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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小额贷款履行着普惠金融的基本功能，作

为一种传统商业银行不能覆盖到的客户贷

款创新，在贷款方式、营销模式、贷款利

率、贷款期限、风险控制上具有独特优势。 

 2008-2015年小贷行业发展快速，之后受宏

观经济下行等因素影响，小额贷款公司业

务出现不同程度地萎缩，特别是 2017年以

来，网络小贷、现金贷以及 P2P 行业步入

整顿期，小额贷款公司发展陷入一定困境。 

 2018 年，虽然小贷公司数量及从业人员不

断下降，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占比金融机构

各项贷款余额不断下降小贷公司营收、利

润继续下滑，但小额贷款公司下滑幅度逐

步收敛，实收资本逆势增长，表明行业发

展出现一定转机，未来前景可期。 

 由于融资渠道受限、经营成本较高、身份

定位不明、监管体系不完善、风险控制机

制不健全等原因，目前诸多小贷公司都在

谋求转型，主要方向有：金融科技、科技

小贷、互联网运营、小额再贷款、拓展供

应链金融业务、多渠道化解融资难题等。 

 

http://www.xtk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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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额贷款概述 

1．定义 

从国际上看，小额信贷（Micro Credit）是指专向低收入阶层提供小额度的持续

的信贷服务活动。国外的小额信贷区别于正规金融机构的常规金融服务，以贫困或中

低收入群体为特定目标客户，并提供适合特定目标阶层客户的金融产品服务。其基本

特征是额度较小、无担保、无抵押、服务于贫困人口。这些贷款通常是无担保的、小

额度的，一般的商业银行都不提供这类金融服务。 

国外的小额贷款机构按照业务经营的特点，分两类：商业性和福利性，也称制度

主义和福利主义。前者更强调小额信贷管理和目标设计中的机构可持续性，以印尼的

人民银行为代表；后者则更注重项目队改善贫困人口经济和社会福利的作用，以孟加

拉乡村银行为代表。 

从国内来看，小额贷款是指在小额信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贷款金额一般为 1000

元以上 20万元以下，主要解决一些小额、分散、短期、无抵押、无担保的资金需求的

金融服务活动。与国外不同的是，国内小额贷款没有局限于低收入或贫困人口。 

广义上的小额信贷机构主要以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为主，农业

发展银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等为补充，服务对象主要包括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个体经营户和农户等。狭义上的小额贷款机构，就是地方金融监管批准设

立的小额贷款公司（《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由自然人、企业法

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

股份有限公司），本报告均指狭义的小额贷款机构。 
小额信贷 

（Micro Credit） 
网络小贷/互联网小贷 

（Internet Micro Credit） 
网络借贷 

（peer-to-peer lending） 
现金贷 

（Payday loan） 

贷款金额一般为
1000元以上 20万元
以下，主要解决一些
小额、分散、短期、
无抵押、无担保的资
金需求的金融服务
活动 

小额贷款公司主要通过网络
平台获取借款客户，综合运
用网络平台积累的客户经
营、网络消费、网络交易等
行为数据、即时场景信息等
分析评定借款客户信用风
险，确定授信方式和额度，
并在线上完成贷款申请、风
险审核、贷款审批、贷款发
放和贷款回收等全流程的小
额贷款业务。 

为出借人与借款人提供直接
借贷信息的采集整理、甄别
筛选、网上发布，以及资信
评估、借贷撮合、融资咨询、
在线争议解决等相关服务。 

具有“无场景依托、
无指定用途、无客户
群体限定、无抵押” 
等特征，现金贷可以
理解为借款金额较
小、期限较短、用途
不定的无抵押信用
贷款。 

2．特点 

作为一种传统商业银行不能覆盖到的客户贷款创新，小额贷款具有其他贷款方式

所不具有的独特优势。在贷款方式上，小额贷款更加灵活，既可以采取信用贷款，也

可以采取担保贷款、抵押贷款和质押贷款；在营销模式上，小额贷款程序简单、手续

简便、高效快捷，能够迅速满足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资金需求；在贷款利率上，

小额贷款利率高于金融机构但低于民间借贷平均水平，而且贷款利息双方可以进行协

商；在贷款期限上，小额贷款的贷款期限更加灵活，可由借贷双方公平自愿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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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险控制上，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主要来自股东出资，不吸收公众存款，对外融资

