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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小额信贷初探

张　　勇

　　作为世界“三 P”(贫困、人口和污染)难题之一的贫困

问题备受关注。它不仅是指人们所处的那种贫困状态, 而

且反映了由于社会各种环境的限制使人们丧失有价值的

生活。因此, 世界银行在提出反贫困战略时强调, 把赋予

穷人权利、提高穷人参与社会的程度和他们的社会经济

地位确定为减缓贫困的关键。在《世界发展报告 2000ö

2001——反贫困》中, 人们的资产被分为 5 类: 个人资产

(如劳动能力、技能及健康) , 自然资产 (如土地) , 物质资

产 (如基础设施的使用权) , 金融资产 (储蓄及获得的贷

款) , 社会资产 (以取得他人信任和互助为主要内容及穷

人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小额信贷就是通过一定的金融

中介为具有潜在负债能力的穷人 (常被正规金融机构排

除在外)提供信贷服务的一种特殊信贷方式。

从 70 年代中期开始, 亚洲和拉美一些发展中国家中

率先从事小额信贷业务的人借鉴传统民间信贷的一些特

点和现代管理经验, 结合本国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及穷人

的经济和文化特点, 在不断摸索和试验的基础上, 创造出

多种适合穷人特点的信贷制度和方式。在拉美和加勒比

地区, 面向低收入企业主的小额信贷机构如今已经成为

金融市场上无可置疑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信贷机构为

150 多万个小企业主 (大多数都比较贫困)提供服务。比较

著名的小额信贷机构有玻利维亚的阳光银行 (Banco

So l) , 安第斯信贷所 (Caja L o s A ndes) , PROD EM , F IE, 和

Sartaw i; 哥伦比亚的社会信贷所 (Caja Social) ; 多米尼加

的 AD EM I; 墨 西 哥 的“我 们 一 起 分 享”项 目

(Compartamo s) , 以及秘鲁的A CPöM iBanco 自助银行。

(一)小额信贷的基本原理

宏观前提: (1) 为加速农村经济发展, 需要加强商品

市场竞争和完善金融市场, 尤其是面向“三农”的农村金

融市场; (2) 非补贴的金融服务是增长和摆脱贫困的必要

条件; (3) 与社会就业相比, 自我就业是解决农村贫困问

题更有效的手段; (4) 现代市场制度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

的兼容。

微观前提: (1) 绝大多数具有正常智力和体能的穷人

存在一定的有效资金需求; (2) 在正确的指导下, 穷人能

够有效使用贷款并取得社会经济收益; (3) 为单个穷人提

供信贷服务具有风险大、交易成本和管理费用高的问题,

而穷人之间的组织有助于增强穷人承担风险的能力, 实

现信贷交易的规模经济效应, 降低信贷机构的交易成本

和管理费用; (4) 穷人具有储蓄的能力和习惯, 只要金融

中介能够提供方便和可信任的服务, 不仅可以为穷人提

供储蓄服务, 而且会因此增强金融中介的贷款能力, 增加

金融机构与穷人双方对贷款的信心。

基于上述宏观和微观前提, 拉美小额信贷形成了与

传统信贷不同的特点。首先, 在机构所有权和管理上, 传

统金融机构 (商业银行和金融公司) 的股东追求利润, 而

专业化的小额信贷机构通常由非政府基金会拥有, 股东

主要是非营利机构。其次, 在客户方面, 传统信贷面向各

类正规企业和工薪阶层的个人, 而且客户的地理分布很

分散, 而小额信贷面向低收入的企业主、初具规模的家庭

企业, 客户往往位于特定的地理区域。再次, 在贷款产品

方面, 传统信贷数额较大, 期限较长, 利率较低, 而小额信

贷则数额较小, 期限较短, 利率较高。最后, 在贷款方法

上, 传统信贷需要抵押担保和正规文件, 要求月还款, 而

小额信贷注重借款人人品和现金流量的分析, 通常要求

每周还款或者每两周还款。

(二)拉美小额信贷的发展

从需求方面看, 拉美地区就业结构的“第三产业化”

