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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晓山：印度小额信贷经验给我们的启示 ( 2 0 0 6 - 0 5 -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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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印两国小额信贷在发展阶段、规模、成绩和问题等方面有不少可比较之处，两国在该领域改革方向上也有相似的探索。因此，在某
些方面，印度的经验是很值得我们研究学习、借鉴的。 

  小额信贷机构存在的问题  

  就组织类型而言，印度小额信贷机构可分为“主流”和“其他类”两种类型。  

  主流小额信贷机构不缺乏资金并能获得大量低成本的储蓄，尽管它们身在农村并提供低利率贷款，

主要如下：  

  对客户不友好的产品和程序。由于客户大多数为文盲，且多需要消费贷款，多数需要繁琐手续和抵押保

穷人手中。  

  不灵活和拖延。由于制度和程序严格而导致贷款时间上的拖延，不利于客户争取进一步的贷款。  

  合法和不合法的高交易成本。虽然给客户的贷款利率是合规的，但由于多次的申请贷款往返路程，文件的

费，增加了客户的借贷成本，因此对客户缺乏吸引力。  

  被视为社会义务而非一个经营机会。小额信贷被传统地视为一种社会义务，而不是潜在的业务经营

  法规框架的限制。１）决策者认为农民和穷人需要低利率和补贴贷款。因此对贷款额至２５０００

顶分别为１２％和１３．５％。２）小贷款被用于政治赞助工具。这破坏了贷款必须归还的准则。因此，

难，也使贷款很少扩大，甚至不断萎缩。３）地区农村银行法不允许民营股加入。各地的合作社法不允

政府建。这两个法规造成农村信贷由邦政府垄断。  

  其他类小额信贷机构在到达穷人方面也不完全成功，原因主要如下：财务问题导致建立不适宜的法律

缺乏正确的治理和可信度；孤独和分散。  

  思考与启示  

  福利型小额信贷的劣势。从印度小额信贷，尤其是政府主导型的小额信贷项目，例如“农业综合开发项

同样看到了中国同类项目的影子。为了帮助中低收入和贫困农户及农村社区发展，两国政府都大规模设

利型小额信贷项目。政府采用财政补助等非市场机制手段发放低利率贴息贷款。此类项目旨在扶贫帮助弱

而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局限，往往造成借贷程序官僚化、工作人员不友善、持续贷款少、客户借款成本高等

还贷率很低，难以持续发展。  

  非金融机构小额信贷的弱点需得以缓解。印度非金融机构（即上文所述的非主流）小额信贷所面临

相似的。这类项目机构往往缺乏适宜的法律形式，资金来源有限，缺乏合理的治理结构，透明度不够，

以扩展。项目机构彼此间分散、孤立、缺乏整合力。这些弱点要完全化解是不现实的，各类项目机构有各自的定位、

这些弱点经过主客观的努力又是可能得以不同程度的缓解和解决的。因此，政府、捐助者、金融部门、小

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条件，促进非金融机构小额信贷的健康成长。  

  民营小额信贷发展的潜力。在印度，与国际规范接轨的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和我国的类似项目起步

初，然而到目前为止，它们的规模和发展水平从总体上，已超过我国的项目。我国借贷户超过万户的民

而且资产质量并不十分理想。而印度的ＳｈａｒｅＭｉｃｒｏｆｉｎ公司、ＡＳＡ等都在５万户以上。

的支持，允许注册为金融公司或小额信贷机构；资金融通方面的便利，可获得金融机构的融资；内部业务



运作金融资产。  

  非政府机构在“连接项目”中的作用值得借鉴。印度的银行和借贷小组间的“连接项目”式小额信

我国，除了政府组建的机构帮助农行运作小额信贷项目，“连接项目”的其他类型则很少见。原因主要是我

缓慢，而且ＮＧＯ运作小额信贷也没有金融合法地位。现在，中国政府在小额信贷项目运作主体的规定上正越

目”模式有潜力得以更多的运用和借鉴。在这类项目中，不同ＮＧＯ可根据各自的专长，既可做金融中介，也可做非金融中介，可以

配合银行和借贷者组织、优势互补，达到多赢的局面。  

 

 

 

文章出处：《合作金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