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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信贷扶贫到户也适应偏僻地区 

发布时间：2007-01-08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文章作者：赵俊臣 

  2006年，小额信贷扶贫到户的创始人尤诺斯教授与他领导的孟加拉国乡村银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后，在中国掀起了一股不算小的小额信贷的热潮。我们看到，往日里以种种理由反对小额信贷的人纷纷

改口，有关部门也一反常态的为“严得出奇”的小额信贷政策“松”了一点“绑”。看来，国内小额信

贷的春天似乎就要来了。 

 

  在这个过程中，自己掏钱在山西进行小额信贷实验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老先生连续写文章、作报

告、接受记者采访，满腔热情地宣传小额信贷，实事求是地指出国内小额信贷遭遇的政策障碍，高瞻远

瞩地提出了一系列发展的对策建议。这对于我国小额信贷的快速、健康发展，无疑是很大的促进。 

 

  然而，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小额信贷扶贫到户并不适应偏僻地区。例如，茅于轼老先生就在最新一

期《学习时报》上发表文章《推广小额贷款的若干问题》说：“小额贷款要能够成功，必须有一定的主

客观环境。比如家庭有劳动力；附近有市场，能出售产品；有起码的资源，如土地或其他自然资源；还

有相应的技术，不论是养殖，是副业等等。所以小额贷款不适用偏僻地区，不能接近市场的农村。”

（转引自中国网2007-01-01）   

对此，我持不同看法，觉得小额信贷扶贫到户也适应偏僻地区。 

 

  一、我是从我的实践中，得出小额信贷扶贫到户也适应偏僻地区这一认识的。 

 

  2001年8月，全球环境基金（GEF）/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资助、由我主持的“中国云南省多

部门协作与地方参与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试验示范项目（YUEP）”正式启动。在由村民民主选

举产生属于自己的社区共同管理自然资源组织的基础上，2002年初，我在YUEP两个项目点——云南省大

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彝族自治县沙乐乡（后并入公浪镇）和临沧市云县后箐彝族乡，实验社区基金，基金

按小额信贷扶贫到户的模式运作，获得了成功。截止2005年底统计，先后在48个村，累计对2211户贫困

农户贷款168万元，贷款贫困农户项目成功率95%，按期还款率100%。据我的同事张体伟副研究员、乔召

旗硕士的随机抽样调查定量研究，每100元小额信贷贷款产生的效益为207元，其中，直接经济效益114

元，生态及社会收益93元。这证明了YUEP项目所设计与实践的社区基金和小额信贷是成功的，不仅实现

了社区贫困村民创收发展、经济收入大幅度增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促进了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村民

减少对森林的依赖性、减缓周边社区对保护区的压力，达到了对当地社区森林、自然保护区及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目的。 

 

  实际上，这两个项目点都位于非常偏僻的贫困地区。 

 

  沙乐乡位于南涧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东南周边，距离昆明市约需一整天的汽车路程。由于偏

僻，在云南省乡镇机构改革中被撤消、并入了公浪镇。由于沙乐距公浪镇的乡村道路30多公里，无交通

汽车营运，当地人到一趟镇里办事很不容易。 

 

  后箐彝族乡就更偏僻了。乡政府位于距云县县城90多公里的一个公路“死角”地带；乡内经济极其

落后，没有一家国有企业；乡政府所在地除机关、学校、医院外，只有几家为机关服务的个体小杂货店

和小餐馆；乘越野汽车从昆明市出发要走两天。1999年初我去选点调研时，从外部进入乡政府所在地的



公路，尚是晴通雨阻的土路。由于我们要来作国际项目，才破例修通了弹石路。我们选的项目村——勤

山村委会距乡政府约25多公里，只有一条乡村小道，没有公交汽车。该村与乡政府所在地之间隔着一座

大山，老百姓要到乡政府办事、赶农贸市场，一般步行爬山约需4．５个多小时，一来一回就得一天。就

是这样偏僻的村庄，小额信贷也成功了。 

 

  二、小额信贷带动了偏僻贫困地区村级范围内的消费市场发展 

 

    我们知道，偏僻地区经济落后，市场很不发达，特别是偏僻贫困地区的村庄，几乎没有市场。而小

额信贷扶贫到户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贷款要还，而且是高利率和整贷零还。一方面，在高利率情况

下，相对富裕户和村干部就觉得不划算；在整贷零还情况下，相对富裕户和村干部就觉得不耐烦。因为

他们作为当地“强势人群”，如发展家庭经营，可以到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而贫困户作为当地“弱势

人群”，根本不能到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只有富裕户和村干部不耐烦使用，小额信贷这一宝贵的扶贫

资源，才真正的、不折不扣的、毫无争议地“留给”了贫穷人。这也就是说，只有小额信贷扶贫到户的

这一制度设计，才真正的“瞄准”了贫穷人，排除了相对富裕户和村干部。而我国现有的扶贫制度设计

与实践，例如扶贫贴息贷款、大额度贷款等，基本上都偏离了目标，贫穷人一般是得不到，甚至于连信

息都不知道。另一方面，贷款的贫困户要还款，就必需到当地的市场里变卖自己的产品，换成货币。在

此，一定的市场是必需的。 

 

