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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贷款公司的机构扩张与信贷服务 

—基于浙江的实证研究 

凌海波 1，2 

(1.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浙江杭州 310058; 

2.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金融系，浙江杭州 310018) 

【摘 要】基于 2008～2011 年浙江小额贷款公司发展数据，分别从省总体和各地级市层面对机构扩张和信贷服务

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浙江小额贷款公司的机构扩张主要体现为机构数量的增加和机构实收资本额的提高，且创新

机构特色。信贷服务的能力较强，贷款的期限结构、产业结构及“支农支小”情况趋于优化和改善，信贷盈利能力

不断提高。但是，浙江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存在区域不平衡、单笔额度趋大、利率水平趋高、资产质量趋降等问题，

需要做好机构发展规划、实施差别化扶持政策、有效提高融资比例和创新业务等，以增加盈利来源，降低经营风险，

实现政策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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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08年 5月，中国银监会与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推进了小额贷款公司在我国省域

范围内的试点和发展。相比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的数量增长更快，成为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服务业的主要选择

之一，到 2011年底，全国共成立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中村镇银行 635家、贷款公司 10家、农村资金互助社 46家，而同期成立

小额贷款公司 4282家。截至 2012年 9月底，全国小额贷款公司 5629家，实收资本 4657亿元，贷款余额 5330亿元。其中，浙

江 233家，机构数量位列全国第九;实收资本和贷款余额分别为 483．08亿元和 683．45亿元，均位列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

可见，浙江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无论是机构扩张还是信贷服务都处于全国前列。虽然浙江小额贷款公司的市场份额仍然有限，

但其金融服务的对象已经面向市场底层，是解决流动资金的有益补充(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2012)。 

近年来，学术界对小额贷款公司发展情况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主要关注机构扩张和信贷服务情况，研究结果基本肯定

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成效。如杨虎峰和何广文(2011)根据对中国 1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42 家小额贷款公司的调查，认为小

额贷款公司因产权结构明晰和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普遍具有较高的效率水平，省域间的差异不显著。卢亚娟和孟德锋(2012)

利用江苏省 57家小额贷款公司的调查数据，实证了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服务业可以做到盈利和支农的双赢。刑道均、叶依广

(2011)根据对江苏省苏北 5 市 360 家农村中小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认为相对于正规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更倾向于向

农业相关的农村中小企业放款，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中小企业正规信贷约束。但是，当前的小额贷款公司发展也存在诸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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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如需要不断改善经营管理水平(杨虎峰、何广文，2011);贷款很少投向从事传统种植业和中低收入阶层的农户，金融服务深

度不足(李永平、胡金焱，2011;杨虎峰、何广文，2012);贷款发放的目标偏移比较普遍，贷款额度趋大化(何剑伟，2012;杜晓

山等，2010)等。 

服务“三农”和小企业发展是浙江小额贷款公司当前和今后很长时期始终坚持的基本方向。为进一步支持小额贷款公司服

务“三农”和小企业发展，促进小额贷款公司规范、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先后于 2009 年 5 月和 2011 年

10月分别出台了《关于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关于深入推进小额贷款公司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在增加

财税补贴(减免)、引导银行降低融资利率、提高融资比例、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放宽准入条件、扩大服务范围、开办新业务等

方面明确了支持政策，也在发展目标、规划布局、规范管理、业务发展、服务方式风险管理、日常监管、内部治理等方面提出

了具体要求。政府管理部门各项政策措施的颁布和实施，规范和促进了浙江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 

已有研究主要应用调查数据，而基于多年省域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宏微观数据的相关研究还相对很少。本文基于浙江省工商

管理局编撰的《2009年浙江小额贷款公司年度监管报告》、《2010年度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运营及监管报告》、《2011年度浙江省

小额贷款公司运营及监管报告》的数据整理及全国小额贷款公司数据，对浙江省总体及其各地级市 2008～2011年小额贷款公司

的机构扩张和信贷服务情况进行实证分析，从而较为全面地把握浙江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体对策，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浙江小额贷款公司的机构扩张 

