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物权法》对农业小企业信贷业务的影响 

文/王圣礼 

  
    
   我国物权法已于2007年10月1日正式生效，这对银行业拓展小企业信贷业务方面提供了良好的
机遇，同时，也产生来诸多新的风险，我国银行业要充分利用物权法的规定开展农业小企业信贷业
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金融机构拓展农业小企业信贷业务面临的困难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农业小企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农业小企业提高融
资支持是我国金融机构的重要业务增长点。 
   由于农业小企业自身的一些特点，金融机构在拓展农业小企业信贷业务方面存在着以下困
难： 
   （一）农业小企业自身信用不足。农业小企业大多是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产权治理结构不
尽合理，企业管理不规范，报表账册不全、内部制度缺乏，财务信息失真现象普遍存在。 
   （二）农业小企业的经营范围主要分布在农林牧副渔业的加工、流通、零售、运输、仓储行
业，具有受自然条件影响大、业务稳定性差的特点，难以长期保持盈利状态。 
   （三）担保难成为农业小企业获得农发行信贷支持的“瓶颈”。农业小企业由于其经营发展
的不稳定致使其难以获得社会上有限担保资源的支持。 
   （四）银企信息不对称，银行贷款风险加大。多数农业小企业是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会计
制度不健全，而且财务信息披露意识差，银行考察其真实的资信状况难度较大。银行没有合适的渠
道或缺乏有效的机制了解企业真实的财务信息、贷款所面临的道德风险问题也相对更加严重。 
   上述困难的存在客观上为金融机构拓展农业小企业信贷业务的增加了难度，因而农业小企业
贷款业务很容易陷入一个怪圈：农业小企业本身业务的特点致使银行不愿为其提供信贷支持，而缺
乏信贷支持也使得农业小企业发展难以得到进一步提高。因而在缺乏有效的政策和法律支持的前提
下，这个怪圈还要继续循环下去。而我国今年10月1日生效的物权法为破解这个怪圈提供了法律资
源。 
   二、《物权法》为金融机构拓展农业小企业信贷业务提供了机遇与新的风险 
   200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正式生效，其中的诸多规定为金融机构拓展农业
小企业信贷业务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同时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风险。 
   （一）担保物权在物权法中得以明确规定为金融机构拓展农业小企业信贷业务提供了良好的
机遇。 
   1、《物权法》拓展了担保法中规定的可用于担保的财产范围，一方面为农业小企业提供更加
方便的担保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也为金融机构拓展农业小企业信贷业务提供了方便。《物权法》
一百八十条规定的可以作为抵押财产的范围基本上同《担保法》的规定相同，而物权法第一百八十
一条明确拓展了可用于抵押的财产范围，质权方面，《物权法》在第二百二十二条明确增加了“可
以转让的基金份额、股权”为可以质押的财产。这极大地拓宽了动产抵押物的范围，农业小企业可
以更加方便的从金融机构融资，而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可用于抵押财产的增加在客观上为开拓信贷
业务提供了便利；2、《物权法》在抵押合同上关于不动产登记的新规定放宽了抵押合同生效的条
件，有助于防止为农业小企业提供信贷资金的金融机构降低信贷风险；3、《物权法》在第十六章
第二节增加了最高额质押担保方式，有助于金融机构提高为农业小企业办理贷款业务的效率；4、
《物权法》完善了不动产登记制度，有助于提高金融机构的业务效率；5、《物权法》规定了不动
产预告登记制度可以有效防范不动产的“多重抵押”问题，从而可以切实保障金融机构的资金安
全；6、《物权法》中关于法院裁定以物抵贷的，自裁定书生效之日起取得物权的规定为金融机构
在处置对农业小企业不良资产的处置作出了有利规定；7、《物权法》中质物可以转质的规定不仅
拓宽了农业小企业提供担保的财产范围，而且金融机构可充分利用质物的价值，为自己的新业务提
供担保。 
   质权人因质权的设定而占有质物，不利于质物使用价值的发挥。《物权法》第二百一十四条
规定质权人在质权存续期间，未经出质人同意，擅自使用、处分质押财产，给出质人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条对转质的情形作了否定性禁止，因而反过来理解就是，质权人在在质权存
续期间，经出质人同意，可以转质。这一规定对于质权人充分利用质物的价值有重要意义，拓宽了



 

