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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光惠] 来源：[本站] 浏览：[] 评论：[] 

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促进就业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部
分企业产能受到抑制，经营效益下滑，对劳动力吸纳能力也急剧减弱，就业形势较为严峻。为更好地
发挥金融支持就业再就业作用，进一步加大小额担保贷款的投放力度，支持下岗失业人员实现自主创
业，人民银行普洱市中心支行对辖内小额担保贷款业务的开展情况进行了调查。 
一、基本情况 
普洱市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业务于2003年12月正式启动，业务开办以来，银行、财政、劳动和
社会保障等部门各司其职，不断提高工作效率，相继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推进小额担保贷款工作、促进
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政策。经过近六年的努力，小额担保贷款政策已成为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就业再
就业的重要扶持政策，为帮助下岗失业人员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提供了有力支持。截至2009年8月末，
全市已个人及劳动密集型企业累计发放小额担保贷款44898万元，余额达40407万元。投入的贷款主要
分布在农业、林业、餐饮、交通运输、服务等行业和领域。 
（一）实施小额担保贷款政策，稳步推进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业务发展，为扩大就业和促进经
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自业务开办以来，普洱市小额担保贷款扶持人数和放贷金额连续五年实现了翻番，贷款已覆盖全市的9
县1区，财政投入的担保基金由2004年末的322万元增加到2009年8月末的1630万元。截至2009年8月
末，全市已累计对个人发放39246万元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余额已由2004年末的175万元上升
到2009年8月末的34755万元，直接扶持的自主创业人员累计由2004年的94人次上升到2009年8月末的10
955人次（笔）。特别是2009年以来，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返乡农民工、高校毕业生、下岗失
业人员就业困难等现实问题，普洱市金融机构积极加强与财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的协调、配
合，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经济形势下就业工作的通知》（国发[2009]4号）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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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相关要求，深入领会和把握创新小额担
保贷款管理模式和服务方式的精神实质，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对返乡农民工、高校毕业生、下岗失业人
员等的金融服务，积极构建和谐金融，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快速增长。其中2009年1至8
月，累计发放5718笔、26397万元贷款，分别占贷款累计发放笔数和金额的52.2％和67.3％，贷款发放
进度和资金扶持力度明显加大，金融扶持弱势群体政策效果明显显现。实施的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
贷款政策为帮助下岗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高校毕业生等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提供了有力支持，直
接和间接地带动了一大批有就业愿望和就业能力的人员实现了就业、再就业，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
经济增长、拓宽就业渠道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镇沅县王荣斌、沈国会夫妇2005年单位改制后
双双下岗，向农村信用社申请4万元的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办起了根雕加工厂，在自主创业的
同时，吸收了10名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截至2008年底，资产总额已达20万元，年收入10万元以
上。 
（二）运用小额担保贷款的平台作用，加大对劳动密集型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充分发挥其对扩大就业
的辐射拉动作用 
劳动密集型小企业是吸纳就业的重要力量，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渠道，更是承载就业的重要载体。小额
担保贷款政策制度设计的出发点是为了支持国有企业改革，解决经济转轨时期历史遗留的下岗失业人
员再就业问题。小额担保贷款政策实施六年多来的实践证明，有效扩大就业必须全面、充分发挥劳动
密集型小企业对就业的拉动辐射作用，为多层次、全方位带动和帮助更多的下岗失业人员和就业困难
人员成功实现就业、再就业，普洱市金融机构积极加强与财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的协调、配
合，认真贯彻落实相关政策，注重研究劳动密集型小企业融资及担保问题，利用小额担保贷款政策服
务平台，进一步改进和完善金融服务，加大对劳动密集型小企业的资金扶持力度，为保稳定、保民