少，行业风险相对较小。 

3.发展历程 

小额贷款最早起源于上世纪 70年代的孟加拉国，最早把小额信贷引入中国的是联

合国，而最早把小额信贷中国化的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成立“扶贫经济合作社”，借鉴孟加拉

国乡村银行的联保贷款模式，以扶贫为目的对小额贷款进行试验，小额信贷模式在中

国正式启动。1996年，小额贷款受到政府重视，国家发布多个文件加大对小额贷款的

扶持力度，小额贷款进入到以政府扶贫为导向的发展阶段。2000年以来，随着我国农

村合作金融机构大规模进入小额贷款领域，小额贷款的职能也从单纯的扶贫发展到为

一般农户及广大个体工商户、微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在五个

省区进行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小额贷款开始进入快速的商业化运作阶段。 

2008年以来，为了推动小额贷款行业持续稳健发展，我国相继出台了《关于小额

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2008）、《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

（2009）、《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2013）以及《农

村信用合作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指导意见》（2013）等重要规范性文件。在规范

性文件的指导以及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下，2011-2014年，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经历了

高速发展时期。之后，受宏观经济下行、企业发展低迷、社会高利贷冲击等因素影响，

我国小额贷款公司业务出现不同程度地萎缩，风险防控压力加大。特别是 2017年以来，

网络小贷、现金贷以及 P2P行业步入整顿期，小额贷款公司发展陷入一定困境。 

数据来源：Wind

小额贷款公司:机构数量 小额贷款公司:从业人员数(右轴) 小额贷款公司:实收资本

10-Q4 11-Q4 12-Q4 13-Q4 14-Q4 15-Q4 16-Q4 17-Q4 18-Q410-Q4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70000

80000

90000

100000

110000

120000
人人

 

二、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现状 

1．小贷公司数量及从业人员不断下降 

根据央行统计数据，2013至 2015年，中国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快速增长，进入快

速发展时期。截至 2015 年末，全国小额贷款公司达到了最高峰 8910 家，从业人数达

到 11.73万人。2015-2018年，小额贷款公司行业风险频发，亏损面加剧，发展日益

艰难，机构数量逐年下滑。截至 2018年 12月末，全国小额贷款公司减少至 8133家，

较 2017年底的 8551 家减少 418家，降幅达 4.9%；从业人员下降至 90839 人，较 2017

年的 103988人减少 13149 人，下降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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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基本稳定，但占比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不断下降 

2015年以来，中国小额贷款机构数量逐年下降，小额贷款余额却总体保持平稳，

2018年小额贷款余额 9550.44亿元，较 2017 年的峰值 9799亿元减少 249亿元，下降

了 2.5%。但是，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占金融机构总贷款余额的比例持续下降，2018年底

为 0.7%，较 2014年 1.2%的最高峰下降了近一半。从新增贷款来看，除 2017年逆势增

长外，其他几年都是负增长，主要原因是 2017 年网络小贷的大规模兴起。 

 
3．小额贷款公司实收资本逆势增长 

截至 2018年底，全国小贷公司实收资本 8363.2亿元，较上年增长 1.1%，连续两

年实现正增长，在小贷公司数量减少的情况下，实收资本逆势增长实属不易，主要原

因是 2017 年底网络小贷整顿过程中，部分有实力的网络小贷公司大幅增加注册资本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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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额贷款行业监管收紧 

2008年以来，伴随着金融业整体的高速发展，小贷行业监管环境较为宽松，一定

程度上造就了小贷公司的高速发展。2014-2016 年，受宏观经济下行影响，小贷行业

生存压力变大，但监管上仍是以稳为主。2017 年，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网络贷、

现金贷，甚至是裸照贷、套路贷、高利贷等层出不穷，加上国家整体金融强监管、去

杠杆的推进，国家相关部门联系下发《关于立即暂停批设网络小额贷款公司的通知》

《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等文件，小贷行业监管整体趋严。 

 

日期 监管政策 

2017 年 11 月 21 日 
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立即暂停批设网络小额

