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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步早，制度完善 
寻甸县农村信用社是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较早的信用社之一。2002年开始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2
003年10月制定了《寻甸县小额信用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并在以后几年的运行实践中不断总结、
完善，进行了多次修改和充实。对小额信贷的评定、小额信贷的管理制定了管理办法，为全县小额信
用贷款推广开了个好头。 
二、推进快，小额信贷小有可为 
（一）推广速度快 
农村信用社小额信用贷款由于具有“金额小，手续简便”的特点而深受农户欢迎。在推进之初，寻甸
县农村信用社紧紧把握全县农村经济发展的脉搏，从农村实际出发，使小额信用贷款逐步贴近农村和
农民实际，成为农民增收致富，发展农村经济的积极推动力，推进速度较快。2003年，小额信用贷款
的管理初步规范，当年评定小额信用贷款25000户，年末小额信用贷款余额达7239万元，使用小额信用
贷款的农户达11000户，户均贷款6580元，小额信用贷款占各项贷款余额的24.5%；至2008年6月底止，
小额信用贷款余额达9067万元，使用小额信用贷款的农户达12950户，户均贷款7000元，小额信用贷款
占各项贷款余额的7.63%。寻甸县农村信用合作社小额信用贷款业务的兴起，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农户
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了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的作用。 
（二）贷款风险低 
2003年至2007年末，全县小额信用贷款累计发放49221万元，形成不良贷款1026万元，不良贷款占小额
信用贷款累计发生额的0.21%；除小额信用贷款以外的其他贷款累计发放299951万元，形成不良贷款85
428万元，占累放数的28.14%。这说明，所发放的小额信用贷款和所发放的除小额信用贷款以外的其他
贷款相比，小额信用贷款形成的不良贷款远远低于除小额信用贷款以外的其他贷款所形成不良贷款。
从表内数据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寻甸县农村信用社发放的小额信用贷款风险低，有活力（如表）。 
三、发展慢，制约因素涉及多个方面 
经过多年的探索，小额信用贷款的管理和发展已形成了一些有效的管理机制，收到了一些成效，但随
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各种产业协会、专业合作组织的兴起，农村经济发展的加快，不相适应的地方
仍然很多，诸如管理机制不完善、业务发展不均衡等等。 
（一）业务量大，经营成本高 
从信用社自身发展方面看，确实存在业务量与效益的突出矛盾。由于农村信用社点多面广，业务面对
农村千家万户，贷款的户数多，贷款的额度小，业务量自然就大。近几年来，新增业务量也比较大，
造成农村信用社基层社工作压力过大。例如2007年兑付烤烟款和发放农资贴补等工作较为集中，加之
“惠农一折通”业务增加了新的工作量，业务量更大。业务量与效益的矛盾仍是制约小额信用贷款发
展的重要因素。 
（二）发展不均衡，需求差异大 
从农村的情况看，制约小额信用贷款发展的因素主要是经济发展不均衡。调查中获悉，由于地处坝
区、半山区、山区及交通便利与否等情况的不同，村与村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就寻甸县的情
况看，仍有相当一部分村组小额信用贷款覆盖率较低，有的甚至还达不到10%的覆盖率。在经济欠发达
的乡镇，申请小额信用贷款的农户少，贷款额度大一点的更少，还有部分农户担心还不了贷款利息，
干脆不要小额信用贷款，户均贷款不足2000元。例如：寻甸县联合乡、六哨乡农户数为3230户、4590
户，2007年末农村信用社（当地基层社）各项贷款余额仅为460万元、870万元，户均贷款分别为1400
元、1900元。经济发展好的地方却相反，大多农户都积极申请小额信用贷款并希望尽可能多贷一点，
在这些村组听到农户反映最多的就是得到的贷款少，希望能多贷一点，增收致富的步子迈得更快一
点。经济发展不均衡造成了小额信用贷款需求的较大差异。 
四、发展小额信贷的思考和建议 
（一）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形成合力 
解决“三农”问题，引领农民致富奔小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和政府确定的宏伟目标。服务
“三农”是各级地方党政工作的重心，也是农村信用社信贷工作的重心。因此，我们一定要解放思
想，更新观念，加强“银－政－农”合作，从而形成合力，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有效保证。 
（二）加强调查研究，合理确定小额贷款授信额度，促进地方经济均衡发展 
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进一步发展，产业结构将逐步调整和优化。与此同时，农村资金需求
也出现多样化、大额化的发展趋势。在广大农村，有条件办理担保抵押贷款的农户仍然是极少数，小
额信用贷款就是农户获得资金支持的主渠道。要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又要解决好农村信用社业务量与
效应的矛盾，就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合理确定小额贷款授信额度。在小额信贷管理的方式方法上也要
有所变化，要因地制宜，体现灵活性。比如：要注重科技创新，简化办理贷款的手续，在降低工作量
的同时，给农户贷款提供便利；再比如：由农户自发组成的各种产业协会、专业合作组织正在蓬勃兴
起，农业的产业化发展需要大资金、大投入。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地方，有的农户有条件贷5万元以上的
贷款，在这种情况下，小额贷款的授信额度就应适当提高等等。 
（三）念好“农”字经，当好“主力军”，为在农村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作出贡献 
农村经济发展不均衡，地区差异大，农村金融工作者要加大扶贫帮困的力度，在给予资金支持的同
时，还要给予智力的支持，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村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更新观念，积极寻找适合当



地实际的致富之路，发展之路；要立足“三农”，在致富信息、致富点子、致富路子等方面给予引导
和帮助。农村信用社点多面广，信贷人员常年走村串户，了解的情况多，获得的信息多，应该在为农
户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把好的致富信息、有效的致富点子、切实可行的致富路子带给经济欠发达地
方的农户，帮助他们走上致富之路。还应着力发挥熟悉农村，贴近农民的优势，向农民宣传金融知
识，为在农村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作出努力，作出贡献。 
总之，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是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政策，小额信
用贷款是“惠农”贷款，也是党和国家在农村实施的一项“民心工程”，不能按部就班，一定要推动
其创新发展。各级地方党政和相关部门，各金融机构都要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研究，形成共识，用创新
的手段和方法，降低贷款风险，提高效率和效益，有效促进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健康持续发展。 
课题组成员：王瑞  张家玉  李松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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