生、保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 
普洱市劳动密集型小企业贷款从2007年3月正式启动，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和发展，全市扶持的劳动密集
型小企业，规模和效益进一步得到扩大和提高，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截至2009年8月
末，普洱市工行、农行和农村信用社累计对辖内43户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发放了5652万元贷款，吸纳安
置2000多个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就业和再就业，2008年至2009年上半年，各级财政共投入贴息资金16.9
万元。 
二、制约业务发展的因素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普洱市小额担保贷款业务的开展为保稳定、保民生、保增长和支持创业促就业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
用。但从运作情况看，小额担保贷款业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一）地方财力有限，担保基金规模小，制约了贷款的有效投放 
普洱市属少边穷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2008年，全市地方财政完成一般预算收入13.70亿元，全年
财政支出却达59.34亿元，重点用于行政管理、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基本建
设等领域。由于地方财力困难，政府投入的担保基金额度小，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贷款的有效投放，致
使部分下岗失业人员不能及时得到贷款支持。截至2009年8月末，全市筹措的担保基金仅为1513万元，
而个人小额担保贷款余额已达31380万元，平均放大倍数已为担保基金的20.7倍。普洱市贷款额度原则
上按担保基金的1—5倍发放，从筹措的担保基金与下岗失业人员（目前全市城镇登记失业人数10862
人）人数对比看，二者差距较大，担保基金难以满足众多下岗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及高校毕业生等
的贷款需求。 
（二）工作量大，管理成本高，且存在一定的风险性 
小额担保贷款的贷后管理，是关系到贷款的风险防范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一是小额担保贷款金
额小、工作量大、环节较多、手续复杂，经办人员在审查借款人资格、信用状况及发放贷款时，很难
对每个借款人进行贷前调查，加之由于下岗失业人员流动性大，经营地分散，情况复杂，加大了跟踪
管理及清收贷款的难度，经营管理成本较高。二是由于借款主体为弱势群体和小型微利企业，发放对
象一般为从事服务、餐饮、修理等行业的人员，从事行业复杂，资金投入后在短时间内难以产生效
益，达不到扶持效果，且下岗失业人员具有分散性、流动性的特点，就业创业预期收益难以确定，未
来收入难以估算，贷款风险程度较高。 
（三）信用社区的创建工作进展缓慢 



按照稳步推进逐步建立完善“创业培训＋信用社区小＋小额担保贷款”联动机制的工作要求，普洱市
劳动保障部门、财政部门曾就信用社区建设开展过前期调查，并初步确定了信用社区建设方案，但至
今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由于信用社区创建工作进展缓慢，不利于扩大小额担保贷款覆盖面，影响了
小额担保贷款工作促进普洱市就业再就业政策效应的进一步发挥。 
（四）政策宣传不到位，创业培训力度不够 
一是由于政策宣传不到位，部分急需资金扶持的下岗失业人员对相关政策了解甚少而得不到相应的贷
款支持；二是下岗失业人员大多数文化程度低，缺乏专业技能和创业的勇气及潜力，虽然各级劳动部
门都在开办创业培训，但由于针对性不强，导致部分下岗失业人员创业能力差；三是创业培训内容简
单、重复，一般仅局限于维修、服务、餐饮等技术含量较低的行业，加之由于下岗失业人员大多不熟
悉经营之道，一旦经营失败，将给贷款的回收带来一定困难。 
三、促进业务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积极筹措资金，加大担保基金投入力度 
各级财政部门应根据贷款需求，积极调整支出结构，按担保基金的放大倍数规定，合理安排资金，进
一步扩大担保基金规模，确保更多的失业人员享受到优惠政策扶持。 
（二）强化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进一步完善再就业培训 
小额担保贷款工作涉及财政、银行、劳动等多个部门，仅靠个别部门的努力难以奏效，必须加强部门
之间的联动，各司其职，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金融支持创业促就业的长效机
制，确保小额担保贷款可持续发展。劳动部门要进一步发挥培训机构的作用，通过提供各种创业及技
术培训等服务，把小额担保贷款和创业培训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提高下岗失业人员的创业能力，从根
本上降低贷款风险和损失，真正发挥政策扶持效应。 
（三）加大政策宣传力度 
各级政府应组织有关部门，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体宣传，或深入社区等多种形式，通
过悬挂横幅、张贴标语等方式，加大政策宣传和引导，让下岗失业人员明白申请小额担保贷款的条
件、程序及相关规定。 
（四）进一步加快信用社区的创建工作 
根据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普洱”建设的要求，要加快信用社区的评定和创建工作力度，通过
创建信用社区，不断扩大小额担保贷款覆盖面，规范和强化贷款管理，依托信用社区创建工作，拓展
小额担保贷款的发放，进一步发挥其对扩大就业的辐射拉动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普洱市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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