(一)省总体层面的分析 

2008年 9月 26日，海宁宏达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浙江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以来的第一家机构，拉开了浙江小额贷款公

司机构扩张的序幕。2008年底，浙江共有小额贷款公司 42家，2011年底达 183家，县域平均机构数为 2.03个，高于同期全国

县域平均的 1.50 个，全省仅衢州市龙游县、丽水市庆元县没有成立小额贷款公司，县域机构覆盖率达 97.8%。实收资本总额由

2008 年底的 65.03 亿元增加到 2011 年底的 368.73 亿元，仅次于江苏，位列全国第二。机构平均实收资本超过 2 亿元，远高于

同期全国机构平均的 0.78 亿元，实收资本 2 亿元及以上的机构达 107 家，占比 58.5%;实收资本低于 1 亿元的机构 25 家，占比

13.7%。温州市的瑞安华峰和鹿城捷信两家机构的实收资本均为最高的 8亿元，舟山市的嵊泗县汇鑫和岱山县银隆两家机构的实

收资本均为最低的 0.2亿元。 

浙江小额贷款公司的平均实收资本不断扩大，2010至 2011年间，75家机构共增资 81次，有 6家机构连续增资，共增资 105.9

亿元，占实收资本增加总额的 46.8%(见表 1)，较高的增资次数和增资占比更能体现出民间资本对投资小额贷款公司的充分信心。 

 

浙江小额贷款公司的机构扩张在服务对象、服务范围、风险责任主体等方面也有特色创新，鼓励设立专业性和区域性较强

的小额贷款公司。如浙江阿里巴巴小额贷款公司专门面向网商放贷，主要服务旗下淘宝网的店主，是目前唯一可以跨省经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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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贷款公司，单笔贷款额度低于 50 万元，远远低于省内平均水平;浙江林业小额贷款公司是省内首家服务行业的小额贷款公

司;温州市亿兆小额贷款公司由温州市承担监管责任，而不是一般规定的由县级政府作为第一责任人;此外，宁波、湖州、金华、

丽水在高新区、开发区专门设立了小额贷款公司。 

可见，浙江小额贷款公司的机构数量和资本实力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资本实力处于全国前列。其机构扩张不仅表

现为机构数量的增加，而且表现为机构自身资本实力的提高，显示了民间资本对小额贷款公司投资的充分信心。在具体试点实

践中，小额贷款公司在机构特色上也有不少创新，不断丰富了浙江小额贷款公司机构扩张的内涵。 

(二)各地级市层面的分析 

从各地级市小额贷款公司的机构总量来看，呈逐年增长态势，但增长幅度存在地区差异。到 2011 年底，杭州最多，为 28

家;温州次之，为 26 家;舟山和衢州相对较少，分别为 5 家和 6 家。2008 年底，全省仅有舟山市没有小额贷款公司，2009 年实

现小额贷款公司地级市全覆盖;从县域机构平均数来看，绍兴最多，平均 3 个，嘉兴次之，平均 2.71 个，衢州、丽水、舟山相

对较少，分别为 1个、1.11个和 1.25个;从实收资本总额来看，到 2011年底，杭州最高，为 72.8亿元，温州次之，为 69.2亿

元，舟山、衢州、丽水相对较少，分别为 3.4亿元、5.1亿元和 9亿元;从机构平均实收资本来看，绍兴最高，为 2.92亿元，温

州次之，为 2.66 亿元，舟山、衢州、丽水相对较少，分别为 0.68 亿元、0.85 亿元和 0.90 亿元;2010 至 2011 年间，增资次数

最多的是杭州和温州，均为 14 次，其中杭州有 14 家机构增资 24.3 亿元，温州有 2 家机构连续增资，12 家机构共增资 25.5 亿

元。台州、金华、杭州、温州的增资占比均超过 50%，其中台州最高达到 64.3%(见表 2)，机构扩张通过提高实收资本超过了单

纯的增加机构数量。舟山是唯一没有机构增资的地级市，衢州和丽水也分别仅有 1家机构增资，分别增资 0.3亿元和 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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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小额贷款公司的机构扩张在省内各地级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无论是机构数量还是资本规模，小额贷款公司的机