贷款公司的通知》 

2017 年 11 月 23 日 央行、银监会召开网络小额贷款清理整顿工作会议 

2017 年 12 月 1 日 
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P2P 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

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 

2017 年 12 月 8 日 
P2P 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小额贷款公司网络小额贷款业务

风险专项整治实施方案》 

5．小贷公司营收、利润继续下滑，但幅度趋缓 

截至 2018 年底，A 股市场没有专门从事小贷业务的上市公司，新三板共有 33 家

正常经营的小额贷款公司。根据各家公司的年报显示，2018 年总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0.79%，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3.50%，虽然呈现继续下滑趋势，但幅度较前两年已然趋于

平缓。在 33家小额贷款公司中，有 16家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同比双降，仅有 12家小

额贷款公司的营业收入同比上升。 
新三板 33 家小额贷款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2018A 2017A 2016A 2015A 2014A 

营业收入 7.13 14.75 16.63 14.08 0.46 

同比(%) -0.79 -5.35 -11.69 2.55 -4.15 

营业成本 1.68 5.10 1.32 1.83 0.00 

同比(%) 6.03 -14.88 97.80 12.61 -- 

利润总额 5.37 9.71 10.79 10.49 0.39 

同比(%) -3.50 -4.46 -26.09 0.28 -15.32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9 7.23 8.21 7.89 0.29 

同比(%) -5.19 -6.68 -26.48 -6.86 -15.29 

资产合计 59.14 139.17 147.93 108.30 2.68 

负债合计 10.10 26.56 29.93 20.76 0.79 

股东权益 49.03 112.61 117.99 87.54 1.89 

经营现金净流量 4.12 10.70 10.01 5.07 0.12 

投资现金净流量 0.26 -0.04 -3.42 -0.67 -0.00 

筹资净流量 -5.72 -8.19 -9.71 -2.08 -0.2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1.34 2.47 -3.12 2.31 -0.10 

销售毛利率(%) -- -- -- -- -- 

销售净利率(%) 57.11 49.53 49.53 56.04 62.08 

ROE(%) 8.34 6.48 7.01 9.45 15.57 

ROA(%) 6.84 5.24 5.57 7.49 11.58 

资产负债率（%） 17.08 19.09 20.24 19.17 29.55 

流动比率 0.39 0.58 2.29 2.39 0.17 

总资产周转率(次) 0.12 0.11 0.11 0.13 0.19 

 

https://www.p2peye.com/wdk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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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机构数量和贷款余额主要集中在东、西部地区 

从各个省份小额贷款行业发展来看，机构数量上，江苏、辽宁、吉林、广东、安

徽、河北占据前五位置，都在 400 个以上；从业人员上，广东、江苏、河北、四川、

重庆、安徽占据前六位置，都在 4000人以上；实收资本上，重庆、江苏、广东、浙江、

四川、山东占据前六位置，都在 400 亿元以上；贷款余额上，重庆、江苏、广东、浙

江、四川、山东占据前六位置，都在 400亿元以上。 

由此可见，小额贷款行业的机构数量、从业人员与实收资本及贷款余额之间存在

非对称关系，机构数量、从业人员多的省份，实收资本及贷款余额不一定会强；而实

收资本与贷款余额之间存在明显的对称关系，原因在于小贷行业实收资本是发放贷款

的主要来源。 

分地区来看，机构数量和贷款余额主要集中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截至 2018年底，

东部地区小额贷款机构数量占全国的 32%，小额贷款余额占全国的 40%；西部地区小额

贷款机构数量占全国的 33%，小额贷款余额占全国的 39%。东部地区集中原因在于经济

金融发达，小额贷款需求较强，而西部地区主要是重庆、四川等地网络小贷发展较早。 

 

