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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将正规小额信贷与民间信贷进行对比 , 发现内生于中国农村经济生活中的民间小额信贷具有降低交易成本、化解金融风险、适应
性强等方面的优势, 因此扶持发展民间小额信贷才能使更广大的农民获得金融支持才能够真正建立普惠性金融体系 , 提出建立乡村范
围社区银行是未来民间小额信贷的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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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comparing withformal and folk small credit , the result shows that folk small credit is inherent in country economy has the advantages
of lowing trade cost , resolving fi nancial risk and strong adaptability . Therefore , developing folk small credit , more peasants can get fi nancial help and
build i ncl usive financial system. The study puts forward building community banks in village that is a new model of fol k small cred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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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在1993 年引入乡村

银行模式的小额信贷算起, 小额信贷在中国农村已有16 年

的历史。但到目前为止 , 中国还没有形成有影响力的可持续

的小额信贷机构, 这跟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低收入人口

和微型企业非常缺乏金融服务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中国

农村小额信贷发展跟不上经济发展, 也跟不上农村金融需求

的要求。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小额信贷形式? 在我国商

业小额信贷按主导机构分, 大致可分为正规金融机构开展的

小额信贷与非正规金融机构开展的小额信贷两大类。在农

村从事小额信贷的正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农村银行、农村信

用社、邮政储蓄银行等, 其中以农村信用社为主。开展小额

信贷的非正规金融组织包括各种民间金融组织, 如钱背、合

会等。笔者将正规小额信贷与民间小额信贷从成本、风险、

收益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探讨何者更能适应中国农村环境

并能保持长期的发展。

1  贷款成本比较

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户的贷款成本主要来自运营成本和

信息成本。在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运行小额信贷的成本是非

常高的。由于农村小额信贷每一笔信贷的额度都很小 , 在贷

款成本固定的情况下无法形成金融业务活动应有的规模效

应, 从而无法从规模效应中得到成本降低。小额信贷是一种

非实物抵押信贷, 为了规避风险大多数正规金融机构开展小

额信贷手续十分繁琐 , 如刘峰( 2006) 对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昂昂溪信用社农户联保货款过程的调查表明, 仅办理贷款过

程中的签字次数就达160 次 , 农户支付了高昂的时间成本 ,

信用社也花费了大量的办公费用[ 1] ; 湖北省随州市府河镇信

用社小额农贷的交易费用支出率也比企业贷款的费用支出

率高0 .72 %[ 2] 。从信息成本看, 我国农村地广人稀, 基础设

施薄弱信息网络缺乏, 金融机构之间信息交流困难, 导致一

个地区的外生金融机构搜索信息成本非常高昂。我国金融

机构开办的小额信贷由于经营成本高, 贷款回收率低, 最多

只能获得7 % ～9 % 的资产回报率, 远低于国际标准, 也尚未

实现可持续发展。

民间小额借贷通常发生在同族、同村或同地区内。中国

农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以家族为单位结合起来的经济

体, 成员之间的相互了解程度远远大于商业银行和客户之间

的程度, 贷款者在对借款人的资格审查、借款的时候监督等

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同时 , 在贷款的使用过程中, 比较紧

密的社会关系也使紧密的监督成为可能。应该说 , 在一定地

域范围内, 农户之间的信息和信用状况已经事先存在于当事

人双方, 无论贷款行为是否发生。这就意味着外生的正规金

融所必须进行的贷款前的调查以建立信贷关系的费用在内

生金融里是不存在或者相当低的。

2  贷款风险比较

正规金融机构开展小额信贷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是由于

抵押物的缺乏以及惩罚不足所导致农户依靠政府部门的“策

略性赖账”风险。在一些边远贫穷地区, 正规金融小额信贷

实际上起到了扶贫款的作用。政府为了获得财政资金来源 ,

默认了小额信贷的借而不还( 包括不想还和不能还) , 从而达

成了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合谋”。这种合谋将风险外化 , 也就

是说资产状况不良的风险交给国家来承担, 收益由地方和农

民共享。对于正规金融机构抵押物的提供可以避免策略性

赖账行为的发生, 但小额信贷这一无抵押物的信用借贷方式

加大了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农村信用社目前采用联

保形式贷款来降低风险, 但是由于缺乏对借款农户基本的信

任,“贷款联保小组不易组成, 借款农户为了尽快得到贷款 ,

往往是找几家同样贷款需求的农户组成联保小组 , 这些农户

可能彼此之间并不熟悉, 但为了一个共同的融资目的联合在

一起, 这就为日后违约时间的发生埋下了祸根”[ 3] 。如果出

现联保人共同赖债, 小额信贷的发放单位收益将微乎其微。

对于民间小额信贷, 农户之间依靠血缘关系和友情形成

的关系型信用具有“自我履行”的特征[ 4] 。农村中的借贷农

户双方存在着频繁的经济关系, 他们进行的几乎是无限次的

重复博弈, 如果借款农户赖账不还, 贷款用户就会永远终止

与借款农户的经济关系。此外在村落中借款农户的潜在违

约会通过“闲言碎语( gossip) ”的方式进行传播, 从而使潜在违

约面临着惩罚扩大化的威胁。考虑到潜在的违约成本 , 作为

理性人的借款农户就会选择自我履行还款义务, 也就是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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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型信用较好的利用了农户之间的社会信息资源, 能够有效

