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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分行组织全辖开展信贷资金滚动排查工作，要求各业

务机构每月对贷款资金流向进行排查，重点核查贷款支

付的真实交易背景，在审核购销合同的基础上，进一步核

实交易对应的税票、物流单据、进出仓单等资料，直至最

终确定贷款资金的去向。在个贷业务方面，福州分行加强

对贷款资金使用、借款人信用及担保情况变化等的跟踪

检查和监控分析。为了进一步加强分支行联动，分行还组

织对全辖贷款新规执行情况进行现场检查和指导，规范

业务操作，提高各业务机构的政策执行力。
三、商业银行执行贷款新规亟须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一是银监会《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对贷款发

放和支付环节提出新要求，但对于具体操作未作进一步

说明。因此，建议监管部门对贷款新规中支付方式（受托

支付或自主支付）的刚性标准进行明确，以便各商业银行

执行统一的标准。
二是对部分客户资金自主支付的无法完全监控，如

有些客户日常资金往来较频繁，笔数多、金额小；部分客

户资金支付并无购销合同，仅能通过其他渠道判断其是

否合规使用贷款资金；部分客户通过网银支付，较难控制

其资金流向。
三是对集团客户及其成员企业的授信，存在集团公

司总部在集团公司内部统一进行资金调配的情况，对授

信银行监控贷款资金去向、实行受托支付造成一定困难。
这些情况都有待监管部门及商业银行进一步加强管理，
更加有效地监控贷款资金流向。

（责任编辑：王 勉）
（责任校对：王 勉 马 冰）

中小企业担保贷款在国际上有着

较悠久的历史。通常，一国的经济发展

水平越高，其社会信用环境越好，中小

企业担保制度也越完善。本文以美国

和 日 本 两 种 不 同 的 担 保 贷 款 制 度 为

例，分析其成功经验，以期对推动海西

担保业的发展有所借鉴。
一、美日发展中小企业担保制度

的成功经验

（一）美 国 中 小 企 业 担 保 制 度 分

析。在美国，主要由政府机构性质的小

企业管理局（SBA）负责提供中小企业

融资担保，SBA的主要职能是执行中

小企业担保贷款计划。该计划由政府

出资，通常可提供高达90%的贷款。参

加担保计划的主要是民间金融机构，
并可自主选择贷款是否由政府进行担

保。SBA除进行担保外，不对机构的贷

款决策进行干预。
在协作银行对企业资格的确定方

面，中小企业担保贷款计划有着明确

的要求：必须符合中小企业的标准；有

一定的权益资本；有充足的流动资金；
有一定的抵押品；企业的现金流量能

够清偿所有债务。这些要求能够有效

地降低贷款风险。
从运作方式看，美国实行的是权

责制，即以事前承诺作为保证，一般对

协作银行采取授信管理，发生损失后

由银行向担保机构申请补偿。这种制

度没有实有资金作为担保，贷款的审

核主要靠协作银行，为此，协作银行一

般责任心较强，以提高贷款资质的审

借鉴美日经验发展福建担保业
□赵 华 崔 婧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本文通过研究分析美、日中小企业担保贷款制度，针对福建省担保业发展现状，从法律体系、信用建设、财政

投入及再担保等方面，提出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担保业及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担保业； 小企业担保贷款； 协作银行； 福建省

中图分类号：F2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740（2011）07-0045-03

收稿日期：2011-05-10
作者简介：赵 华（1975－），男，安徽人，经济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供职于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

崔 婧（1987－），女，吉林人，硕士研究生，现就读于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

实 务

金 融FUJIAN FINANCE
学 习 与 借 鉴

45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1447717?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福建金融