 
机构数量 从业人员 实收资本 贷款余额 

 
机构数量 从业人员 实收资本 贷款余额 

重庆 274 4951 1024.24 1582.78 河南 247 3180 203.68 221.51 

江苏 574 5326 704.38 804.46 新疆 275 2131 173.77 191.45 

广东 460 8458 695.03 773.41 山西 275 2826 177.25 163.72 

浙江 320 3170 560.65 649.02 北京 104 1258 143.24 152.42 

四川 293 5042 488.87 557.17 甘肃 307 3263 160.46 133.03 

山东 322 3672 437.22 480.51 天津 95 1510 118.21 128.52 

安徽 436 4655 371.37 470.82 云南 242 2393 118.49 116.64 

广西 308 3641 272.07 467.62 黑龙江 243 1630 129.62 107.51 

湖北 278 3143 307.6 309.01 吉林 488 3934 140.63 104.32 

福建 118 1295 262.62 299.43 湖南 126 1310 102.25 103.21 

辽宁 499 3883 335.69 291.38 贵州 220 1976 70.47 67.31 

陕西 267 2814 244.75 244.59 海南 57 892 62.78 66.7 

河北 430 5051 244.19 244.35 宁夏 116 1554 53.3 49.72 

内蒙古 339 2982 244.44 240.92 青海 78 856 48.58 48.44 

江西 198 2408 235.83 233.73 西藏 19 156 20.01 22.89 

上海 125 1479 211.5 223.82 合计 8133 90839 8363.19 9550.41 

东部地区 
占比 

32.0% 35.3% 41.1% 40.0% 
西部地区 

占比 
33.7% 35.0% 34.9% 39.0% 

三、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存在问题 

（一）融资渠道受限 

资金是决定小额贷款公司能否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按照银监会《关于小额贷款

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小额贷款公司性质为工商企业，不能吸收存款，不能进入银

行间市场进行拆借，更不能进行任何形式的内外部集资。资金来源为股东缴纳的资本

金、捐赠资金，以及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 

从资本金渠道来看，规定“单一自然人、企业法人、其他社会组织及其关联方持

有的股份，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 10%”。虽然各地区在此限制基础

上有所放宽，但是目前看来，除了广东省取消股份限制以外，其余地区依旧有所限制，

例如泉州市规定在一定情况下，该比例可放宽至 49%。但是股权的分散依旧使得小额

贷款公司难以从单一大股东处获得充足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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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银行金融机构渠道来看，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融入资金

的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 50%”。由于小额贷款公司这类没有获得正式“金融机

构”身份的对象，银行给予融资究竟是公司业务还是同业业务不明确，鲜有银行给小

额贷款公司融资，融资比例远低于银监会规定的 50%的水平。 

从资本市场渠道来看，一直以来，中国证监会对小贷等类金融和互联网金融公司

谋求上市存在种种限制，2016年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也对所有类金融企业全部暂停办理

挂牌手续，无论项目处于何种状态，至今没有放开限制。虽然交易的每一步都没有触

发“借壳”条款，虽然 2016年存在新力金融借壳上市的案例，但资本市场对于绝大多

数的类金融任然是望而却步的“禁区”。 

在这种“只贷不存”的制度框架下，小额贷款资金来源渠道比较单一，实际上已

经成为投资性质的公司，操作成本高昂，经营风险巨大，但是投资回报率不高；又因

后续资金不足，信贷规模有限，许多小额贷款公司甚至遭遇资金来源困难、难以持续

发展的瓶颈，巨大的资金缺口严重限制着小额贷款公司的进一步发展。 

（二）经营成本较高 

小贷公司业务的发展，主观上，一方面是弥补大型金融机构所不愿意触及的小微

金融、普惠金融领域，另一方面是具有替代民间融资、特别是民间高利贷的功能。但

客观上，其经营成本却难以达到这种“弥补和替代”的功效。 

相对于大型金融机构，融资渠道受限导致融资成本过高，没有获得正式“金融机

构”导致无法享受正规金融机构税费优惠（2017 年才开始允许小额贷款公司按年末贷

款余额的 1%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准予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相对于民间借贷，不仅需要承担较高的申请小贷公司牌照的成本，而且需要承担

