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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小贷浙江小贷 砥砺前行砥砺前行
——写在浙江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写在浙江小额贷款公司试点66周年之际周年之际

1994 年，小额信贷模式被引入

中国后，迅速受到政府的重视。在

这 20 年时间里，小贷行业的队伍不

断壮大、服务手段不断丰富，成为了

扶持小微企业、三农和创业者的新

兴力量。而在民营经济发达、中小

微企业兴盛的浙江，小额贷款模式

的探索实践尤其具有特别意义。

2008 年，浙江小额贷款公司试

点正式启动。时光荏苒，自试点至

今，6 年光阴已过。从 2008 年 41

家小贷公司获批开业，到 2014 年

10 月末，全省共开业运行小贷公司

344 家，注册资金总额 722.39 亿

元，可贷资金规模 961.63 亿元，贷

款余额为 925.78 亿元，户均贷款

80.08 万元。全省有 53 个省级中

心镇、27 个小城市试点都已设立小

贷公司。

在各级政府的重视下，在各级

金融办及试点联席会议单位的共同

努力下，小贷公司从无到有，规模从

小到大，品牌和影响力越来越大，并

发挥了支农支小的补充作用，实现

了民间资本阳光化、规范化的初衷，

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的

局面，走出了浙江特色的小贷公司

发展路子，成为全国的小微试点标

杆。

6年间，浙江小贷支农支小定位

明确。坚持“小额分散”原则，100

万元以下贷款和纯农业贷款占比在

70%以上；坚持为基层服务，新增小

贷公司必须设在县域乡镇或者街

道。目前，全省小贷公司户均贷款

80.08 万元；其中有 126 家设在乡

镇，218 家设在街道社区，覆盖全省

全部县域。

6年间，浙江小贷经营管理总体

良好。2013 年，全省小贷公司实现

全年营业总收入 140.81 亿元，上缴

营业税和所得税 28.83 亿元，成为

地方纳税大户，创造出了一个地方

中等产业。去年，在央行的支持下，

全省 81 家小贷公司接受第三方评

级机构的信用评级，其中 A 级以上

达34家。

6年间，浙江小贷风险防控基本

到位。在实体企业资金链、担保链

问题频发的情况下，按照《公司法》

的要求，规范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内

控管理制度，提升全体员工合规经

营意识和整体经营管理水平，切实、

有序、适当降低利率。同时，在提高

信息透明度上加大力度。去年，省

级层面启动开发了全省小贷公司公

共信息系统，提高了风险预警能力，

为下一步的业务创新打下了基础。

6年间，浙江小贷政策环境不断

改善。地方政策支持进一步延续、

审批事项进一步简化、融资渠道逐

步拓宽。各地积极探索小贷公司、

银行与地方合作的风险共担机制，

探索开展小贷定向债试点⋯⋯

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一句话特别

鼓舞人心，他说，小额贷款服务小微

企业，两“小”和谐叠加，就能做出大

美的事业。对于中国金融而言，敢

于创新、勇于实践、渐行渐好，是它

一路走来的真实写照。而小贷行业

作为小微金融的新兴力量，无疑需

要更多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接下

去，浙江小贷将按照“精细化管理、

专业化监管”的要求，将工作重心从

注重发展布局转向事中事后监管和

风险防范，继续研究解决小贷公司

发展瓶颈问题，推动业务创新，增强

支小支农的活力，做精做专，规范发

展，努力打造浙江小贷公司品牌。

唯有不恋今朝璀璨，方能再铸

明日辉煌。相信乘着国家金融改革

的春风，浙江小贷必将继续坚持“小

额、分散”的经营原则，立足“支农支

小”的市场定位，为“三农”、中小微

企业以及广大创业者，创建一个公

平、普惠的融资平台，继续发挥金融

毛细血管作用，便民富民，助力中国

梦，给力浙江“两美建设”！

“小贷公司要服务小微企业，精
耕细作才能成功。做大不是我们的
优势，小微企业和“三农”是小贷公
司的立身之本，绝对不能改变。”浙
江省金融办领导在 2014 年全省小
贷公司工作会议上这样讲道。

回顾过去 6 年，可以用三句话
来形容这个行业的发展，那就是错
位发展、规范发展、创新发展。

错位发展，为农村基层金融市
场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借助“支
农支小”精细化服务，小贷公司对解
决小企业、“三农”的资金短缺起到

了补充救急作用。目前，小贷公司
的客户绝大多数为无法获得银行贷
款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弥补了
银行在农村基层金融市场中的缺
位。