  偏僻贫困地区村庄里的穷人，连温饱、吃饭都成问题，当然不会产生以交换为特征的市场了。这就

是人们常常批评的“小农生产”、“自给不能自足”的经济原因；也是茅于軾老先生强调的偏僻地区没

有市场而不能发展小额信贷的原因。 

 

  偏僻贫困地区村庄的市场问题终究是要解决的。解决的方案有几种：一是等待经济发展了，当然自

动会产生市场。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等不得的；二是外界例如政府帮助建设市场。但案例早已证

明，经济不发达，人为的市场是不会有作为的；三是通过村庄内部包括贫穷农户在内的所有农户的共同

努力。而小额信贷就是一个唯一的选择。 

 

  那么，小额信贷是怎么样培育了偏僻贫困地区村庄的市场呢？ 

 

  首先，小额信贷直接创造了市场消费品的供给。项目村的贫困户，有的用小额信贷办起了小杂货

店，从此村民日常所需的食用盐、酱油、针线、火柴、夜晚点灯的煤油、小学生用品等，在村里有了供

给，不用花一天时间翻山越岭到乡政府所在地采购了。更使我意想不到的是，有的农户利用小额信贷办

起了豆腐坊，生起了豆芽，由此村民们有了豆腐、豆芽吃。有的村民还把本村卖不出去的豆腐、豆芽挑

到外村去卖。豆腐、豆芽的营养成分很高，对于改善贫穷人的体质大有好处，特别是使贫困山村出现和

形成了豆制品加工、销售、消费的市场。这种市场初看起来很原始，但是对于偏僻贫困地区的村庄、村

民来说，却是“惊险的一跳”，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其次，小额信贷直接创造了市场消费品的需求。这里讲的需求有两个含义：一是按照作为一个有尊

严的人的生产与生活的需求。二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偏僻贫困地区的村庄，村民们基本上没有支

付能力，其需求也就不得不压缩到最低限度。我们的项目实施后，村民们利用小额信贷发展诸如引入良

种、扩大经济作物种植、老茶园改造、牲畜饲养、豆制品加工、贩运、小生意等，在原材料、工具、人

手、销售等方面，便产生了需求。例如，请人帮工，就必需招待象样的饭菜、烟酒，从而出现了一个村

内的需求市场。 

 

  在此，我举一个碰到的例子。我曾陪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北京办事处官员邓永峥先生到我

们沙乐项目点大歇厂自然村视察。邓先生慷慨资助一个家里供不起学费的女学生吴香。于是我们询问吴

香的理想，她回答说长大了的理想是作“国家主席”。我们告诉她，想当国家主席的理想太高了，请她

再说一个理想，她说想当新闻记者。这说明，偏僻贫困地区村民的需求，并不亚于城市里的人、富裕起

来的人，只不过我们这个社会尚需要努力为贫穷人创造公平、透明的发展机会。 

   

  三、小额信贷是贫困户自己给自己当“老板” 

 

  小额信贷扶贫把目标瞄准贫困农户，专门设计了一整套排除富人的制度，特别是由贷款贫困户自己

寻找、设计、论证和确定项目，从而为自己提供了一个自我发展的机会与平台。这一个自我发展的机会

与平台，是自我就业、自己给自己当老板，而非受雇就业。 



 

  我们知道，一个人在获得劳动权这一重要人权的时候，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或是受雇就业，或

是自我就业。受雇就业一直是政府、扶贫者所推崇的道路与目标。例如人们津津乐道的“公司+农户”、

“项目带动千家万户”等，至今仍然作为反贫困的首要选择。但是，受雇就业对于缓解贫困并非是一件

完美的事。这是因为，一方面，创造受雇就业的资金成本通常都是很高的。前些年，我国国有企业每吸

收一个职工就业，所需投资一般在1.5——３万元，农业项目也在1万元以上。面对庞大的贫困者劳动队

伍和日益增长的城乡劳动力供给，不要说是偏僻贫困地区难以招架，即使是一些发达国家与地区，也不

大可能为吸收这些劳动力创造受雇就业机会而达到足够的投资水平，而不得不长期为失业问题困扰。另

一方面，即使是投入了一定的资金而提供了部分就业机会，贫困者由于是社会的“弱势人群”，也往往

被排除在受雇就业的大门之外。 

 

  然而，在自我就业、自己给自己当老板的小额信贷扶贫中，获得贷款的贫困户自选项目，自主经

营，自我受益，自担风险，从而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效果：一是极大的提高了贷款农户的经营自豪

感、成就感；二是给贷款农户一个极大的压力，激发了他们生产经营的责任心、积极性；三是贫困户贷

款发展项目的过程中，获得了“企业家”才干的培训。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看到浙江省的经济发展的很快很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浙江农村差不多

家家户户都办企业，几乎人人都是老板。我们相信，西部特别是贫困地区、偏僻地区，先通过小额信贷

脱贫，再通过大额信贷致富，可能是一条唯一可行的道路。 

 

    （作者单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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