构发展偏向经济总量相对较大和民间投资相对活跃的地级市。目前的发展态势可能偏离了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初衷，在金融资

源供给相对不足的地级市及其县级行政区域，其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也是相对落后的。 

三、浙江小额贷款公司的信贷服务 

 (一)贷款总量及其结构 

随着实收资本的增加，浙江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余额由 2009 年底的 144.1 亿元提高到 2011 年底的 535.5 亿元，银行融资

余额占净资本的比重增加到 35%左右，资本利用率较高;同期，年末贷款笔数由 17425 笔增加到 56369 笔，笔均贷款余额逐年提

高，2011年底达到 95万元(见表 3)。 

 

从年度贷款额来看，贷款总额由 2009年的 551.7亿元增加到 2011年的 1827亿元，贷款笔数近 14万笔，笔均贷款额由 2009

年的 111.0 万元提高到 2011 年的 130.7 万元。在期限结构上，以 1 个月内和 3～6 个月的贷款占比较高，两者加总稳定在 70%

左右，其中 3～6个月的贷款占比呈增加态势，而 6个月以上的贷款占比最小，仅略高于 10%，且有下降态势;在产业结构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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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贷款占比最高，服务业贷款占比逐年提高并超过了农业，达到近 20%;在支农支小方面，百万元以下的贷款额占比与农户和个

体工商户的贷款额占比都在逐年提高，到 2011年底分别达到 53%和 64%(见表 4)。 

 

可见，从贷款笔数来看，小额贷款公司的覆盖面在扩大，但从笔均贷款额度的持续提高来看，其覆盖深度并未下移;贷款结

构的变动在向试点的预期目标不断优化，但与达到 70%的目标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二)贷款利率及其收益与风险 

贷款平均年利率呈逐年增长态势，由 2009年的 13.83%增加到 2011年的 20.39%，增长率较高，为 47.4%，2010年的调高存

款准备金率和 2011年的加息对推高利率有一定的影响。利率区间同样呈现增加态势，年化最低利率和最高利率都在提高，最高

利率逐年趋近基准利率的 4 倍上限。浙江小额贷款公司的利息收入情况较好，由 2009 年的 15.55 亿元增加到 2011 年的 81.99

亿元，利息收入增长了 4.3 倍，小额贷款公司的户均利息收入由 1481 万元增加到 4480 万元，在未考虑当年小额贷款公司成立

时间的情况下，简单平均计算的资本收息率同期由 10.93%提高到 22.24%，若考虑成立时间，加权后的资本收息率更高，2010年

为 22%，2011年达到 25%。在利息收入增加的同时，贷款风险也在提高，逾期率呈提高态势，2011年的逾期率达到了 0.63%，逾

期贷款额由 1832.8万元增加到 33736.5万元(见表 5)。 

 

据当年小额贷款公司运行及监管报告的分析，造成 2011 年贷款逾期率提高的主要原因是民营企业资金链断裂。从 2010 年

到 2011年，贷款逾期原因由利率相关型转为外部相关型。 

可见，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市场化程度较高，利率水平趋于提高，资本收益率大幅增长，小额贷款公司的盈利情况良好。

虽然逾期率有所提高，信贷质量有所下降，但仍处于可接受和可控制水平。 

(三)各地级市信贷服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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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笔均贷款额来看，各地级市的小额贷款公司基本呈稳定或增长态势，仅绍兴例外，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其 2009年的笔

