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促 进就业小额担保 贷款

  支持就业再 就业工作

2008 年，为缓解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形势造成的严

重冲击，根据国务院关于做好促进就业工作的有关文件，财

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了小额担保贷款政策，通过扩

大借款人范围、提高贷款额度和贴息比例、建立奖补机制等

方式，加大了财政对就业再就业工作的支持力度，取得了显

著成效。

一、实施小额担保贷款政策的背景

为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和质量，增加国有经济的活力和竞

争力，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巩固和完善公有制

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实施国有企业改革工作。

国有企业改革工作启动后，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

和要求，各级党政部门坚决贯彻执行 “鼓励兼并、规范破

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和建立国有企

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城市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三条保障线”等政策措施，确保了绝大多

数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并使一大批下岗职工通过

多种途径实现了再就业。但我国就业矛盾的焦点依然集中在

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上，并成为一个带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

经济和社会问题。

为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确保社会稳定，2002

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政

策，明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地级以上城市由同级财政

出资建立下岗失业人员贷款担保基金，为下岗失业人员自谋

职业和自主创业提供小额担保贷款。小额担保贷款按照个人

自愿申请、社区推荐、劳动保障服务机构审查、担保机构承

诺担保、商业银行核贷的程序进行，贷款额度在 2 万元左

右，对从事微利项目的，由中央财政据实全额贴息。对下岗

失业人员合伙经营和组织起来就业的，可根据人数和经营项

目扩大贷款规模。

二、小额担保贷款机制逐步完善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就业

再就业工作的重点由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和重组改制关

闭破产企业职工安置问题扩展至城镇登记失业人员、高校毕

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各类失业人员的就业再就业问题。小

额担保贷款政策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金融改革开放的

深化发展而逐步完善，政策覆盖面稳步拓宽，基本形成了覆

盖省、市、县（区）的小额担保贷款体系，建立了小额担保

贷款业务运行机制，有力支持了各类社会人员创业再就业。

2002 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小额担保贷款政策后，

相关部门迅速印发了《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管理办

法》和《下岗失业人员从事微利项目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

资金管理办法》，细化了小额担保贷款政策内容，规范了财

政贴息资金使用管理。2004 年，为进一步做好小额担保贷款

工作，政策覆盖面扩展至劳动密集型小企业，最高贷款额度

100 万元，并建立了相应的手续费补助和呆坏账损失补贴机

制。2005 年，城镇复转军人和其他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被纳入

借款人范围，并由财政给予贴息资金扶持，同时探索建立信

用社区、创业培训与小额担保贷款联动机制。2006 年，随着

就业形势的变化，自愿到西部地区及县级以下基层创业的高

校毕业生被纳入小额担保贷款扶持范围。

2008 年，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扩大就业的指

示精神，积极推动创业促就业，经国务院同意，财政部会同

有关部门发布了《关于积极发挥财政贴息资金支持作用 切

实做好促进就业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改进小额担保贷

款管理 积极推动创业促就业的通知》和《小额担保贷款财

政贴息资金管理办法》，对小额担保贷款政策重点从以下五

方面进行了突破创新：

（一）扩大小额担保贷款借款人范围，将符合规定条件

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和就业困难人员纳入政策扶持范围。政

策调整前，由中央财政提供贴息和担保资金支持的小额担保

贷款借款人包括五类人群：一是持有《再就业优惠证》的下

岗失业人员；二是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且失业 1 年以

上的城镇其他登记失业人员；三是城镇复转军人；四是自愿

到西部地区及县级以下的基层创业的高校毕业生；五是持有

劳动保障部门核发的失业登记有效证明的城镇其他登记失业

人员。此外，凡符合各级地方政府的规定条件、由地方财政

提供贷款贴息和担保资金支持的借款人，也可以向经办金融

机构申请小额担保贷款。

政策调整后，包括上述由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提供贷款

贴息和担保资金支持的借款人在内，凡符合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规定条件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和就业困难人员，都可

以按规定程序向经办金融机构申请小额担保贷款。其中，就

业困难人员一般指大龄、身有残疾、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连

续失业 1 年以上以及因失去土地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的人

员。小额担保贷款借款人的具体条件，由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制定。

（二）提高小额担保贷款额度，对个人和劳动密集型小

企业的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提高至5 万元和200 万元。为满足

小额担保贷款借款人日益增长的创业资金需求，充分发挥劳

动密集型小企业对扩大就业的辐射拉动作用，国务院明确，

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提高小额担保贷款额度。政策调整

后，经办金融机构对个人新发放的小额担保贷款最高额度由

2 万元提高到5 万元，对符合条件的劳动密集型小企业的小

额担保贷款最高额度由 100 万元提高到 200 万元。对符合条

件的人员合伙经营和组织起来就业的，经办金融机构可适当

扩大贷款规模。

（三）允许小额担保贷款利率按规定上浮，其中微利项

目上浮部分由中央财政据实全额贴息。政策调整前，经办金

融机构对个人的小额担保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贷款基准利率水平确定，不得向上浮动。由于同其他贷款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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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相比，小额担保贷款业务不仅经营成本高，而且贷款不良