相关的税费如日常经营中要缴纳 5.5％的营业税和附加，以及 25％的所得税，而且需

要接受工商、行政、金融、公安等部门严格的监管。 

很多实例显示，小额贷款公司的发起人在承担申请牌照、控制风险、做好运营管

理等成本之后，综合测算下来往往经营利润较低，甚至亏损。 

（三）身份定位不明 

我国小额贷款公司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依据《公司法》成立，在工商管理部

门登记，从事金融服务但却没有取得金融许可证的企业法人，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

司，又不同于普通的金融机构。由于其金融机构的身份一直未能解决，导致社会上对

小额贷款公司缺乏认可。 

一是在实践中，国土、房管、车管等部门以没有金融许可证为由拒绝办理房屋、

车辆抵押手续，跨区域的房产抵押也无法得到当地房管部门认可，这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小额贷款公司抵质押业务的比重，放大了风险。 

二是在诉诸法律过程中，涉诉案由定为“民间借贷纠纷”，无法适用“金融借贷

纠纷”中的规定，提出保全申请时需要缴纳保证金或提供资产抵押，且诉讼成本高，

周期长，不能有效打击骗贷行为人，维护小额贷款公司的合法利益。 

（四）监管体系不完善 

一方面，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体不明确。我国银行业的专门监管机构是中国银

监会，小额贷款公司虽然从事金融业务，但是没有金融许可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金

融机构，因此银监会对其进行监管于法无据。根据《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

见》，当前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处置和日常监管由各省金融办或者相关机构全面负责，

但各省金融办和相关机构并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不能独立地行使监管权力承担监管

责任。而且“相关机构”具体是指哪些机构，应当履行哪些监管职责等均缺乏明确的

法律规定，导致实践中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容易流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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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内容不明确。目前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监管制度基

本处于空白状态，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和行业规范。虽然银监会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运

营没有监管职责，但是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利率和资金流向仍由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监

管。然而实践当中，央行主要侧重于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宏观监管，对其贷款利率和资

金流向的微观监管显得力不从心。小额贷款公司的运营监管主要是由地方政府负责，

而地方政府在监管时往往只注重注册资本审查和股东资格审查等审核工作，对小额贷

款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监管明显不足，从而导致监管的虚拟化、无序化和效率低下。 

（五）风险控制机制不健全 

小额贷款公司在运营过程中普遍缺乏系统的风险防控机制。目前，我国征信体系

尚未建立健全，尤其是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严重滞后，导致主要针对农户群体的小额贷

款公司面临较高的信用风险。 

一是客户基础原因，部分小额贷款公司放贷对象多为银行筛选后的客户，往往没

有银行贷款记录，存在一定的信用风险。 

二是未纳入人行征信系统，基于开拓客户的考虑，部分小额贷款公司业务也尚未

纳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造成小额贷款公司难以全面了解客户信用状况，经营风险增

加，也影响到征信系统数据。 

三是区域集中易导致风险集聚，现行政策限制小额贷款公司跨区域经营，这使得

在当地发生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时，很容易造成贷款的集体违约。 

四是贷款抵押物较少，部分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初期，为了抢占市场份额，采取多

种灵活、便捷的放贷方式，例如无抵押、免担保、快速放贷等，当客户出现无法履行

合约条件的情况时，由于抵押物、担保人的缺失，很难实现贷款的本息回收。 

五是风险管理能力缺失，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平均从业人员 11人，大部分小额贷款

公司由于规模和能力的限制，很难自主建立独立的内部风控体系。许多小额贷款公司

风险意识不强，没有建立起必要的风险评估、预警和控制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往往只

有简单的贷款操作流程规范放贷行为。还有一些小额贷款公司片面追求收益率和贷款

规模，重扩张、轻管理，对贷款的贷前审查不严格，贷中、贷后的跟踪管理不到位，

导致贷款过于随意，甚至存在通过个人社会关系进行贷款的问题，也使得小额贷款公

司的经营风险远远高于传统商业银行。 

（六）行业竞争加剧 

随着小额信贷需求的增加，小额贷款公司面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小额贷款公

司的主要竞争对手包括银行、P2P 网贷平台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银行由于其资金来源

充足，资金成本较低，并且基于其广泛分布的网点，在开展小额贷款业务上存在一定

优势。P2P 网贷平台和消费金融则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突破了经营地域限制，丰富

