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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规模和组织管理体制的影响，中小企业很难从证券市

场筹集资本，因此银行信贷资金就成为中小企业的主要筹资

渠道。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银行等金融机构往往因为中小

企业规模小、信用记录缺乏和经营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不愿

冒坏账风险为其提供信贷资金。这使得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

面临资金约束问题。“组团互助”信贷模式对传统信贷模式

进行了突破，有望推动银行和企业合作关系的良性循环，促

进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解决。

一、“组团互助”信贷模式的做法

“组团互助”信贷模式是为了解决单个中小企业信用基

础薄弱问题，由一些地方性中小银行创新出的一类信贷模

式，一经推出，就立即在中小企业信贷市场上取得了很大的

突破。例如，“互助融”是宁波银行与浙江中新力合担保有限

公司合作设 计的小企业贷款产品。该产品于 2009 年 4 月推

出，短短半年时间，就向小企业发放贷款 1.5 亿元，并实现了

小企业贷款审批标准化、批量化和流程化。

1.“组团互助”信贷模式的基本思想

“组团互助”信贷模式的基本思想是 ：由若干家（一般 5

家以上）企业按照自愿的原则，在充分了解、相互信任的基础

上，共同成立增信小组。增信小组各成员按照拟申请的贷款

额度等额出资，成立反担保基金。增信小组以反担保基金作

为反担保措施，委托专门的担保机构为其向银行申请贷款时

提供担保。贷款银行审核增信小组成员的融资条件后，对受

托担保机构愿意提供担保的增信小组各成员发放贷款。

 2.“组团互助”信贷模式的流程

（1）有融资需求的企业组团成为增信小组。单个中小企

业对银行来说信贷风险较大，但多个中小企业组成团体，信

贷风险相对较小。为了能让有融资需求的企业抱团取暖，贷

款银行组织各中小企业相互交流，逐渐加深彼 此之间的了

解，达成经济互信，进而组团成为增信小组。在这个过程中，

贷款银行起了很大作用，如果没有贷款银行的组织，各中小

企业难以形成经济互信，互助担保就成为一句空话。增信小

组成立后，小组各成员要协商成员贷款金额和条件，签署《互

助信贷担保意向书》，承诺在小组成员贷款中相互担保、相

互支持。

（2）增信小组向贷款银行和担保机构申请贷款与担保。

签署《互助信贷担保意向书》后，增信小组成员需按拟申请贷

款额度的一定比例，共同出资，成立反担保基金。例如：A、

B、C、D、E 五个中小企业成立增信小组，通过协商确定本

年内各企业需要贷款的总金额为 1 000万元，则每个企业年

初都需要出资 200万元，成立反担保基金。此后，一方面，增

信小组根据小组成员贷款需求和反担保基金存款，向受托担

保机构申请贷款担保 ；另一方面，增信小组各成员根据《互

助信贷担保意向书》，向贷款银行申请贷款。

（3）贷款银行和担保机构进行审核。受托担保机构在收

到增信小组的担保申请后，通过审查反担保基金的真实完整

性和增信小组《互助信贷担保意向书》的合法有效性，并调查

了解增信小组的信用状况、财务状况以及经营业绩，以确定

担保风险，在此基础上，根据公司的经营政策做出是否担保

的决定。

贷款银行在收到增信小组的贷款申请后，首先审查贷款

企业的信用状况、财务状况、经营业绩以及还款计划书，结

合贷款金额和条件，由客户经理初步做出信贷意见。其次，

贷款银行审核增信小组《互助信贷担保意向书》的合法有效

性，结合担保机构的担保证明，由信贷管理部门作出最终的

贷款决定。

（4）贷款归还。贷款银行发放贷款后，借款企业须按贷

款合同约定的用途使用借款，不得挪作他用。贷款银行可通

过审查账簿等方式了解借款企业的经营状况。借款到期后，

企业须按期归还本金和利息，增信小组向担保机构支付担保

费用，并撤销反担保基金，分别归还给增信小组各成员企业。

如借款企业不能偿还债务，则由担保机构负责偿还 ；担保机

构支付贷款本息后，再利用增信小组的反担保基金资产弥补

代为偿还的本金和利息 ；由此造成增信小组成员企业反担

保基金的损失由违约企业向其他企业赔偿。

3.“组团互助”信贷模式对企业的要求

为防止信贷风险，贷款银行对参加“组团互助”信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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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提出了一些条件，主要包括 ：①企业主有一定期限的