率也比较高，对贷款利率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办金

融机构发放贷款的积极性。

为增强金融机构做好小额担保贷款业务的内在激励，促

进小额担保贷款业务可持续发展，调整后的政策明确，自

2008 年 1月 1 日起，经办金融机构对个人新发放的小额担保

贷款的利率可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基础上

上浮3 个百分点。其中，微利项目增加的利息由中央财政全

额负担。

自小额担保贷款政策实施以来，经办金融机构对个人发

放的小额担保贷款全部都是用于微利项目的，因此，小额担

保贷款利率按规定上浮3 个百分点对借款人没有增加任何财

务负担，同时使经办金融机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用贷款利息

覆盖贷款的成本和风险，提高了金融机构做好小额担保贷款

业务的积极性，有利于小额担保贷款业务可持续发展。

（四）改进财政贴息资金管理，拓宽贴息资金使用渠道，

建立小额担保贷款奖补机制，完善贴息资金管理办法。一是

拓宽财政贴息资金使用渠道，建立和完善小额担保基金的风

险补偿机制和小额担保贷款发放的奖补机制。中央财政每年

从小额担保贷款贴息资金中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对地

方财政部门小额担保基金的奖补和小额担保贷款工作业绩突

出的经办金融机构、担保机构、信用社区等单位的工作经费

补助。二是加强对财政贴息资金的管理。各级财政部门管理

的小额担保贷款贴息资金要按规定及时拨付到位和专款专

用，贷款贴息情况报告制度由按月报告改为按季报告，省级

财政贴息资金由按季申请调整为按需求随时申请。

（五）加大对劳动密集型小企业支持力度。劳动密集型

小企业是吸纳就业的重要力量，调整后的小额担保贷款政策

重点从三个方面进一步加大了对劳动密集型小企业的支持力

度。一是对现有在职职工总数超过 100 人以上的劳动密集型

小企业，只要吸纳下岗失业人员的比例达到 15% （原来为

30% ），就可以按规定申请小额担保贷款。二是经办金融机

构对符合条件的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发放小额担保贷款的最高

额度，由 100 万元提高到200 万元。三是鼓励各省级和省级

以下财政部门利用小额贷款担保基金为劳动密集型小企业提

供贷款担保服务。

三、小额担保贷款政策促进就业成效显著

（一）小额担保贷款规模大幅增加65.68% 。截至 2008

年末，全国累计发放小额担保贷款332.5 亿元，其中微利项

目贷款216.22 亿元。2008 年全国发放小额担保贷款 125.5

亿元，同比增长65.68% （其中微利项目贷款和劳动密集型

小企业贷款118.2 亿元，同比增长66.71% ），年末贷款余额

143.35 亿元，同比增长45.5% 。其中：东部7 省市（北京、

上海、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共发放下岗失业人

员小额担保贷款 2.13 万笔，金额 11.84 亿元，同比增长

25.16% ；全国其他地区共发放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

28.34 万笔，金额113.66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71.46% 。

（二）中央财政贴息资金增幅高达65.64% 。截至 2008

年末，中央财政累计向全国（除东部7 省市）拨付小额担保

贷款贴息资金20.26 亿元。其中，2003—2007 年拨付贴息资

金11.63 亿元，2008 年拨付贴息资金8.63 亿元，同比增长

65.64% 。各省市已累计使用贴息资金 18.14 亿元，其中

2008 年使用7.98 亿元，同比增长46.96% ，年末结余 2.12

亿元。东部7 省市地方财政2008 年拨付贴息资金3301.08万

元，同比大幅增长67.17% 。

（三）担保基金规模稳步增长。2008 年末，全国担保基

金规模达到84.75 亿元，同比增长约21.23% ，其中：东部7

省市15.61亿元，全国其他地区69.14 亿元。全国平均担保

基金放大倍数为1.69，同比增长 19.86% ，经济杠杆作用有

所提高。

（四）小额担保贷款奖补机制初步形成。2008 年，为充

分发挥财政贴息资金对小额担保贷款发放的促进作用，财政

部建立了小额担保贷款奖补机制。根据2007 年小额担保贷

款发放情况，2008 年中央财政首次向全国拨付奖补资金

1.05 亿元，其中贷款奖励资金 3785 万元、担保补贴资金

6753 万元。奖补机制的建立，有效地调动了各部门的积极

性，提高了贷款发放效率，有力地推动了各地小额担保贷款

工作的开展。

（五）小额担保贷款政策有效缓解就业压力。小额担保

贷款政策对缓解就业压力、促进社会和谐起到了积极作用。

截至2008年底，江西、吉林、重庆 3 地，累计直接扶持创

业人数分别达到14.8 万人、6.7 万人和 10 万人，累计带动

就业人数分别达到43.9 万人、23 万人和16 万人。特别是

2008 年政策调整后，小额担保贷款缓解就业压力的成效日益

显著，直接扶持就业人数和带动就业人数，普遍比2007 年

出现大幅增长。贷款发放规模位居前列的江西、河南和黑龙

江3 省，直接扶持就业人数增长率分别达到 27.47% 、

25.22% 和26.27% ，带动就业人数增长率分别达到36.59% 、

46.98% 和26.27% 。

（财政部金融司供稿，韩 斌、申婷婷执笔）

强化 区域合 作  

共同应对危机

2008 年是国际社会积极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危机的一年。

财政部积极参与应对危机的国际合作，在区域层面重点推动

东盟加中日韩（10 + 3）财金合作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

财长会议进程，为加强本区域共同应对危机能力做出了积极

努力。

一、推动10 + 3 财金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10 + 3 财金合作源于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经过

近10 年的发展，10 + 3 财金合作已形成以推动清迈倡议多边

化和发展亚洲债券市场两个倡议为主要内容的合作框架，成

为推动东亚区域合作重要力量。

（一）清迈倡议多边化。2000 年 5 月，在泰国清迈举行

的 10 + 3 财长会上通过了“清迈倡议”，决定建立基于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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