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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贷款公司作为一种新型的服务机构在满足微型企业

资金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钱荒”使得小额贷款公

司在火热的市场下“无米可炊”。本文试图通过多种途径缓解

小额贷款公司无钱可贷的困境。

一、赐仓封号

通过法律手段“赐仓封号”，为小额贷款公司构建更加正

规化的金融平台，使小额贷款公司“名正言顺”地获取更大的

补仓资金，缓解“无米之炊”的危机。

1. 把小额贷款公司看做是金融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从

法律平台上将其划归为特殊的金融服务机构，突出小额贷款

公司是从事小额放贷和融资金融活动的信贷机构，引导其更

好地为“三农”和中小企业引入社会资金流，满足民间“小额、

分散”的贷款业务需要。

2. 赋予小额贷款公司和常规金融机构相似甚至是相同

平台的地位，使小额贷款公司在获取补仓资金流时得到与常

规金融机构同等平台基础上的法律保障。

二、返仓回流

1. 建立借款人经营状况和贷款资金流向跟踪监测机制，

及时了解借款人经营状况，密切跟踪资金运转流向，构筑风险

防控的长效机制，保证贷款资金的顺利“返仓回流”。

2. 构建起从贷款对象审查评估到实时跟踪经营直至贷

款资金终端运转效益的全程跟踪机制，通过合理评价企业运

营和绩效，确保贷款资金的流转规范和顺利返还。

3. 通过实时提供借款人的开户行、账号及存贷款余额情

况以及财政部门或会计师事务所核准的年度、半年度财务报

告，了解借款人实时账面资金的运作情况，总体把握借款人的

经营和信誉状况，保障贷款及时、安全偿还。

三、扩仓囤粮

1. 实行分级正向激励的增资扩股政策。首先在注册资本

上开源，适度放宽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来源于股东缴纳的资本

金、捐赠资金和不超过两个银行金融机构融入资金的限制性

条件，扩大小额贷款公司的资本金。其次对小额贷款公司实行

以每股收益和权益净利率为核心的正向激励策略和以经营绩

效与内部管理水平为衡量标准的分级增资扩股制度。

2. 规范放宽的融资限制。参考一般工商企业资产负债率

和公司资产减值准备率，实行非审慎性原则的监管模式，放宽

小额贷款公司银行融资资本金 50%的限制。试行考核晋级模

式，根据服务“三农”和微型企业力度、风险管理效果、经营绩

效等因素分级划分小额贷款公司，根据级别适当性地在融资

资本金比例 50%到 150%的范围幅度内变动，以此增加从融资

层次获取的补仓资金流。

3. 协同推动小额贷款公司转型为村镇银行。制定小额贷

款公司转制银行的标准，在政府、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的协同

下，推动小额贷款公司转型，允许市场份额较大、风险控制恰

当、经营状况良好、经营时间较长（如 10年或 15年）的小额贷

款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以便其拥有和其他金融机构同等级

的权益，更充分地获取资金，推动融贷运转。

4. 适度开放金融市场。帮助小额贷款公司转型为正规金

融机构以后，要利用银行间拆借市场、中短期票据、集合证券

等金融方式，从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等金融机构分出部分资金给村镇银行，以实现资金

调度和闲置资金充分利用。

5. 循序有效地吸纳公共存款。分层次分规模调节小额贷

款公司吸收存款的运作。分层次：在遵循法律规定的前提下，

明确小额贷款公司在运营基本年限内不允许吸收存款，同时

依据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绩效和内部控制量化标准，对达到运

营基本年限且符合量化合格标准的小额贷款公司 ，可允许其

规范吸储以增加存款量。分规模：在适应小额贷款公司运营状

况、金融监管水平和相关配套政策措施的基础上，对小额贷款

公司的吸储规模进行合理划分，制定监督措施，并根据平时监

管评估情况，上下调节其规模大小。

四、仓仓共济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综合利用民间市

场上各种资金来源，相互弥补，以达到“仓仓共济”。

1. 增加政府补助。建立贷款担保机制，由地方政府设立

面向“三农”和中小企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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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并提高小额贷款的安全性，

避免或减少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损失。

2. 建立共创基金。通过国家财政、政策性银行和其他金

融机构共同出资建立小额信贷基金，将资金“整体批发”给小

额贷款公司，使其以小额贷款零售机构的身份，按照其设立

的初衷，“拆分零售”给急需资金的“三农”或微型企业。

3. 建立民间合作组织。通过“三农”、中小企业和小额贷

款公司共同出资建立民间合作组织，按“先富带动后富”和“收

益提成”的筹创原则，合理“集结”和“疏导”信贷资金，以达到

扩大信贷资金来源和资金循环增值的目的。茵

小额贷款公司野无米之炊冶之困境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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