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经话题

小额贷款公司“升级”好梦一时难圆

梁淑玲  蔡爱兰

自
2008 年 5月人民银 行、银

监会联合发布《 关于小额贷

款 公 司试点的指导意见》

以 来，小额贷款公 司试点在全国各地

迅速展开。

“草根金融”活力初显

小额贷款公 司植根于金融机构的

最底层，是直接 面对“三 农”、广大中

小企业、社区经济服务的金融组 织，

故又被称为“草根金融”。它的成立和

发展有着扎实的社会基础和广泛的经

济活动需求。从社会基础上看，我国

的民间借贷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到

工 业、从生活到生产、从加工 到流通，

几乎涵盖了经济活动的各个层面和角

落，民间融资已经成为发展多元化经

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经济

活动的需求上 看，可以说是小金 融、

大市场。单从每一个经济活 动的需求

说，项目也许很小，规模不是很大，但

整个市场的需求和潜力却很大，从几

年前民间借贷的几千亿 元发展到现在

几 万亿，足见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不可

小觑。据 笔者调查，山 东省枣庄市小

额贷款公 司坚持“小额、分散”的原则，

主要面向“三农”和涵盖科技型、加工

型、服务型、商贸型的小企业提供 100

万元以下的单笔贷款，有效地满足了中

小企业、“三 农”的 资金需求，填补了

以 往城市金融的盲点，在金融危机背

景下及时为区县、农村输血。

利用市场资源，开发市场规模，规

范合理运作，是小额贷款公 司发展的

必 然趋势和正 确选择。根据 性 质定

位，小额贷款公司具有多项优势。在制

度方面，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行为有

时会受到行政力量等非市场因素的影

响，贷款基准利率也是管制利率，而

小额贷款中的借贷行为和利率基本上

都是市场化运作，即使有不高于基准

贷款利率 4倍的限制，这个空间也相

当大，不会影响“草根金融”的市场化

运作。在信息方面，正 规金融机构贷

款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经常存在，有

的借款人为了得到贷款甚至不惜编造

虚假的财务数据或实施 其他 造假行

为，而“草根金融”的借贷当事人彼此

之间比较了解，与融资相关的信息极

易获得。在成本方面，在“草根金融”

间的融资过程中，融资前的信息搜寻

成本和融资后的管理成本很低，一般

也不需要对融资方“公 关”而支付“寻

租”成本，因而融资交易成本较之 正

规金融明显偏低。在效率方面，“草根

金融”融资无繁琐的交易手续，交易过

程快捷，融资效率高，使借款人迅速、

方便地筹到所需资金。在风险控制方

面，小额贷款公 司具有很强的信用约

束，违约率很低。

成长的烦恼

虽然小额贷款公 司填补了过去城

市金融的盲点，并已成为中小企业和

“三农”新的“输血”通道。然而，这看

似光鲜的成就却难掩小额贷款公 司的

隐忧。笔者调查发现，小额贷款公 司

的日子并不好 过，两大隐忧让小额贷

款公 司举步维艰、进退两难。

——巧妇难为无 米之 炊。据 笔者

调查，枣庄市先后成立的两家小额贷

款公 司都不同程度遭遇资金短缺的尴

尬。一方面，借贷还业务显得红红火

火；另一方面，“只贷不存”令小额贷

款公 司后院起 火，资金频频告急。“无

米下锅”成为小额贷款公 司当前最大的

“烦恼”。“只贷不存”造成小额贷款公

司资金来源紧张，流动性也大打折扣。

根据规定，小额贷款公 司可以向两家

以 下金 融机 构融 入不超过注册 资本

50% 的资金。但事实上，受限于“非金

融机构”的身份，小额贷款公 司融资不

能享受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只能依

照企业贷款利率，从大银行“批发”贷

款额度进行“零售”，从中赚取“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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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小额贷款公 司融资的显性

和隐性 成本均偏 高，转 而增加 了“三

农”和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

——“二 等公 民”夹缝求生。小额

贷款公 司另一个“烦恼”是，现有规定

遭遇“身份困惑”，税收负担 过重，其

生存和盈利空间受到挤压。尽管小额

贷款 公 司从事金 融服务业，但 性 质

上并不属于金融机构，必 须按照工 商

企 业 来纳税。小额 贷款公 司要 负担

5.56% 的营业税 及附加、25% 的企业

所得税。以一家注册资本规模为 5000

万元、可融资规模为 2500万元的小额

贷款公 司为例，如果能保 持全年 85%

的资金使用率，按照平均 15% 的利率，

全年利息收入为 956万元，需缴纳 53

万元的营业税 及附加，再去除 120 万

元的人员成本、130 万元的房租、2500

万元 融资额的年利息133万元，只 剩

520 万元。小额贷款公 司还需提取 1-
3% 的坏账准备金，如按 1% 提取即 68

万元。照 此计算，这家小额贷款公 司

可得利润 452 万元，再扣除 25% 的所

得税113 万元，企业 最终的净利润仅

有 339万元，资金年收 益率为 6.78% 。

即使按 照资金 100% 的使 用率计算，

收益率也只有 7.8% 左右，比传统的制

造业还低。

好梦何时圆

今年 6月 18日，中国银监会发布

暂行规定：合规小额贷款公 司经过银

监会及当地主管部门的审批，可以 转

制为村镇银行。这意味着，经过一年多

的酝 酿后，小额贷款公 司“升级”村镇

银行开始破题。

长期以 来只贷不吸储的模式使小

额贷款公 司的发展受限，转制成村镇

银行之后，其经营的性质就会发生转

变，小额贷款公 司将会实现突破性发

展，进而为农村金融带来更新鲜的血

液。从一定意义上讲，村镇银行会让

农村金融机构得到全面提升。

然而，《 暂行规定》指出，小额贷款

公 司转制村镇银行要满足以 下条件：

一是公 司治理机制完善、内部控制健

全。二是考虑经营能力和持续发展的

要求，规 定“按《 指导意见》新设后持

续营业 3 年及以 上；清产核资后，无

亏损挂账，且 最近 2 个会计年度连续

盈利”。三是考虑防 范和控制风险的

要求，规 定“资产风险分类准确，且不

良贷款率低于 2% ；已足额计提 呆账

准备，其中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130%

以 上”。四 是考虑支农和服务当地的要

求，规定“资产应以 贷款 为主，最近四

个季度末贷款余额占总资产余额的比

例原则上均不低于75% ，且贷款全部

投放所在县域”及“最近四 个季度末涉

农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例均

不低于 60% ”。五 是 考虑流动性 风险

和抵债资产减值风险的要求，规定“抵

债资产余额不得超过总资产的 10% ”。

据悉，不仅笔者所在地区的小额贷款

公 司不符合以 上转制条件，就是全国，

目前也尚无一家。

此 外，银监会还要求，小额 贷款

公 司改制设 立村镇银行时，主发起人

和最大股东必须是符合条件的银行业

金融机构，这意味着小额贷款公 司股

权结构要重新调整，创办者要大幅降

低持股比例，把辛苦获得的控制权转

交给银行，这显然是小额贷款公 司的

老总们情非所愿的。

由此可见，小额贷款公 司转制村

镇银行，好 梦还一时难圆，还需要更

多机制性的突破。一方面，国家应给予

更多政策扶持，促使其经营模式尽快

成熟，逐步向村镇银行过渡；另一方

面，在严格监管、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国家可给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权，适当

提高小额贷款公 司资金杠杆率，并协

调银行对一些资质好的公 司给予同业

拆借优惠利率。

（作者单位 ：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

区财政局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十里泉发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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