了资金来源，对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影响也在逐渐加大。 

五、转型趋势 

（一）借助金融科技 

传统小贷多依靠于属地发展，随着大量商业场景的互联网化、交易的渠道化和电

商化，传统小贷在公司客户挖掘、数据分析和信息采集方面的劣势逐渐显现，很多新

型小贷公司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的等技术，以及与外部征信公司合作提升信用风

险管理能力，向金融科技公司转型。（典型企业：蚂蚁小贷）。 

（二）转型科技小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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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响应国家加快建设金融和资本创新体系建设要求，部分小贷公司以小额贷款、

股权投资和投行咨询服务为主业，以投贷联动、股债结合的业务模式，重点支持创新

创业高科技企业发展。（典型企业：中安科贷、兴泰科贷）。 

（三）搭建综合化的互联网线上运营平台 

为适应互联网高速发展，有实力的小贷公司，特别是有牌照的网络小贷公司，普

遍建立了综合化的互联网线上运营平台，实现精准获客、贷前调查、贷款审核、风险

识别、贷款定价、贷款发放、贷后管理、线上还款、还款催收等一站式服务，满足个

人用户和企业用户便捷化小额信贷需求，降低运营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典型企业：

理想小贷、佐力小贷）。 

（四）转型小额再贷款 

针对小贷公司普遍存在的融资渠道狭窄问题，部分小贷公司开始转型小额再贷款

机构。小额再贷款机构被称之为成为小额贷款行业的“央行”，目前全国只有 5 家，

作为中央交易商的定位和角色，是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池和资产交易平台，可以帮助

小额贷款公司扩宽融资渠道，支持小额贷款公司加快发展，同时作为小额贷款行业风

险识别器和市场稳定器，有助于行业安全稳定运行。 

与小贷公司相比，小额再贷款机构在业务对象上更广泛，不仅可以对中小微企业

和个人发放贷款，更将小额贷款公司纳入服务对象，组织同业拆借及购买小额贷款公

司的信贷资产，满足小额贷款公司资金融通需求；在资金来源上更丰富，在股东借款、

银行贷款、发行债券基础上，扩大至省级转贷资金；在经营范围上更广阔，既可做债

权投资，又可做股权投资；在经营杠杆率上更高：是传统小贷公司的 4-5 倍。（典型

企业：立根小再贷、皖投小再贷） 

（五）拓展供应链金融业务 

借助小贷公司股东的上下游产业，或利用已有的客户资源和数据，为产业链客户

和产业上下游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构建产融一体的消费金融、产业链金融生态圈。（典

型企业：仁和药业小贷、永辉小贷） 

（六）多渠道化解融资难题 

目前小贷行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融资难（银行融入资金不能超过两家，贷款规

模规定不超过资本金的 50%，私募基金不得为小贷融资），《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

（征求意见稿）》（2015 年 8月）拟允许放贷组织运用自由资金、通过发行债券、向

股东或银行业金融机构借款、资产证券化等方式融入资金从事放贷业务，拓宽了放贷

组织的资金来源，目前市场上常见的融资方式有： 

一是参照融资担保基金或再担保模式，设立小贷行业互助基金或小额再贷款公司，

从行业内部调剂余缺； 

二是小贷公司和银行“助贷”模式，即小贷公司将客户转介或推送给银行，小贷

公司承担获客和必要的风控、渠道管理，银行是放款主体、承担风控。 

三是争取改制为村镇银行，通过与银行开展商票保贴业务、与保险公司开展“助

贷”业务、与信托公司合作信托项目。 

四是进入新三板市场，发行小贷集合债券或定向增发。 

五是尝试“资产证券化”业务，虽然 2018 年以来以消费金融为主要品种的小额贷

款 ABS 发行规模较去年同期接近腰斩，但仍然不失为大型小贷公司融资的必要渠道，

而且小额贷款基础资产较高的收益率可以为资产支持证券提供有效的超额利差保护。 

六是与 P2P 平台合作，把贷款转让给 P2P 网贷平台，虽然《关于规范整顿“现金

贷”业务的通知》明确规定了“禁止通过互联网平台或地方各类交易场所销售、转让

及变相转让本公司的信贷资产，禁止通过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融入资金”，但是现

实中，大多数小贷公司仍然可以通过抽屉协议方式，实现投资端和融资端的合作。 

http://funds.hexun.com/sm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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