均贷款达到了 186 万元，2011 年下降到 165 万元。2011 年，浙江省 11 个地级市中仅台州、舟山、丽水的小额贷款公司笔均贷

款额低于 100万元，在 80万元左右，绍兴和宁波的笔均贷款额相对较高，超过 160万元，杭州接近 130万元，其他地级市基本

在 110 万元左右。从贷款的支农支小方面来看，2011 年，百万元以下贷款占比超过 70%的仅有台州和舟山，其次是杭州、温州

超过 60%，嘉兴、湖州、金华、衢州、丽水超过 50%，宁波和绍兴的占比最低，不到 40%;农户和个体工商户贷款占比超过 70%的

有杭州、舟山、温州、金华、台州、丽水，超过 60%的有湖州和嘉兴，宁波和绍兴不高于 50%，衢州低于 40%。从贷款的产业结

构来看，2011年农业贷款占比相对较高的是丽水、台州、湖州，占比均超过 30%，其中丽水占比达到 46%，杭州、金华、宁波的

占比最少，略超过 10%;工业贷款占比较高的是宁波、嘉兴、金华、温州、衢州，占比均接近或超过 50%，杭州和舟山的贷款转

向服务业及其他产业最为明显，占比达到 70%左右(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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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各地级市小额贷款公司的单笔贷款额度整体较高，多数地区的平均额度超过 100 万元，地区之间差异较大。在支农

支小的绩效方面，宁波、绍兴最差，衢州、嘉兴一般，而台州、温州、舟山、杭州、金华、丽水、湖州等相对较好。在贷款的

产业结构方面，具有较显著的地区差异，贷款用途体现了当地的产业特点。近年来，浙江小额贷款公司在小微企业融资服务上

也在加强机构之间的联合，逐渐开展“链式金融”服务，不断创新小额贷款服务，提升小额贷款服务内涵。 

四、主要结论与建议 

浙江小额贷款公司经过 4 年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机构数量、资本总量、信贷额度等均处于全国前列，机构扩张和

信贷服务的发展态势良好，试点以来的行业盈利情况越来越好，但同时利率水平趋于提高，贷款逾期增加，资产质量有所下降。

在机构扩张方面，主要通过小额贷款公司的机构数量增加和机构资本提高两条路径实现，创新设置了一些具有显著特色的机构，

丰富了小额贷款公司的机构内涵，但省内地级市间的差异较为明显，机构扩张偏向经济发达和民间投资活跃地区，小额贷款公

司发展不平衡;在信贷服务方面，小额贷款的覆盖面在不断扩大，贷款结构在不断优化，信贷服务的产业结构与地方产业经济特

点相适应，但贷款额度相对较高，贷款深度并未下移，与“小额、分散”、“支农支小”等信贷服务要求存在差距，各地级市小

额贷款的社会绩效状况也不平衡。 

当前需要解决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存在的诸多方面不均衡问题。在机构扩张方面，一方面需要遵循市场导向作用，另

一方面需要主管部门做好后续的增量规划，对于机构数量相对较多的地级市和县域，控制同质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数量，适当

增加具有行业贷款服务和区域服务特色的小额贷款公司;对于机构数量相对偏少甚至不足的地级市和县域，可能需要发挥差别化

政策的扶持导向作用，鼓励民间资本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在信贷服务方面，需要纠正业务偏离，将贷款额度控制到 100 万

元以内，提高贷款覆盖深度，切实落实小额贷款公司“小额、分散”的信贷原则与“支农支小”的目标要求。可以考虑通过制

度创新、产品创新、加强公共服务等提高小额贷款公司的信贷决策和服务能力，加强业务监管和实行区别化的财税支持政策，

引导小额贷款公司经营朝着预期目标发展。 

此外，要推进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服务，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比例，推进小额贷款公司用足 100%的融资率，从而有效扩

大信贷供给能力，适当降低贷款利率。要创新盈利模式，改变完全依赖贷款盈利的单一模式，逐步放开开展票据贴现、资产转

让、委托贷款等低风险业务，推进与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的合作，增加盈利途径，降低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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