相应行业经验 ；②企业主有一定的不动产可作为抵押；③

企业主无大额负债，信用卡未上黑名单，无不良嗜好；④企

业主为企业相对大股东（两代以内直系亲属代为持有亦可）；

⑤企业主营业务清晰，年销售收入达到一定规模 ；⑥企业的

财务状况良好，上年度至少不亏损 ；⑦贷款资金用途明确，

企业贷款卡无本金逾期记录 ；⑧各企业成员须为有限责任

公司，各成员间无关联 关系。这 些条件 分别从抵押资产价

值、企业信用、财务状况和成员关系等方面规范了企业贷款

行为，防止骗取贷款事项的发生。

二、“组团互助”信贷模式的作用

1.违约风险下降。中小企业信贷违约主要有以下一些原

因：①受市场影响，企业出现资金周转困难，无法偿还到期

债务 ；②缺乏有价值的抵押资产，无法清偿债务 ；③企业无

视自身信用，骗取信贷资金。“组团互助”信贷模式能在很大

程度上降低借款企业的违约风险。一是，由于借款企业不是

单独借款，而是组团借款，因此整个增信小组全部发生资金

周转困难的概率比单个企业要小得多；二是，由于增信小组

成立反担保基金，并利用反担保基金申请担保机构担保，贷

款的抵押质量上升 ；三是，由于贷款企业不再是单个企业，

而是多个企业组成的小组，各成员企业之间对贷款的偿还有

连带关系，因此会相互监督，确保借款企业偿还贷款，以维

护增信小组的整体信誉，为以后从银行获取贷款创造条件。

2.信用增强。单个中小企业向银行借款时，银行往往会

因为不能确定其信用状况而拒绝贷款。采用“组团互助”模式

后，贷款的信用不仅由增信小组企业承担，担保中心也有担

保，大大降低了贷款风险 ；而从担保机构来说，由于增信小

组设立了反担保基金，降低了担保风险，因而会积极为企业

担保。

3.信息获取。影响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一个重要因

素是中小企业的信息不为社会所了解，而且大部分中小企业

的会计核算不健全，会计信息不能客观反映企业经营状况，

使得银行很难了解贷款使用的效益，难以测定信贷风险。采

用“组团互助”模式，银行不仅可以通过借款企业的财务报告

发现企业信息，还可以通过增信小组其他成员企业了解贷款

使用情况；此外，银行还可以通过与增信小组的长期合作，

逐步了解各成员企业经营和资金使用情况，发现增信小组所

在行业的经营数据，从而掌握行业发展规律，为后续信贷决

策提供依据。

4.银企关系改善。银行和企业的相互信任是解决中小

企业信贷问题的关键，而我国银行和中小企业之间由于缺

乏长期的合作关系，因而相互信任难以建立。一方面，中小

企业缺乏与银行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动机，将从银行融资

看做是短期行为 ；另一方面，银行因为中小企业规模小、风

险高，也缺乏建立长期关系的积极性。“组团互助”模式扩大

了贷款对象的规模，扩大了信贷需求的规模，既提高了银行

对企业关注的力度，也增强了企业对银行合作关系的关注程

度。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建立增信小组，银行和企业之间相

互了解增加，彼此的信任程度增加，从而为后续的长期合作

提供了条件。

三、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作为银行和企业之间信贷合作的一种新模式，“组团互

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银企之间因信息不对称、风险不平

衡而带来的合作困难，提高了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

但同时，作为一种新型金融工具也还存在一些不足。

1.反担保基金的设置问题。按照“组团互助”信贷模式

的规定，增信小组成立 反担保 基金，担保 基金与贷款数相

同。这对增信小组的企业形成了一定的融资约束，一旦某个

企业贷款金额高，就会要求其他企业按照相同比例分担，这

会对其他暂时没有借款需求的企业形成资金压力，从而影响

企业参与“组团互助”的积极性；此外，反担保基金成立后，

对于如何运作以实现保值增值并没有相应规定，这既容易造

成资金闲置，也容易造成基金运作风险，增加担保公司的经

营风险。

为解决上述问题，信贷机构和担保机构可就反担保基

金进行改革，降低反担保基金中的现金出资比例，增加抵押

或质押资产比例，这样既能保证担保机构的风险可控，又不

会对增信小组其他未贷款企业形成资金占用压力。此外，信

贷机构和担保机构还应就反担保基金的运作和管理进行规

范，确保反担保基金的保值增值和流动性。

2.对参与互助企业的要求不能过高。一些“组团互助”

信贷模式对参与互助的企业有过高的资质要求，例如，有的

银行要求申请企业的年销售收入要达到 500万元，这对于经

济发达地区来说没什么问题，但 对一些中部和西部地区来

说就有一定难度，建议采用这类融资模式时，应根据当地情

况适当降低增信小组成员的资质要求。为了降低银行信贷风

险，信贷机构可根据企业规模相应调整贷款金额，这样既能

保证银行信贷资金安全，又能满足企业融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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