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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尤努斯的小额贷款思想

穆罕默德·尤努斯出生在孟加拉，大学毕业后曾赴美国攻

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在范德比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一度执

教于中田纳西州立大学。1974年，蔓延孟加拉国的大饥荒彻底

改变了尤努斯的人生道路。面对成千上万人因饥饿而死，尤努

斯首次感受到高雅的经济理论和传统的金融体系面对饥饿和

贫穷时的苍白无力。他不断地向自己：我们学的经济理论到底

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银行不能贷款给穷人来帮助他们摆脱

贫困？1976年，尤努斯从贷款27美元给42个赤贫的制作竹板凳

的妇女开始，亲身体会到穷人是讲信用的，“穷人是金融界不

可接触者”的传统信条是荒谬的，传统正式的金融体系阻碍了

穷人的正规信贷，而真正需要金融体系帮助的人恰恰是那些

赤贫的人。这一事件坚定了尤努斯帮助穷人摆脱贫困的决心，

促使尤努斯萌生了专门为穷人开办银行的想法。尤努斯创办

的格莱珉银行，不仅使成千上万的穷人摆脱了贫困，而且实现

了赢利。

现阶段我国西部农村融资体系与新农村建设要求很不协

调，融资难成为妨碍新农村建设的最大瓶颈。孟加拉等国农村

小额信贷的实践模式及成功经验对我国西部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二、融资困难是西部地区农村发展的最大瓶颈

西部农村是我国贫困人口的主要聚集区。越是贫困地区

越需要金融服务。然而由于信贷市场的失灵，正规金融部门很

难为穷人和低收入群体服务。信贷要素的缺失和农村金融市

场的不完善，已经被认为是制约农村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1. 地方财政有效投入不足。西部农村财政窘迫，主要存

在的问题是地方财政有效投入不足。西部地区的地方财政基

本上是“吃饭”财政，无力投资“三农”。

2. 农村金融机构萎缩。西部农业受自然灾害、市场需求

及其他不确定性因素影响较大，很难获得大规模贷款。近年

来，国有商业银行撤并机构并逐步退出农村市场，撤并的机构

大多是传统农业地区、欠发达地区的分支机构；商业银行虽在

农村设点吸收存款，但对西部农村的信贷投放极少；原来作为

农村金融主渠道之一的农业银行正逐步走向商业化经营，大

大削弱了对农村金融的支持力度；农村信用社由于历史包袱

沉重，经营困难，银行贷款增速不大。信贷资金总量不能满足

“三农”对信贷资金的有效需求。

3. 民间融资不够活跃。在西部地区，国有经济占整个经

济份额的60豫以上，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

远远低于东部沿海地区。西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滞后导致了

民间融资困难。

4. 外商投资增长缓慢。从国际直接投资（FDI）流入中国

的起步阶段，东部地区FDI流入的绝对规模就始终高于中西

部地区。从1983年到2003年的二十年间，FDI流入西部地区的

比例从1983年的5.95%下降到2003年的2.14%。外商投资增长

缓慢是东西部发展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5. 农村资金大量外流。西部贫困地区邮政储蓄自开办以

来只存不贷。随着邮政储蓄的快速增长，资金也以更快的速度

从农村流出。另外，随着城市化发展的加快，从农村起步逐渐

发展起来的农户、农村个体工商户、农村经济组织随着生产经

营规模的壮大，逐渐离开农村，将资金带入城市。美国经济

学家纳克斯1953年在其《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

中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供给和需求两个“贫困的恶性循

环”。该理论虽然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原因的解释，但

对于我国西部地区来说也是比较贴切的。在开放社会里，在追

逐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框架内，城市具有更完善的基础设

施，具有更强的规模经济和溢出效应，所以城市的投资回报率

明显高于农村。西部贫困农村受资本形成能力不足和投资回

报率低的双重制约，吸引的资本十分有限，但同时却源源不断

地向城市输出本身就十分有限的资本。资本短缺导致了贫困，

贫困加剧了资本短缺，两者相互叠加，形成了西部农村“贫困

的恶性循环”。

三、尤努斯小额贷款思想对西部农村融资的启示

打破西部农村“贫困的恶性循环”需要资本的投入。珠江

三角洲主要是靠大量引进外资发展起来的，而苏南和温州地

区是靠启用民间资本发展起来的。同样我国西部农村欠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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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要想打破自身“贫困的恶性循环”也必须加大资本的投