地消除“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3  资金来源与收益比较

正规金融机构开展小额信贷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存款。

资金来源较为单一且随着近几年农村金融机构向城市的转

移, 小额信贷资金来源面临不足。我国金融实行的是利率封

顶政策, 因此到目前为止, 中国正规金融发放的小额信贷无

法遵循国际上小额信贷利率需高于商业利率的原则。低利

率造成小额信贷机构的收入无法覆盖操作成本, 降低了金融

机构的热情。此外低利率政策使贷款户缺乏必要的压力, 加

大了不能回收贷款的风险并有可能导致寻租行为的发生。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抽样调查,2000 ～2003 年 , 农

民每人每年从正规金融机构和民间借贷借入的资金, 分别占

借入资金总量的25 % 和75 % 。而且不同来源的数据表明可

用民间资金约在8 000 亿～10 000 亿元, 且近几年有快速的

发展的趋势。民间借贷利率一般在10 % ～20 % , 高于金融机

构贷款利率。较好的收益以及广大的资金来源为民间小额

信贷开展提供了保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 正规金融机构开展小额信贷的高

成本、高风险、低收益与其经济理性约束相背 , 随着商业化改

革的发展, 这种政策性金融特性与利润最大化目标冲突和矛

盾也越来越尖锐。在行政激励过高、市场激励不足的情形下

这种国家政策导向下的金融制度安排必然要退出农村金融

领域。从已有研究结果来看, 刘春梅发现小额贷款效果并不

很好, 相比私人借贷总额度较低[ 5] 。温智良研究结果表明农

户小额信贷制度的实施并没有改善信用社的经营状况 , 因此

由信用社开展小额信贷表现出低效率或无效率[ 6] 。黄火生

等发现由正规金融机构开展的小额信贷近年来有下降趋势 ,

小额信用贷款的不良比率在逐渐上升, 农信社发放农户小额

信用贷款的积极性锐减[ 7] 。而农村民间小额信贷似乎有更

广泛的空间。从现实情况来看, 何广文发现农户贷款行为的

60 .96 % 是与内生金融主体发生的[ 8] 。农户从银行、信用社等

外生金融机构借入资金仅为借款总额的13 .94 % , 从内生金

融组织借入资金则占借款总额的86 .06 % , 说明农户从正规

金融机构获得借款越来越少, 越来越依靠民间借贷。

4  结论

民间金融在支撑着农村金融尤其是农户融资 , 其存在是

因为贴近农户、信息对称和对自履约机制的充分利用。小额

信贷的民间本性使更广大的农民获得金融支持才能够真正

建立普惠性金融体系。政府应当从一个主导者转变为引导

者和监督者 , 为民间小额信贷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

通过立法使其走向规范化。可喜的是我国政府正在放开农

村金融市场准入, 并开始考虑让那些事实上已经存在多年、

并有良好记录和当地民众口碑的各类小额贷款组织优先进

入农村金融市场[ 9] , 民间小额信贷必然有更广阔的发展。应

该指出的是民间金融的信息优势与其活动范围之间存在着

此消彼长的关系( Nagarajan ,et al ,1999) , 民间小额信贷也只能

在一个较小的范围才有效率, 因此笔者认为建立乡村范围的

社区银行为民间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提供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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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省级政府并没有一个系统的专项转移支付方案。三是未

能很好激励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虽然中央对农村基础教育的

专项转移支付中大都要求地方政府投入配套资金, 具有一定

的激励效应 , 但其规模太小 , 且硬性的配套要求并没有考虑

到地方政府的财力差距。四是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的

过程和绩效也缺乏监督 , 未能对转移支付的效果进行评价 ,

导致后续年度的转移支付缺乏科学的依据, 同时也增加了地

方政府寻租的可能性。因此 , 首先 , 应科学界定专项转移的

标准, 即要明确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列入专项转移支付。其

次, 削减配套专项转移支付的规模, 对于配套专项转移支付 ,

由于一些财政困难民族地区资金难以配套, 得不到转移支付

资金, 而财政富裕地区资金充足能够配套, 容易得到转移支

付资金 , 配套专项转移支付反而扩大了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与

发达地区的非均等化, 因此 , 减少配套专项转移支付势在必

行。第三, 列入专项转移的项目要经过科学论证和一定的审

批程序, 要加强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评

估, 防止被截留、挪用, 提高使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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