济体制变革强力推动下，我国金融市场化的程度有了很大提高，金融发

展与创新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就金融市场发展的地域结构看，城乡金融发展很不

协调且呈加剧之势，金融二元结构特征十分突出。这一问题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

发展特别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因素。从当前来看，我国农村金融资源供求正沿着

两个极不对称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是农村经济的快速成长对金融资源的需求不断

扩大；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体制内正规金融的资金供给渠道却面临着不断减少甚

至资金“抽血”的威胁。由于我国农村虚拟经济的风险主要是信用风险，我国商

业金融的信用体系也还不够健全，所以商业银行一般不愿对农户发放信用贷款，

而着重发放担保贷款，包括保证、抵押或质押贷款，服务品种单一。同时在农村

地区吸收的存款绝大部分上流到了城市，使农村金融服务被严重边缘化，广大农

户特别是贫困农村中低收入人群的信贷资金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而小额信贷作为

金融服务的制度安排和技术创新，可以为穷人进入信贷市场提供平等的机会，具

有促进农村信贷市场、缓解贫困和增加收入的潜力，是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有益

必要补充。 

中国农村小额信贷发展的历史很短，但是发展是迅速的，很快引起了世界的

广泛关注。2005 年开始，小额信贷进入发展新阶段，在央行和政府的推动下，农

村信用社小额信贷项目全面铺开。2005 年年底，人民银行批准成立“只贷不存”

的商业性小额信贷有限公司的试点，民间资本进入小额信贷市场。2006 年底，银

行业监督委员会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2007 年初银监会又批准

设立乡村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再加上现有的近 300 个非政府组织

小额信贷机构，使得小额信贷在反贫困和发展农村金融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就。 

然而，随着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迅猛发展，也从中暴露出很多的问题。比如

小额信贷仍然难以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的性质一直没

有定论，贷款利息不能补偿操作费用等问题，这不仅关系到这些机构的生存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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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而且关系到农村金融市场秩序以及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如何借鉴国际上小额信贷运作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发展的特点，

化解目前农村小额信贷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而推动其健康持续发展，正是本文要

研究的核心问题。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自从上世纪 70 年代，小额信贷开始出现并逐渐改变扶贫方式，许多专家学者

便开始致力于对小额信贷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对于小额信贷的性质作用等，

学者们己经认同小额信贷是一种有效的金融扶贫方式。但由于中国小额信贷机构

的运作模式与国外不同，所以外国学者研究的小额信贷多集中于非政府组织小额

信贷机构，或者是像印尼人民银行这样专门从事小额信贷的银行，而对于中国政

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并存的小额信贷模式，他们研究得很少。 

与此同时，国内的专家学者也在长期专注于中国小额信贷的研究和实践。杜

晓山、孙若梅、茅于轼等是在小额信贷研究和实践方面比较突出的几位。杜晓山

在《中国农村小额信贷的实践尝试》一文中介绍了中国小额信贷的类型和实践中

的具体操作，曹子娟在其主编的《中国小额信贷发展研究》中通过对中国 159 个

地区的小额信贷发展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了现状，揭示了小额信贷发展中存在

的问题。在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方面，也有很多学者进行了探讨，董积生在《农

村信用社“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探讨》一文中重点关注的是农信社贷款利率

放开、以及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问题，郑振东、杨智斌则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小

额信贷进行成本收益核算，政府放松对开展小额信贷金融机构的管制，以及采取

较高利率是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本文则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

着重于国外小额信贷机构运作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并针对我国小额信贷的实践状

况和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三、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本文沿着“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展开研究，坚持科

学、严谨、求实的态度，以细致的文字论述和数据分析为基础，以定性分析和定

量分析为基本方法，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和比较研究，对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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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了较为缜密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推动我国农村小额信

贷进一步健康持续发展的思路和建议。 

文章主体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小额信贷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进行了厘清

和阐述，考察了小额信贷的作用、风险、监管、绩效考核等相关问题，为下文进

一步的论述打下基础；第二部分是对国际上成功小额信贷机构的介绍，主要包括

孟加拉的乡村银行，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的小额信贷部以及拉丁美洲为微小企业

提供金融服务的小额信贷机构，通过比较归纳出我国发展小额信贷应借鉴的成功

经验；第三和第四部分是文章的核心，第三部分从多个侧面分析了小额信贷在我

国农村发展的过程、特点和现状，并引入我国小额信贷扶贫合作社实验项目的基

本数据对小额贷款改善我国农民收入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从宏观和微观两

个层面分析了目前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发展存在的种种问题；第四部分从小额信贷

机构的流程再造、产品创新、贷款定价和政府宏观政策的配合等方面对我国农村

小额信贷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四、主要创新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文中重要的创新之处是笔者对改进农村小额信贷机构的政策建议，不仅仅考

