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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村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现状及对策探析
1

傅 豪

（湖南农业大学，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本文以湖南省农村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作为切入点，在阐述湖南省农村小额信贷供给和需求现状的

基础上；再从推动小额信贷利率市场化、简化农户贷款的获取程序以及建立农村农户信用档案共享机制等三个方面

为湖南省农村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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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 言

在 2005年，央行发布决定，决定从江西、四川、贵州、内蒙古、陕西等五个省份分别选定某一县（区）来展开农村小额信

贷的试点工作，试点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扩大。此次的试点工作，能够很好地调配金融资源、规范以及引导民间融资，很大程度

上缓解了“三农”以及中小企业进行贷款遇到的困境，具有无法取代的优势。湖南一直以来都是农业大省，其一半人口都分布

在广大农村，同时具有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全国水平，此外省内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农村金融能够很好地解决当前的困境，然而

现如今省内农村小额信贷的工作开展艰难，不能从根源上帮助贷款人解决困难，尤其是诸多的中低收入这一群体很难顺利办理

贷款，大量本就具备还款能力的农户统统难以获取贷款。针对这种现状，对湖南省农村小额信贷当前状况以及今后发展进行研

究，制定出合理的建议，为今后改善湖南省农村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2、湖南省农村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现状

在此主要从湖南省农村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进行现状分析。

2.1湖南省农村小额信贷发展的供给情况

现如今存在的农村小额信贷供给的体系一般来说分为四大类，分别是通过捐赠方式获取资金的非政府机构、利用政府扶贫

资金的政策性机构、用吸储放贷的正规金融机构和利用自有资本作为放贷资金的小额贷款公司。图 1 将目前湖南省常见的小额

信贷供给主体予以区分。

本文主要介绍目前在湖南省农村小额信贷中占据主体地位的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以及小额贷款公司情况。

2.1.1农村商业银行小额信贷的发展现状。农村商业银行在小额贷款管理上也遵循商业化经营，贷款额度较低，期限也以一

年及一年以内的短期贷款为主。一旦借款人申请的小额信贷获得审批，那么便能够循环周转应用，用把控余额的方式加强小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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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业务的便捷性。然而，这一模式下的贷款手续非常复杂，如果想顺利获得贷款，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在银行内进行入股，即

成为银行的会员，接下来需要经由村民委员会以及信用站来对其加以评估，制定小额贷款卡。再之后，贷款人进行贷款申请，

再经由专业的信贷人员就申请人当前的家庭状况、收入水平、信用状况等进行一一审查符合要求之后才能为其办理贷款。

图 1湖南省农村小额贷供给主体

2.1.2村镇银行小额信贷的发展现状。当前省内存在大量的村镇银行，其中最高的注册资本高达 2亿元，即由长沙银行发起

的村镇银行，这是长沙银行针对偏远地区考核状况的选择。最少的注册资本是 1000 万元，除此之后，其中还有一家银行具备 1

亿元的注册资金，二十多家村镇银行具有 5000万元。这些银行的控股方一般都是其发起行。村镇银行不能能够吸纳存款，并且

属于一级法人机构，属于农村地区实力雄厚的金融力量。然而它的健康稳定的发展会因为政府规章体制的束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比方贷款存款比率必须要低于 75%的监管上限。虽然村镇银行能够吸纳部分存款，但是能力存在局限性，同时，其他融资途径亦

会因为政府规章体制的束缚，比方不能参加央行再贴现、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对于这部分货币政策媒介运用的约束也会

阻碍村镇银行自身的健康稳定发展。

2.1.3 湖南省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现状。从 2008 年 5 月湖南省引进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之后，它便以较快的速度进行发展，

这让人们大跌眼镜。湖南省政府金融办指出，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末，当下经过全省批准成立的小额信贷企业为 219 家，注册

资本达到了 187 亿元。到今年第一季度，全省小额信贷企业共发放贷款 1072 亿元，贷款余额为 173.39 亿元，给大量的小微及

“三农”企业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因此，湖南省小额信贷企业的前景必然也会十分广阔。

2.2湖南省农村小额信贷发展的需求情况

按照农民的金融信贷需求特点，农民能够划分成贫闲农户（也就是低收入农民，家庭纯年收入低于 5000元）、温饱型农户

（中等收入农民，家庭纯年收入位于 5000到 20000元以内）和市场型农户（高收入农民，家庭纯年收入超过 20000元）。

同时，农村企业的信贷需求情况可以分为农业小微企业（开拓市场、扩大规模的信贷需求）、农业中型企业（面向市场的

资源利用型生产信贷需求）和农业龙头企业（规模化生产的专业化技能型信贷需求）。

总而言之，当今湖南省农村的信贷需求十分普遍，特别是在低收入农户身上表现的更加突出，超过一半的低收入农户家庭

具备信贷的期望。然而因为它本身资金的限制，不具备一定的风险承受力，致使信贷额度无法提升，而且周期无法缩减；同时

因为低收入农民家庭缺少一般金融部门需要的担保物，他们更多地选择了民间信贷。此外因为农业生产型运营行为具备季节性、

风险性、受益成本性、信贷需求普遍性等特征，提供信贷服务的相关机构也同样会具有相同的特征。

3、湖南农村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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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推动小额信贷利率市场化

借鉴国外一些先进的经验我们能够看出，市场化的均衡利率水平不仅不会将小额贷款客户的需要拒之门外，还会促使借贷

双方之间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农村小额信贷的风险系数较高，这也就表明了要比一般商贷的利率要高，所以应当加速利率市

场前进的脚步，研究出具有多层级特点的利率定价体系。在农村，小额信贷市场慢慢准许利率上限与利率市场化共同存在，准

许非金融部门小额信贷机构根据金融部门的利率等级，同时按照自身的运营目的、可持续发展水平以及财务水平，在政府监管

以及市场导向的基础上推行较高市场化利率。针对农村信用社等类别的金融部门，应当逐步摒弃贷款利率上限管理，使银行类

部门按照运营成本制定利率，最后完成利率市场化的任务，达到农村小额信贷的健康稳定地发展。

3.2简化农户贷款的获取程序

强化农村小额信贷机构贷款市场竞争水平的基础是农民能够简便地获取小额贷款。小额信贷部门应当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在确保遵守法律规章制度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削减不必要的审批与审查流程，对此应当从以下几个层面入手：首先，开创农

村小额信贷申请的绿色通道，拓展贷款方式；其次从整体上普及贷款卡，对于已经获得贷款卡的农户与企业，凭借有效证件以

及贷款卡就能够获得小额贷款；最后，选择周期循环的模式进行操作，一次信用调查、贷款审批能够作为之后借贷申请的保障，

一笔贷款可分几次使用，额度使用结束以后能够再次提出申请，进而保持良好的持久的信贷合作关系。如此，小额信贷部门在

给农民提供了便利条件之外，还实现了有效控制成本的目的，保证了充足的客源并获得了预期的效益。

3.3建立农村农户信用档案共享机制

能够借助监管部门、行业机构以及相关中介组织一起研发构成的信息共享媒介，在短时间内升级与统计所有借款人的征信

状况、信用贷款状况、家庭收入水平、重点经济来源以及所涉及的农业项目状况，给所有的信贷供给主体供给同样的农户信息

服务。如此，不但能够从很大程度上有效控制小额信贷的单位成本，同时也可以在很大水平上促使农户在规定的还款期限内偿

还债务，保证较好的信用记录，从而保证良好的合作关系；断开与信用度较低的客户的合作关系，进而将信贷风险降到最低水

平，对于良性信贷环境的营造提供重要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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