质权人可用于担保的财产范围，农业小企业不仅可以用自己所有的财产提供担保，而且还经出质人
同意，还可以用享有质权的质物提供担保。 
   （二）《物权法》对金融机构开展农业小企业信贷业务同样也存在着以前所没有的风险。 
   1、缩短了担保物权行使的时间 
   现行的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十二条规定，担保物权所担保的债权的诉讼时效结束后，担保权人
在诉讼时效结束后的二年内行使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是，《物权法》对此却予
以了缩短，第二百零二条规定担保物权人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未行使担保物权的，担保物权
消灭。这一规定更不利于银行实现担保物权，银行应在规定的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前及时行使
担保物权。 
   2、怠于行使质权造成损害的，质权人应承担民事责任 
   关于质权实现的时间，现行的担保法规定在诉讼时效结束后的二年内行使质权的均受法律保
护，此外并无其他限制。但是，《物权法》却对此作出了限制，第二百二十条规定出质人请求质权
人及时实现质权，因质权人怠于行使权利造成损害的，由质权人承担民事责任。这一规定对银行在
实现质权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就是说，出质人请求银行及时实现质权的，银行应及时去实
现，否则因怠于行使质权造成损失的，银行应承担民事责任。 
   3、接受异议登记期间的不动产作为抵押物将面临无效的风险 
   根据物权公示原则，登记的权利人推定为真实的权利人，但实际上并非绝对正确。为此，
《物权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了异议登记制度。利害关系人对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物权归属等事
项有异议的，可以申请异议登记。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的，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更正。上述规定
对银行办理抵押贷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银行必须对抵押物的权属进行深入和全面的调查，确
保抵押人对抵押物享有所有权，因为一旦抵押后抵押物的所有权发生纠纷，银行必须耗费时间和精
力来处理，而且如果抵押物被异议登记，还将使银行在异议登记期间无法处置抵押物，从而影响银
行抵押权的实现。二是不能接受异议登记期间的不动产作抵押物。异议登记的目的在于对现时登记
的权利人的处分权进行限制，使其在异议登记期间不能处分不动产物权，以维护事实上真正权利人
的权益。此时，如果银行接受异议登记期间的不动产作为抵押物的，一旦登记更正后的权利人不追
认，则抵押不发生效力。 
   4、法院裁定以物抵贷的不动产未办理登记的，不得处分 
   《物权法》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因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继承以及
合法建造、拆除住房等事实行为，导致不动产物权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
及时办理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处分其物权。根据这一规定，非依法律行为发生的不经公示而直接
生效的物权变动，物权取得人的处分权将受到限制，如银行对法院裁定以物抵贷未办理登记的，不
得处分抵贷物，有利于保障交易安全。因此，今后银行对法院裁定以物抵贷的，应及时去登记机关
办理登记，以便及时有效地对抵贷物进行处置。 
   5、企业以将来的动产抵押的，银行抵押权存在落空的风险 
   如前所述，《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一条拓宽了可以抵押财产的范围，但是，在接受此类抵押
物时，应全面分析其风险。《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九条规定，依照本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抵押
的，即使办理登记，也不得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已支付对价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也就是说，
即使办理了登记，也不能对抗已经对抵押物支付了对价的善意买受人。此时，银行的抵押权将落
空。 
   6、以预告登记的不动产抵押的，银行抵押权面临落空的风险 
   《物权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预告登记后，债权人自能够进行不动产登记之日起三个月
内未申请登记的，预告登记失效。如果银行接受了预告登记的不动产为抵押物，一旦抵押人不在能
够进行不动产登记之日起三个月内及时办理正式登记，则银行的抵押权将因抵押人的所有权预告登
记失效而面临落空的风险。 
   三、农业小企业信贷业务中的风险规避 
   对金融机构开展农业小企业信贷业务来说，《物权法》在为银行开展农业小企业信贷业务提
供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但面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良好大局，我们不应因噎废
食，应采取如下措施做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信贷资金的安全： 
   1、加强放款前的审查工作； 
   目前金融机构设置中缺乏专门的风险审查部门，每一笔贷款的发放都是由信贷部门来负责，
考虑到信贷部门本身的监督问题，对信贷业务风险的审查由信贷部门以外的部门来负责比较好。此
时最关键的是对担保物的审查，在签订担保合同后，对担保物一定要依据《物权法》和《担保法》
的规定就行登记，只有在担保物在登记机关登记以后贷款的发放才有可能获得安全的保障。 
   2、放贷后对担保物的状态进行随时审查； 
   款项从银行转移到农业小企业手中并不是贷款业务的终止，而是风险的开始。因为在放贷前
银行面临的风险只是潜在的，一旦终止对借款人审查程序，银行不会产生很大损失，而一旦款项发

 



放到位，银行就面临着的风险就由潜在的转化为现实的。因而放贷后对农业小企业提供的担保物状
态随时进行审查对于信贷资金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对于抵押物要随时前往抵押物所在地审查抵押
物的状态，对于质押物要妥善保管，在取得质押人同意的前提下将其转质，这些工作对于信贷资金
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3、贷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归还借款时对担保物的及时处理； 
   对于任何一家银行来说，清欠工作是最为艰辛的。每一笔贷款到期后，一旦农业小企业不能
清偿到期贷款，如果担保物管理不善，金融机构所面临的现实的风险很有可能就会变成损失。因而
一旦发生有客户不能及时归还借款的情形发生，必须立即对已经进行抵押登记的抵押物进行处置，
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不会超过主债权的诉讼时效，二是此时抵押物有很大的可能性仍处于一个
良好的状态，其价值尚未受到较大的贬损。此时对抵押物进行处置可以最大限度的挽回我们的损
失。 
   4、以物抵贷后对不动产担保物要及时变更登记； 
   在法院判决以物抵贷后，要及时转移抵押物的所有权，由于不动产物权变动以登记为要件，
因而我们必须在判决生效后去不动产登记机关变更所有权人；而对于动产来说则没有必要登记（作
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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