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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控制情况调查——以江西为例

孙文金 尤彬 王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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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我国正在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步伐以构建普惠金融体系，小额贷款公司作为改革的产物，以其灵

活的经营方式获得迅速的发展。然而在小额贷款公司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逐步显现出诸多问题，对其未来可持续发

展产生较大影响。本文通过对江西省小额贷款公司发展情况的调查，对当前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控制面临的主要问题

进行深入的探讨分析，对如何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和加强风险控制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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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现状

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全面推广后，全国各地区小额贷款公司快速发展。中部地区增速快于全国增速，江西增速更为明显。2014

年 6 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 8394 家，从业人员 102405 人，实收资本 7857.27 亿元，贷款余额 8811.00 亿元，分别比 2010

年末增长 1.77 倍、2.19 倍、2.67 倍、2.66 倍(见表 1)。其中：中部六省 2014 年 6 月末小额贷款公司机构数量为 1650 家，从

业人员 21292 人，实收资本 1326.81 亿元，贷款余额 1451.04 亿元，分别比 2010 年末增长 1.56 倍、2.15 倍、3.11 倍、3.39 倍，

信贷投放增速快于全国增速(见图 1)。而 2014 年 6 月末江西省已设立 221 家小额贷款公司，从业人员 2888 人，实收资本 242.10

亿元，贷款余额达 275.15 亿元，分别比 2010 年末增长 3.51 倍、4.06 倍、5.61 倍、5.53 倍，增速明显快于全国以及中部地区

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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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额贷款公司发展中风险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准入门槛偏高，缺乏有效的扶持倾斜政策

根据《江西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当前江西省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要求主发起人为实力雄厚的省内民营骨干

企业，净资产 3000 万元以上且资产负债率不高于 70%，近三年连续盈利且三年净利润累计总额在 1000 万元以上。设定较高的小

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金额、严格限制主发起人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来源，可以降低其非法集资的

可能性，但是过高资本金准入门槛，导致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置难度加大，阻碍民间资本进入小额贷款行业。此外，农村商业银

行、村镇银行、邮储银行均以开展面向“三农”及小企业的小额贷款业务，不仅可以吸储，且在税收、融资、运营中都享有优

惠政策。而小额贷款公司虽然也是面向“三农”和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却须按照工商企业管理要求进行纳税。据调查，目

前小额贷款公司需要缴纳的税收达到利息收入的 30%(5%营业税、25%所得税)，远高于其他金融机构。

(二)融资渠道狭窄，资金补充困难

从江西省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来源看，小额贷款公司增资扩股渠道单一，资金有限。由于门槛、规模、风险等因素限制，多

数金融机构向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的意愿并不强，且小额贷款公司融自于银行的资金享受不到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政策，融资成

本较高。此外，相关规定要求小额贷款公司来自银行的融资额不得高于资本净额的 50%，诸多限制使小额贷款公司难以满足客户

的资金需求。2014 年 6 月末江西省小额贷款公司外源性融资(包括从其他金融机构融入资金、中长期借款和应付及暂收款)余额

17.56 亿元，同比减少 12.24%，比去年同期下降 57.61 个百分点。一方面是资金有限，另一方面是面对大量的贷款需求，绝大

多数小额贷款公司在开业后半年甚至几个月内资本金即接近贷空。由于缺乏后续资金，部分小额贷款公司在发放完资本金之后，

便“无事可做”，或只能通过卖出回购贷款来保持市场份额。6 月末，全省小额贷款公司卖出回购资产余额 4.58 亿元。资金补

充较难使得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阻碍了其经营规模扩张步伐。

(三)风险管控机制不健全，客户选择处于弱势

《江西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中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应确保资产损失准备充足率始终保持在 100%以上，全

面覆盖风险”，目前江西省小额贷款公司平均拨备覆盖率仅为 61.61%，远低于办法的要求，未能实现风险全覆盖。同时小额贷

款公司在应用小额信贷专业技术方面缺乏经验，业务人员对贷款客户进行考察主要是凭借自身经验，对于风险的管理和控制，

并未有科学量化的标准，对控制信贷资产质量风险带来了很多不确定因素，也存在操作风险的隐患。2013 年末，鹰潭市小额贷

款公司逾期贷款余额 5301 万元，比上年增加 702 亿元，增长 15.26%。此外，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政策的调整为小额贷款公司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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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较大的发展空间，诸多拦于商业银行门槛之外的企业、客户转向小额贷款公司融资，但这些客户相对来说资质较低、经营风

险较大，小额贷款公司过度逐利的经营理念，隐藏的潜在风险也是巨大的。

(四)客户信息不对称，难以准确了解资信状况

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原则是“小额分散”，客户群体众多且涉及行业多样。由于小额贷款公司未接入征信系统，获取客户

真实资信较为困难。目前多数小额贷款公司或是客户经理凭借自身经验判断客户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或是要求客户到商业

银行查询客户资信信息。但随着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壮大，业务量的增加，且小额贷款公司与商业银行毕竟存在着业务竞争的事