规范发展，对民间借贷市场起
到明显的挤出效应。小贷公司通过
严格的准入和监管，管好了“两头”、
挤压了部分高利贷民间借贷市场，
发挥了民资阳光化、规范化的正面
导向作用。温州民间融资综合利率
指数显示，小贷公司利率低于综合
利率，也远低于其他市场主体利率。

创新发展，小贷特色优势鲜
明。浙江省小贷公司在盈利模式、
技术创新以及管理方式上积极探
索，特色鲜明。阿里小贷的互联网
金融开业以来累计为 43.38 万户发
放了贷款，户均贷款仅 1.6 万元；浙
江林业小贷公司为全省 727 家林
企、林农会员累计发放贷款 95683
万元；其他小额贷款公司也都依托
当地块状经济、专业市场、工业园
区、高新园区，不断创新服务方式，
形成了“浙江小贷”的特色优势。

6年不算久，坚持创新才是硬

道理。浙江小贷始终在不断思考，
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稳步推动业务
创新。一方面，顺应互联网发展趋
势，应用网络技术建立电子化客户
档案，提升管理效率；进而建立和完
善小微企业和“三农”信用信息档
案，为微贷产品创新奠定基础。另
一方面，积极发挥小微金融的特色
优势，300多家小贷公司布局在基层
社区、中心镇、小城市等，联合起来
可以形成一个强大的网络，发挥这
个网络的优势，尝试开展小微金融
服务创新等业务。

【坚持定位 不忘初心：形成“小贷”浙江特色 始终不渝创新发展】【坚持定位 不忘初心：形成“小贷”浙江特色 始终不渝创新发展】

说起沈国甫——海宁宏达小
额贷款公司董事长，在当地是家喻
户晓的人物。浙江小额贷款信息
有限公司一位新入职的海宁姑娘
如是说。她是沈国甫公益事业中
的受益者之一，在沈国甫设立的教
育基金帮助下，她在海宁就读中学
时学费得以全免。

这只是浙江小贷行业的一个
缩影。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小贷
行业的本质，其天生职责中蕴含着

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那就是作
为传统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为金
融缺位的“弱势群体”服务。小贷
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主动帮扶
弱势群体创业发展，帮助他们实现
梦想。在很多小贷公司的日常服
务“记事簿”上，都浓墨重彩地写下
了一笔笔动人的篇章。

大学刚毕业的小毛有一个创
业梦，他发现无污染、原生态农家
特产在江山当地很有市场，便在小

贷公司的资助下开了家“土到家”
土特产店，并通过网络销售与实体
店销售相结合的方式，渐渐走出了
一条特色经营的路子。生意越来
越好，但流动资金不足成了“拦路
虎”。江山安信公司的信贷人员了
解到这个情况后，着手为小毛设计
了一个个性化的大学生创业贷款
服务方案，一解小毛之“愁”。

同时，小额贷款服务县域，为
地方税收作出积极贡献。2013 年

全省小贷公司上缴营业税和所得
税 28.83 亿元，是 2009 年的 23.44
倍，户均税收 838.08 万元，已经超
过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第三产业
中骨干产业的税收。

正如绍兴汇金小贷提出的“三
个一样”：贷款风险像自己生命一
样；贷款资金像自己的钱一样；贷
款客户像自己的亲戚朋友一样。
这是小贷人的职责，也是小贷人的
使命。

【小贷力量传递幸福味道：服务金融“弱势群体”，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风 险 防 控 是 小 贷 公 司 生 命
线，尤其在经济下行、金融形势严
峻的情况下，风控要重于发展。
为此，浙江小贷不断强化小贷公
司监管：

加强制度建设。2012 年 5 月
省政府将小额贷款公司监管职能
统一到金融办系统后，浙江省金融
办连续出台了《小额贷款公司监管
试行办法》、《小额贷款公司非现场
与现场检查工作指引》、《小额贷款
公司风险处置细则》等近10个政策
和操作办法，构建了监管制度框
架。

建立工作机制。针对县级金
融办机构、人员不足的突出问题，
督促当地政府尽快落实机构，加强
工作力量。同时，各市金融办与辖

内县级金融办签订《小额贷款公司
日常监管与风险防控责任书》，各
级金融办均按要求配备了 AB 角监
管员，形成了省、市、县三级联动监
管机制。

加快信息平台建设。加快开
发省小贷公司公共信息服务系统，
现已进入试运行，正在省内分批推
进系统的推广应用。系统运行后，
能基本实现浙江小贷公司统一的
品牌标识、统一的服务后台、统一
的数据口径。