和“非正规化”, 形成了小额信贷的潜在市场。早在 20 世

纪 70 年代初, 发展中国家就关注经济内部的“非正规部

门”, 到 80 年代以后, 拉美地区的这种趋势更加明显。据

国际劳工组织界定, 非正规经济部门包括家庭服务、非专

业劳动者各种自谋生计的形式及 5 个劳动力以下的微型

企业。1980 年, 拉美地区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就业的劳动力

占就业劳动力总数的 40% , 1990 年增至 52% , 1996 年达

到 57%。据另一项统计, 巴西在 1989～ 1999 年期间, 非正

规经济部门就业人口增加了1 100万, 1999 年从事非正规

经济的劳动力为 3 890 万。随着时间的推移, 非正规经济

部门已延伸到农村, 无地劳动者和土地不能满足生活需

要的家庭也通过多种自我雇用形式维持生存。实践表明,

小额信贷不仅能够帮助穷人增加收入、做小生意并降低

其面临外部冲击时的脆弱性, 而且还是维护自我权益的

强大工具, 因为它可以帮助穷人、尤其是贫困妇女实现经

济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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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资料, 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为

止, 微型企业吸纳的劳动力占拉美地区就业总数近 50% ,

(见表 1) 而公共部门和雇员超过 10 人以上的企业只占

44% (其余 6% 从事家庭服务)。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微型

企业的就业呈稳步上升趋势。

表 1 20世纪 90 年代中期拉美微型企业就业状况

国　家 经济自立人口
(EA P)

微型企业主
占 EA P 的比重 (% )

微型企业工人
占 EA P 的比重 (% )

EA P 占总劳动力
的比重 (% )

微型企业
就业人数

阿根廷 14 345 171 27. 0 18. 1 45. 1 6 469 672

玻利维亚 2 530 409 37. 1 19. 0 56. 1 1 419 559

巴西 59 420 165 23. 4 24. 5 47. 9 28 462 259

智利 5 219 300 23. 7 20. 6 44. 3 2 312 150

哥伦比亚 11 669 274 26. 4 30. 9 57. 3 6 686 494

哥斯达黎加 1 187 005 17. 8 23. 1 40. 9 485 485

厄瓜多尔 3 359 767 31. 5 15. 0 46. 5 1 562 292

洪都拉斯 1 728 599 31. 5 15. 1 46. 6 805 527

墨西哥 33 651 812 30. 7 20. 9 51. 6 17 364 335

巴拿马 940 301 19. 5 12. 9 32. 4 304 658

巴拉圭 1 097 724 22. 3 34. 9 57. 2 627 898

秘鲁 2 945 101 35. 2 16. 2 51. 4 1 513 782

委内瑞拉 7 537 817 27. 3 14. 5 41. 8 3 150 808

　　这里的微型企业通常指雇员在 10 人以下的企业。

资料来源: M icrofinance: A n Em erg ing M arket w ith in the Em erg ing M arkets, by M arguerite Berger, In ter -

Am erican D evelopm en t Bank. W ash ington, D. C. 2000.

　　从信贷供给机构看, 由于拉美小额信贷不断专业化

和商业化, 曾经一度为小型非盈利组织所主导的小额信

贷领域现在已由正规的金融中介所领导。现在, 这些机构

——正在缩减规模的银行和专业化的金融中介——服务

的客户数量与非盈利组织相同, 但提供的贷款数额却是

它们的 3 倍。表 2 从 5 个方面对从事小额信贷行业的机构

类型作了比较。

表 2 为微型企业服务的信贷机构类型

综合金融机构 专业化金融机构 专业化非政府组织 综合性非政府组织

小额信贷的目
的

新市场
树立形象
慈善事业

社会影响
盈利能力

社会影响
可持续性及增长

社会影响
可持续性

法人形式 银行、金融公司和合作
社 银行和金融公司 基金会　协会 基金会　协会

客户 各种各样; 微型企业只
占少数 小型及微型企业 微型企业 微型企业

服务 各种各样, 针对特定的
市场, 个人贷款, 储蓄

个人贷款, 小组贷款; 代
收账款; 储蓄等

个人贷款　互助性贷款
　村银行系统

个人贷款　互助性贷款
　村银行系统

资金来源 储蓄　股票　债券　商
业贷款 商业贷款　股票　储蓄 商业贷款和软贷款　担

保　捐款 捐款　软贷款　担保

　　资料来源: To r Jansson, M icrof inance: F rom V illag e to W all S treet, In ter - Am erican D evelopm en t Bank,

W ash ington, D. C.