入力度。在资本形成过程中，金融体系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把

储蓄转化为投资。小额信贷作为金融服务的制度创新，具有为

穷人进入信贷市场提供平等机会和促进农村信贷市场发展的

潜力，这已日渐成为金融领域的共识。

1. 小额贷款是西部农村脱贫的有效途径。在孟加拉那样

一个政治动荡、资源匮乏、水灾泛滥的国家里，尤努斯通过小

额农贷不仅使农民脱了困，而且还实现了赢利。尤努斯常被人

们冠以“穷人银行家”的美誉。尤努斯开展的小额贷款对象仅

限于穷人，额度小，无需抵押，因而受到了无数穷人的热烈欢

迎。他创办的乡村银行的贷款户从1983年成立之初的几万户

达到目前的600多万户，且94%的借款人是妇女。2005年其发

放的贷款为8亿多美元，还款率高达98.89%，赢利1 521万美

元。他出色的业绩告诉我们，农村金融市场同样大有可为，前

景广阔。农民致富后最讲信用，最知恩图报，所以也是在穷人

的支持下，尤努斯的格莱珉银行才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银

行发展成为知名的大银行。这与我国当前创建信用工程、发放

小额农户贷款、支持“三农”的市场定位非常吻合。

我国西部地区与孟加拉国相比具有许多有利条件：淤稳

定的国内环境。众所周知，孟加拉独立于1971年，政变频繁，几

任总统或遭暗杀或被灭门，政局一直动荡不安。而在我国西部

地区，政治环境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

中央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和财政转移力度。于较好的发

展基础。在孟加拉，多数人口趋于严重贫困状态：50%的人口

无地或近于无地，29%的人口没有任何土地，50%的人口耕地

拥有量不足0.5英亩。在创业之初，格莱珉银行的资金来源基

本上是靠政府和捐款，因为起初它的存款数额根本不足以支

付贷款。而西部地区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特别是经过改革开

放的高速发展，农民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偿债能力。盂技术设

备先进。为了节省开支，格莱珉银行的分行内根本没有计算

机，客户信息资料填入指定表格后，由信差送到附近的数据中

心。而我国已实施信息化工程多年，计算机在西部地区已经比

较普及。所以我国西部地区开展小额贷款的条件比当年孟加

拉优越得多。

2. 以农村信用社为依托，开办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格莱

珉银行是一个既能吸收存款第一，又能够发放贷款的金融机

构。目前，我国西部农村信用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是农民

筹资的最主要方式。如果重建小额贷款组织成本巨大，则以农

村信用社为依托开办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是一个理智的选择。

我们可以借鉴“孟加拉模式”的成功经验：淤在农村乡、镇信用

社以农户为单位，建立农户的贷款档案，将农户家庭经济情

况、主要从事的经营活动等内容记录在内。于在农村信用社成

立农户信用评定小组，评定小组根据农户个人品质、还款记

录、生产经营活动主要内容、经营能力、偿债能力等指标，对其

信用程度进行评定（评定一般分优秀、较好、一般三个档次）。

盂在信用等级评定的基础上，农村信用社根据不同农户的信

用等级，对农户颁发贷款证。需要小额信用贷款时，农户可以

凭贷款证及有效身份证件，直接到信用社营业网点办理限额

以内的贷款。榆对一些规模较大、层次较高、期限较长的资金需

求，可发放农户联保贷款。对于小额信用贷款无法满足需要者，

可以采取3 ~ 5户农户组成联保小组的办法，发放联保贷款。

3. 利用金融信贷支持农村发展，由政府“输血”支持变为

“造血”支持。格莱珉银行从1995年起就不必再接受捐赠，2005

年该行的存款和自有资产是其所有贷款余额的143%，完全做

到了自负盈亏。该银行除1983、1991、1992三个年份之外，每年

都赢利。1994年小额信贷作为国际组织推荐的一种扶贫方式

被引进中国。小额信贷在推动扶贫工作进村入户、促进贫困地

区群众尽快解决温饱问题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且丰富

了中国扶贫工作的观念和手段。我国有2/3的贫困人口集中在

西部农村，每年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都有扶贫款投向西

部农村。但是许多政策性扶贫贷款使用效果不好，并且非法占

用、挪用现象十分严重。据报道，2004年1月至2005年2月，广

西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挪用和私分救灾款、扶贫款和移

民安置款等职务犯罪案件48件，占广西检察机关反贪系统立

案总数的4%，涉案金额达1 100多万元。所以，我们可以尝试将

政府扶贫与农村小额贷款结合起来，真正发挥每一分钱的功

效。一方面，扶贫款与农村小额贷款结合可以提高救灾扶贫款

的利用效率，真正发挥扶贫功效；另一方面，可以扩大农村小

额贷款资金来源，由政府“输血”转变为地方“造血”，增强西部

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4. 严格科学监控小额贷款，减少呆账、坏账发生。格莱珉

银行是世界各地小额贷款机构的典范。格莱珉银行要求每个

贷款人都加入一个由相同经济与社会背景、具有相似目的穷

人组成的五人小组。如果五人小组中有一个组员无法或不愿

还款，其他成员不承担还款的连带责任，但是在该问题得到解

决以前，其所在的小组可能在随后的几年都无法再申请更大

数额的贷款。这就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激励机制，使小组成员

相互支持、相互监督，减少了呆账、坏账发生。我国农村信用社

呆账、坏账发生率较高的重要原因是贷款缺乏严格监控。有的

信贷员在“人情”、“关系”、“金钱”面前，存在违规放贷的现象。

部分村干部将贷款用于炒股、偿还赌债等违法活动，信贷员明

明知情却违规放贷，导致联保贷款无法收回。所以农村小额贷

款的发展需要完善相应的法律和制度环境，加大对小额贷款

的监督。

5. 积极引导民间融资。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农户从农

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借贷就越困难，民间融资就越显得重

要。由于农村金融体系落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不得不从民

间融资。向亲戚朋友、乡里邻居借款，是西部农户融资的主要

方式。民间融资长期以来在西部农村金融服务中发挥了一定

的作用，但是西部民间融资的规模和比例都十分小。金融各部

门要积极引导民间融资，引导其向规范化、正规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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