落实监管季报制度和举报制
度。各市按季报送日常监管分析
报告，全面揭示小贷公司运行情况
和风险状况，并采取相关处置措
施。

同时，大力加强小贷公司风险

防控：
引导小贷公司坚持“小额分

散”“支农支小”。建立考核导向，
要求小贷公司100万元以下及纯农
业贷款在 70%以上。建立政策导
向，对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予
以风险补偿。强化监管导向，将

“两个 70%”的要求列入日常监管
首项内容，引导小贷公司通过“小
额分散”防范经营风险。

加强利率引导。引导小贷公
司把贷款利率降下来，对贷款利率
过高的小额贷款公司进行约谈，并
限期整改；对主动降低利率的进行
宣传；由省小贷公司协会牵头发出

“降低利率、持续发展”的行业倡
议，让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降下来。

开展全省小贷公司风险防控

专项检查。从 2013 年 6 月份开始，
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全省小贷公司风
险防控专项检查，重点排查不良资
产、违规经营、法人治理、“支农支
小”、追求高利率等 5 个方面问题。
各市金融办也通过签订监管责任
书、公约、公示、通报、约谈整改等措
施，加强小贷公司风险防控与处置。

试行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共担
机制。湖州等市与省国开行合作，
探索通过融资银行支持、小贷公司
抱团合作、地方政府增信，分散和
缓释小贷公司经营风险。

如今，浙江小贷渐渐形成了较
强的自律精神，也逐渐形成了浙江
的“小贷模式”——就是像发展银
行那样去做小贷，形成了对银行的
补充。

【让监管的手把握风险的度：风险控制重于发展 行业自律走向健康】【让监管的手把握风险的度：风险控制重于发展 行业自律走向健康】

温州，瑞安，安阳镇。一路走
过，随处可见正在施工和不歇运转
的吊机。温州民间金融的中间力
量——华峰集团的华峰小贷、华峰
资产管理和华峰民间资本管理公
司皆坐落在此地。“这是一份事业，
我们都在用心去经营。”集团副总
经理翁亦峰说。只有做小才能做
精做优，业务才能沉到小微企业和
三农客户中区，才能保证贷款都真
正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浙江小额贷款事业的健康持
续发展需要精英骨干，更离不开一
个团队的建设。在小贷事业日渐

发展的今天，一个精诚团结的队伍
建设势在必行。

“ 加 强 团 队 建 设 ，需 要 在 选
人 、培 训 和 激 励 三 方 面 结 合 起
来。”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首先要
把好选择关，这是重要基础，一般
都要有银行从业经历的人才；其
次重视加强对团队的培训工作，
小贷有自己的特色和业务模式，
与银行不一样，要总结自己的经
验。省市两级协会要多层次、多
方式加强培训和交流学习，要走
出去，学些国内外小贷微贷的先
进经验，也可以组织高层次学历

培训；第三，加强队伍建设，树立
名牌，打造优秀的小贷公司总经
理群体。

随着各地区小额贷款公司迅
猛的数量增长和业务拓展，一些普
遍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单靠一家一
户已经很难解决，小额贷款公司行
业协会应运而生。小额贷款公司
协会是政府与小额贷款公司联系
的桥梁和纽带，它在不断的探索中
正在成为“小贷之家”。

首先，它发挥对监管部门的参
谋助手作用，协会不断完善组织构
架，充实力量，办好协会杂志信息，

对小贷公司运行过程中的重点难
点问题进行研究，为发展决策提供
参考；其次，发挥服务功能，在已有
的培训、信息后台服务的基础上，
倾听会员反映，满足会员需求，完
善服务内容，提升服务水平；再次，
加强行业自律。通过行业倡议，引
导小贷公司规范经营，练好内功，
控制好风险；最后，加强宣传，张扬
好的做法，推广好的经验，宣传好
的典型，树立良好社会形象，为小
贷公司行业可持续发展营造氛围，
把300多家小贷公司的“声音”统一
起来。

【一份值得用心经营的事业：再小也是一种力量 握起拳头团结协作】【一份值得用心经营的事业：再小也是一种力量 握起拳头团结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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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余额（亿元）

截至 2013 年底浙江各地市小贷公司 100
万元以下及种植养殖业贷款余额比重分布图

（单位：亿元，全省总计615.47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