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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小额贷款操作实例（微型金融方法与案例）／21世纪经济报道文丛》编著者沈颢。 20
11年，21世纪社会创新研究中心以“小额信贷”等为主题主办了一系列沙龙，联合海航
集团开办了社会创新创投竞赛，并携手美国“金融无国界”组织赴加州成功举办中美新
公益慈善峰会。与此同时，21世纪社会创新研究中心开始构思一本书，一本可以对各国
微型金融的实践进行总结和分析、沉淀下来对业界和学界都有参考价值的书。*终，这本
书被命名为《小钱大用——微型金融方法与案例》，海内外记者合力进行了多方采访和
调查，国内著名专家学者对案例进行了点评。

内容简介

    《小额贷款操作实例（微型金融方法与案例）／
21世纪经济报道文丛》编著者沈颢。

     《小额贷款操作实例（微型金融方法与案例）／
21世纪经济报道文丛》内容提要：微型金融兼具社会
价值与经济价值。就社会价值而言，它惠及了传统金 融没有
覆盖的人群；就经济价值而言，微型金融的“精耕细 作”、节约成本、提高效率从
而获得利润的模式是金融竞争激烈后的必然走向。

     《21世纪经济报道》一直关注微型金融，以及其 所在的社会创新领域。《小额
贷款操作实例——微型金融方法与案例》，即是21世 纪社会创新研究中心约请海内
外记耆与专家学者合力写成。本书以众多生动的案例 ，在故事性的叙述中，解读其
模式创新，并配以业界或学界人士的案例点评，探讨 金融领域“以商业方法解决社
会问题”的点滴经验。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到，从印 度的小额保险到菲律宾的手机
银行，从巴西的邮储银行到中国的小额贷款平台，微 型金融服务不断推陈出新；与
此同时，花旗银行、印度工业信贷投资银行等传统金 融机构纷纷加入，Temenos、
Credief等技术平台让微型金融借助现代化管理手段 使服务模式不断精细化。案例之
外，本书还汇集多方观点，为案例中所涉及的模式刨 新以及现实问题，提供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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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答：批发式小额信贷是解决小额信贷机构融资难
的方式，国家层面的一揽子计划是最完备的，但难度较大。我们提出过正规
的建议，财政部原则上
支持。在我们的建议下，财政部金融司准备用德国复兴小额信贷公募基金
（KFW）做小额批发基金。另外，我们与农业银行的
合作正在洽谈中，提议由小额信贷联盟组成管理团队，资金监管托管在农业
银行。最新进展是：财
政部建议，公益性小额信贷的批发资金由农行作为主办方，小额信贷联盟作
为农行协办方。
  事实上，从2002年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推动民间
资本进人小额信贷融资渠道，2009年正式向财政部提出建议。批发式小额
信贷基金对农行来说是
一项全新的业务，小额信贷联盟愿意承担风险，在各个机构的监管下，发起
这个业务，并全力支持任何想开展这个项目的机构。
  问：目前在中国，小额信贷机构的吸储业务尚未
获得许可。这是否会构成中国小额信贷发展的障碍？
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分开来看，大多数公益性
甚至商业性的小额信贷机构，并不具备管理储蓄业务的能力，会造成储户利
益的损失。对于有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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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良好经营业绩，人员素质较高、受过专业培训，再加上实践试点成功的
这类企业，倒是可以放开吸储业务。在全球范围来看
，不吸储的小额信贷机构是多数，吸储的是少数。以孟加拉为例，1000多家
机构中，也只有两到 三家开展了吸储业务。
  机构自身的能力是决定能否吸储的首要因素。再
者，也并非不吸储就不能解决融资问题。融资的方式有很多种，比方说借助
制度性的融资机制和渠
道，融资问题同样也是可以解决的，例如在印度，银行家和妇女自助小组相
结合的形式，也能解决这个问题。在美国有8000家银
行，与此同时，在呆种程度上相当于我们的小贷公司的只放贷不吸储的机
构，他们有20000多冢。
  批发基金和小额信贷机构合作，做银行的准分行、代
理行或者“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方都是司行的。吸储无疑是成本最
低的，但有多少小额信
贷机构有能力保障储户安全？他们能否承受用非抵押担保的方式放出较大额
度的贷款也是疑问。中国在高速发展下，贷款额度在
逐步放宽。目前，对小额信贷定义的国际主流观点是：人均单笔贷款等于或
者低于本国家或本地区
人均GDP2．5倍以下。这是自然之理，GDP上去了，小额信贷额度自然也要
随之提高，因此吸储不要绝对化。
  公益性的理念最值得借鉴 问：格莱珉银行2011年10月在四川省阿坝州正式
开展小额信贷业务，外资小额信贷机构与地方的合作是否会为中国小 额信贷法规带来新
的挑战？ 答：此项目理念没有问题，也面临一系列挑战，效果有待观察，如对中
国国情的认识、语言障碍等。加上业务开展的地区是
中国特别贫困的地区，当地的农信社也处于绝对亏损的状况。阿坝地广人稀
，项目能否实现规模效
应也是挑战。另外，当地用户对外来机构的认知和接受也构成了极大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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