2011年第07期

核效率。另外，政府不用事前出资，可

以减轻财政压 力。但 是，这 种 制 度 也

有不足，即 不 利 于 担 保 的 事 前 控 制。
政 府 以 承 诺 方 式 对 担 保 机 构 承 担 连

带责任，担保机构以保证方式承担担

保风险，政府与担保机构之间的关系

不明确。
美国的中小企业担保制度有以下

几点优势：一是实行标准、政策和法律

统一的管理体制，政策和法律相一致。
二是贷款由民间金融机构审核，为了

自身利益，其对贷款企业的审核更为

有效率，贷款更加市场化。三是责权明

晰，效率较高。四是法律制度完善，对

各方均能形成有效约束，极大地降低

了贷款风险。
（二）日本中小企业担保贷款制度

分析。日本作为最早建立中小企业担

保贷款制度的国家，1937年成立了地

方 性 的 东 京 都 中 小 企 业 信 用 保 证 协

会，1958年又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小企

业信用保险公库和全国中小企业信用

保证协会联合会，据此形成了中央与

地方共担风险、担保与再担保（保险）
相结合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其

中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协会是日本中小

企业担保制度的核心，直接面对全国

中小企业并为其提供信用担保；而中

小企业信用风险公库则完全由政府出

资，目的是对中小企业者的债务保证

进行保险，同时向信用协会提供资金

和进行资金融通，以对担保贷款进行

保险和再担保。在操作上，政府不直接

干预担保机构，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协

会和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都是独立

于政府的法人，因此日本是以市场为

主导的公开操作型担保体系。
就资金运作特点看，日本实行的

是实收制，即要求事前将担保资金存

入指定的协作银行，发生损失后由专

门账户拨付银行予以补偿。这种方式

有利于担保机构独立进行市场化运作

和担保风险的事前控制，协作银行与

担保机构信息对称，更愿意为担保机

构提供 资 金 支 持。在 这 种 方 式 下，政

府 仅 以 出 资 额 对 担 保 机 构 承 担 有 限

责任，担保机构以担保资本金为限承

担担保风险并自主进行担保决策，政

府、银行、担保机构、企业之间形成了

明确的责任关系，有利于明晰各方的

权利义务，使担保制度更加规范。
美国和日本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

中小企业担保贷款制度，两者虽然在

资金运作方式上有所不同，但都对推

进中小企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并

有较高的运作效率。
二、福建省中小企业担保贷款制

度的现状

过去，担保机构为小企业进行贷

款担保面临较大的风险，一旦贷款企

业无法按期还款，担保机构要负全额

还款责任，致使担保机构为小企业进

行贷款担保的积极性不高。2007年末，
福建省财政厅和省中小企业局联合发

布《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小企业

贷款担保风险补偿试行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开始引入小企业贷款担保

风险补偿资金制度，由政府出资为信

用担保机构进行风险补偿（补偿金额

最高不超过30万元）。对为中小贸易企

业提供贷款融资担保和为中小工业企

业提供贷款担保的担保机构，按年度

担保额分别给予5‰、8‰的补偿；对中

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间的联保和再担

保业务，按其担保责任所占比例计算

担保额。
《办法》推出后，中小企业担保贷款

难情况有所改善，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担保机构规模较小且资金来

源单一。一是担保贷款机构规模普遍

偏小，担保倍数较低。通常协作银行为

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时，往往要求担保

公司按1:1的比例存入担保准备金，由

于贷款担保风险较大，担保公司担保

放大倍数普遍不超过10倍，这与日本

和美国担保公司50～60的担保放大倍

数相比，形成了巨大的差距，如此小的

担保倍数更加制约了福建中小企业担

保贷款的规模。二是目前担保机构的

资金来源主要以民间资本为主。2009
年 全 省 由 政 府 出 资 的 担 保 机 构 共79
家，占比30%左右，政府出资额11.1亿

元，仅占10.9%；而 民 营 企 业、境 外 投

资者、自然人等形式出资占比近90%。
由于民间资本出于避险等因素考虑，
往往不愿意对具有较高风险的成长性

高科技中小企业给予担保支持，造成

这些企业难以获得担保资金。
（二）法律制度不健全，政策不一

致 。目 前 我 国 关 于 担 保 的 法 律 只 有

1995年颁布的《担保法》，但该法仅对

担保行为等进行规范，对规范担保机

构及具体操作办法等没有做出详细说

明。就规范和发展中小企业担保贷款

而言，往往是通过推出试行办法的方

式对担保公司进行管理，其有效期往

往只有2～3年，甚至更短，政策变化较

大，担保公司必须随时根据政策导向

调整担保标准，难以形成持续的政策

预期。这对担保公司制定长期的经营

策略十分不利。
（三）对担保机构的补偿机制不健

全。虽然福建省已经建立了担保风险

补偿制度，但是这一制度对担保公司

的资质要求较为苛刻，申请补偿的机

构必须符合诸多条件，因此真正能够

得到风险补偿的担保机构数量有限。
担保机构在发生代偿以后资本金无法

得到补偿，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担

保贷款体系的健康发展。
（四）企业申请担保可用的抵押品

较少。担保公司对中小企业进行贷款

担保时，往往要求申请企业提供一定

数量的抵押品。在国内，可用于作为抵

押品的资产种类只有具有实物形态的

固定资 产，企 业 的 流 动 资 产、无 形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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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应收账款等均不能作为抵押品进