实，商业银行配合度不高，难以查到借款主体在金融机构的贷款和担保情况。同时小额贷款公司、寄卖行、典当行等融资性机

构太多，完全了解客户的对外负债情况变得愈加困难，信贷资产风险隐患较大。

(五)顶层设计仍在探索，发展前景尚不明朗

当前，国家在构建普惠金融体系过程中各种政策及制度的安排还在探索与完善之中，任何变动都可能给小额贷款公司的发

展前景带来影响，前期有关政策指出“个别发展较好的小额贷款公司可向村镇银行转变”，但直至目前并未实现。未来小额贷

款公司是将向村镇银行还是投资公司转变，都是未知之数，发展前景的不明使现行小额贷款公司发展方向存在一定的盲目性，

成为其可持续发展的隐患。

(六)监管体制不完善，缺乏法规指引且监管职能难以明确

目前，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监管依据是《关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有关政策的通知》，

缺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对其管理和经营进行规范。根据《江西省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江西省对小额贷

款公司的监管涉及到政府金融办、财政部门、工商局、人民银行、银监局以及公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共同监督管理，这种多头

监管的状况容易产生扯皮现象，监管工作难以专业化、精细化，监管方式及监管内容无章可循，难以及时发现监管对象的风险，

造成监管真空。

三、加强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控制措施建议

(一)加大政策扶持，激发发展动力

目前，小额贷款公司的盈利空间还很狭窄且不稳定，自我生存和发展的能力有限，还需要政府和有关部门在政策上给予扶

持。一是适度放宽小额贷款公司的准入门槛，降低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金规模限制，取消资本金上限限制和企业股东地域限

制，适当增加发起人和参股股东持股比例，放宽股东人数限制。二是完善地方扶持政策。对小额贷款公司按贷款投放当地尤其

是农村地区的比例等指标，从资产质量、信用记录、合规经营、风险控制等方面进行考核，实行地方性融资机构分类奖励政策。

制定对小额贷款公司发放的支持“三农”的贷款予以一定比例的税收返还，明确小额贷款公司在公司税收、中央财政补助等方

面享受与金融机构特别是农村金融机构相同的待遇。同时建立风险分散补偿机制，由地方政府为小额贷款公司设立相对应担保

公司或担保基金，通过担保基金的杠杆效应扩大小额贷款，建立风险补偿基金，逐年增加风险补偿资金的额度，拓宽补偿范围，

逐步提高补偿比例。

(二)健全信贷风险控制机制，推进与征信系统对接

一是小额贷款公司要借助专家团队的力量，积极开发小额贷款公司自身业务特色的业务平台和风险监控平台，建立有效的

风险评估体系，确保业务流程平稳运行，风险监督的适时开展。二是控制经营风险，要严格执行贷款损失拨备制度和内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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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责任制度，强化信贷监测，通过追加贷款抵、质押物，保证金等方式切实落实担保责任，通过法律手段等多种方式、多种

渠道追索保全信贷资产，维护自身合法债权。三是人民银行各分支行应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宣传和指导，采取多种接入征信

系统方式，尽可能简化接入程序，及时将小额贷款公司信息纳入银行信用信息数据库。

(三)拓展发展空间，提升社会认可度

一是拓展业务发展空间。小额贷款公司要积极创新多样化的信贷产品，拓展多元化的客户群体，合理确定利率浮动幅度，

切实有效地发挥“三农”、小微经济资金补充作用。可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允许小额贷款公司开展信贷资产转让业务，以扩

大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来源，做大资产规模。可以鼓励其以发行公司债券、转股资等方式增加流动资金并允许其适当涉足金融衍

生工具，开发与自身特点相符的理财产品。二是拓展市场发展空间。通过客户座谈会、产品推介会等形式扩大影响力和辐射范

围，依据市场需要推出信贷新产品，形成地方性融资机构的产品特色，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和盈利水平。三是拓展合作发展空间。

充分利用商业银行客户多、信息源丰富的优势，在银行信贷规模收紧形势下，由其推介潜在优质客户，使地方性融资机构切实

发挥“拾遗补缺”的作用，构建平等、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提升小额贷款公司的社会认可度。

(四)探索发展方向，注重政策信息传导

政策制定部门要为小额贷款公司指明方向，结合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现状，制定适合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政策，使小额贷款

公司对未来有信心，要注重政策取向与小额贷款发展动力源的研究，推动普惠金融的早日实现。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小额贷款公

司宏观调控、货币政策信息、金融法规等内容的传导、培训，使其及时掌握金融机构政策、规章。引导小额贷款公司密切关注

国民经济发展变化，与监管机构、财政税务等有关部门沟通信息，全面掌握国家的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精神，及

时预测调整经营策略。

(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监管职责

一是制定小额信贷专门法律法规。要加快小额信贷立法步伐，为实施有效监管提供法律依据。明确小额信贷机构的准入、

运营、退出机制，对不良贷款率导致无法继续经营以及存在非法吸收存款等违法行为的小额贷款公司予以强行退出，以保证金

融市场的整体有序健康发展。二是明确监管职责。突出对小额贷款公司规范性和有效性监管，明确监管主体，清晰划分各监管

部门职责和权限，理顺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监管协作机制。实行底线控制，主要针对非法吸收存款机构

强制退出市场，确保金融监管的畅通和有效进行，消除监管交叉和空白等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