虑到相关法律、规章和政策环境上的紧密配合与支持，还突出强调了小额信贷机

构提高自身素质、并对这个市场做出灵活反应的能力。提出要进行农村小额信贷

机构的业务流程再造，并应根据不同目标群体的特点和当地状况，进行小额信贷

产品的创新，同时制定合理的贷款定价模型，全面更新小额信贷机构的运作理念

和经营机制，实现小额信贷组织与客户的“双赢”，从而促使我国的小额信贷日益向

有目的、有秩序、效益好的良性方向健康发展。 

当然，文中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主要在于：论文虽然通过数据和图表给出了

我国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发展的基本情况，但在实际研究中，由于数据的可得性较

差，因此还需要在今后通过调查进一步更新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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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小额信贷的概念及相关理论 

第一节  小额信贷溯源 

一、小额信贷的内涵及特点 

“小额信贷”是目前经济学领域十分流行的一个名词，因其巨大而又独特的

扶贫功能而被联合国和许多双边政府发展机构广为应用和推广，并在亚洲、拉丁

美洲和非洲许多发展中国家相继取得成功。由于制度安排、信息成本、交易成本

等，一国的经济和金融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信贷市场失灵。信贷市场失灵造成

的结果是低收入阶层和微小企业很难获得或无法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服务。

罗纳德·麦金农著名的“金融抑制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不完全，尤其是

金融市场的割裂，使大量小企业和农户在正规金融市场上处于边缘地位，只能通

过内部融资——一个较长时期的自身积累才能进行跳跃式的投资。80 年代以前，

政府是向这些群体提供生产性信贷的主要机构，其目标市场主要在农村，形式是

有补贴的农业信贷。但是，政府主导型的补贴贷款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并不明显。

80 年代中期开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需要一种基于市场的解决手段，从而引出了

小额信贷（Microfinance）的思路。 

关于小额信贷，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是一种成功的扶贫方式，是一种关注中

低收入群体发展的信贷手段。围绕着这个基本认识，对小额信贷的概念有不同的

界定。在 Morduch（1997）的研究中，小额信贷被认为是一种向贫困农户直接提供

较高利率的无资产担保的小额贷款并保持了高还贷率的扶贫到户方式。吴国宝

（1998）认为，小额信贷是一种组织化、制度化的按照商业化原则经营的为穷人

提供信贷服务的信贷方式。姚先斌、程恩江（1998）认为，小额信贷往往与微型

企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是为其提供的小规模的金融服务。杜晓山、孙若梅（2000）

认为小额信贷是专门向低收入阶层提供小额度的持续的信贷活动，认为小额信贷

是将组织制度创新和金融创新与扶贫到户项目有机的结合成一体。国务院扶贫办

小额信贷调研小组（1998）将其概念描述为：通过特定的小额信贷机构为具有一

定潜在负债能力的穷人提供信贷服务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的特殊信贷方式。乔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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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雷格伍德（2000）认为，“小额信贷是一种经济发展途径，意在使低收入妇女和

男人受益、它包括向低收入客人或个体经营者提供金融服务，通常包括储蓄和信

贷……小额信贷的定义包含了金融含义和社会含义。它不仅指银行，还指一种发

展途径”。 

综合世界范围内对小额信贷的认识及实践方式，本文归纳出小额信贷的定义：

小额信贷是一种为贫困者提供发展资金的融资方式，是指专向低收入阶层提供小

额度、持续的信贷服务活动，包括贷款和存款两方面的小规模的金融服务，其贷

款一般只能用于生产目的而不用于消费，通常具有小额度、短期、分期还款、不

需要担保或具有灵活多样的担保形式、利率水平市场化、贷款成员的自我组织等

特征。 

具体来说，小额信贷和一般商业贷款相比有以下特征： 

1、贷款对象为贫困户。一方面，这类人群由于生活贫困、有着强烈的改善目

前生活状况的需求，而现实中，造成其贫困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缺少进行生产所

需要的资金。另一方面，传统的商业贷款由于种种原因，难以满足该类人员的资

金需求。 

2、贷款用于生产而非消费。小额信贷是向贫困户提供生产所需要的资金，解

决其脱贫的资金问题，而不是消费贷款，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 

3、贷款额度小、期限短。小额信贷一般是为了满足贫困户（尤其是农村贫困

户）生产上季节性的需要，一般贷款期限较短（一年、3-6 个月等），贷款主要用

于购买一些必要的生产资料、小型机械设备等，额度较小。 

4、不需要担保或具有灵活多样的担保形式、还款周期短。贫困户缺少可以抵

押的资产是其难以获得一般商业贷款的重要原因。小额信贷则探索了一些适合农

村背景下的特殊担保机制。由于小额信贷缺乏可以在贷款违约后处置的有价资产，

为了防范风险，小额信贷一般采用分期还款模式，而且期间较短（一般每周、每

旬都要还款），这样有利于贷款的回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贷款的风险，而且有利

于资金的循环使用，减少资金积压，提高利息收入。 

5、利率水平市场化，一般高于传统商业贷款很多。由于农村与城市存在着明

显的金融市场分割现象（这一分割也是必然的），贫困户存在着大量的资金需求和

小额信贷机构有限的金融供给，再加上贫困地区特有的高贷款成本（缺乏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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