行贷款。这极大地抑制了中小企业的

贷款水平，影响了中小企业融资业务

的正常发展。
（五）贷款品种较少，期限较短。目

前国内中小企业担保贷款主要是6个

月的短期贷款，缺乏长期贷款品种。从

中小企业的发展过程看，企业的起步

阶段盈利能力差，现金流有限，市场开

拓及产品开发往往需要大量的长期资

金，而过多的短期贷款会加重企业的

还款压力，致使违约概率较大。
（六）贷款企业审核存在问题。部

分 担 保 公 司 承 担 保 证 责 任 的 意 识 较

差，有的担保公司在借款人无法清偿

贷款的情况下以种种理由拖延承担责

任，甚至与企业互相勾结，隐瞒或虚报

数据，致使对贷款的审核工作由协作

银行承担。另外，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

息不对称，也迫使银行提高贷款标准，
增加贷款利率，从而影响担保贷款业

务的健康发展。
三、借鉴国际经验发展福建担保

业的建议

（一）加大财政对担保机构的资金

投入。从国际经验看，政府资金是担保

机构的主要资金来源。由于福建省大

多数担保机构以民间资本为主，其规

模有限，抗风险能力相对较低，因此应

适当提高财政资金在担保公司资本中

的比例。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和持续吸

收民间资本，进一步做大担保机构规

模，适当扩大担保倍数，提高担保机构

的 信 誉 ，促 进 担 保 机 构 发 挥 更 大 的

作用。
（二）规范担保贷款法律体系。可

借鉴美、日发达国家担保贷款的成功

经验，对担保机构的准入、内控、收费、
退出等制定一套详尽的管理办法，加

快担保机构法人治理模式建设，严格

规范协作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业务

流程，保证银行贷款机制规范运作，使

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顺利获得资金支

持，并在处理贷款纠纷时确保做到有

法可依、有章可循。
（三）完善担保机构的风险补偿机

制。目前的风险补偿机制处于试行阶

段，政策时有变化，且资质审核较为严

格。若要发挥风险补偿机制应有的作

用，对担保机构的代偿风险进行补偿，
降低担保机构的运行成本，就必须提

高风险补偿的覆盖范围和审核效率，
这样才能使担保机构主动提高放大倍

数，扩大担保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资金

支持。
（四）增 加 抵 押 品 种 类 和 贷 款 品

种，提高中小企业申请贷款能力。由于

过去担保贷款的抵押品往往仅限于固

定资产，致使固定资产相对较少的中

小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难以获取担

保贷款。因此，应适当扩大担保资产的

范围，将存货、应收账款等流动资产纳

入抵押品的范围，增加中小企业特别

是高科技企业的筹资能力。考虑到短

期贷款会增加企业还款压力，应加快

开发创新贷款品种，为企业持续发展

提供长期的资金支持。
（五）加强信用制度建设。完善的

征信体系不仅可以强化担保企业的风

险控制和业务规范意识；同时也可大

大降低担保机构对企业资质的审核成

本。从美、日发达国家担保贷款发展经

验看，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可以大大

降低银行和担保机构的贷款风险，进

一步规范中小企业担保管理制度。因

此，福建应从两方面着手加强信用制

度建设：一是建立担保公司信用评级

体系，通过成立专门的担保信用评级

机构，对担保公司的业务规范、担保状

况进行信用评估，确定担保公司的信

用等级，以激励担保公司规范化运作。
二是健全完善企业征信系统，对企业

的经营状况、资产状况进行审核，对企

业的融资历史予以跟踪记录，确定中

小企业的偿债能力，全面、准确、客观

地反映企业的信用情况，降低贷款银

行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性，有效降

低担保风险。
（六）建立担保准备金及再担保机

制。美国的担保资金采用权责制，而日

本则采用实收制，两种制度各有优劣。
根据福建担保公司资金管理的现状，
笔者建议应采用两者相结合的方式，
即担保机构以自身担保金额的一定比

例计提准备金，用于对违约企业承担

担保责任风险，以降低担保机构的运

营风险，避免像日本那样全额缴纳准

备金对担保机构资金的牵制。针对担

保公司面临的风险，可以通过建立再

保险或再担保机制予以分担，构建企

业、担保公司、协作银行及再担保公司

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管理体系，明确

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共同推进担保业

和中小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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