　　 (三)小额信贷商业化趋势: 推力和引力的共同作用

长期以来, 传统观念认为, 小额信贷是一种具有福利

性质的扶贫工具, 不可能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产业, 更不用

说盈利了。但是, 拉美的小额信贷机构正在以事实反驳这

一观点。一些专家将小额信贷机构划分为 4 种。第一种机

构, 也是最低水平的机构, 主要是依靠捐款或软 (低息) 贷

款来支持其机构信贷项目的运作, 这是一种传统的、高度

依赖补贴的项目。如果经营不善, 拖欠或通货膨胀压力较

大, 项目则很难维持, 除非有源源不断的补贴资金。第二

种信贷机构所需的补贴已大大低于第一种信贷机构, 但

是某些运作成本仍需捐赠支持。这些项目用于放贷的资

金主要来源于接近但仍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第三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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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机构的信贷收入已能覆盖其操作和软贷款性质的资金

成本, 而且信贷项目也达到了较大的规模 (至少几千户) ,

但它仍需某种程度和较长期的补贴。这种信贷机构近乎

实现了操作上的自负盈亏。第四种信贷机构达到金融上

的自负盈亏。当项目完全依靠客户的储蓄和以市场商业

利率筹集资金而不再依靠任何补贴时, 这种信贷机构就

属于这一类机构。这时信贷收入已能全部覆盖其资金成

本、贷款损失预留、操作费用和通货膨胀的影响。从地区

来看, 在小额信贷从只求生存向追求盈利的转型中, 拉美

无疑起到了示范作用, 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没有这么

多的可持续发展的小额信贷机构。

按照商业化趋势和竞争规则, 可以将拉美小额信贷

机构分为受监管的和不受监管的两组。① 第一组受监管

的小额信贷机构又分为 3 类。第一类是已转型的小额信

贷非政府组织 (31 家) , 它们已经具有与传统银行和金融

公司同等的地位, 截至 2001 年 1 月, 其客户为 186 331

户。第二类是得到特别批准的小额信贷机构 (21 家)、信贷

联盟以及市政府所属的本地非银行金融中介, 其客户为

284 218 户。第三类是传统银行和金融公司 (25 家) , 其客

户为 337 234 户。应该说, 商业银行进入小额信贷市场是

拉美金融市场竞争的一大特色。究其原因, 它们看到了这

个巨大的潜在市场, 也受到了非政府组织所获得的高回

报的利益驱动。一份资料表明, 在 1998、1999 和 2000 年,

小额信贷机构取得了 4%～ 6% 的资产收益, 大大超过了

拉美商业银行通常所能取得的约 2% 的回报率。即使在

1999 年拉美地区经济和金融陷于困境时, 小额信贷机构

的资产收益率也保持在 4% 以上。②

第二组是不受监管的小额信贷机构或非政府组织

(128 家)。在该地区融资给小企业的资金中, 它们占 1ö4

的份额, 其客户为 711 955 户。目前, 拉美小额信贷非政府

组织希望成为接受监管的实体, 但却经常面临着一个无

奈的选择: 它们可以作为商业银行而提出申请——这涉

及准入标准 (如初始资本的要求) , 或作为金融公司而提

出申请——这可能不允许它吸收存款, 而对于小额信贷

机构来说, 允许吸收存款是它们想成为接受监管的金融

实体的根本原因, 因为保证资金来源是机构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

总之, 拉美地区从事小额信贷的机构正处于意义深

远的转型中, 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强调增长、效率和盈利能

力。形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来自两个方面: 竞争“推力”和回

报“引力”。

一方面, 在竞争压力和金融监管改革的“推动”下, 信

贷机构开始寻找并开辟未曾触及的信贷市场。众所周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拉美经济、特别是金融部门经历了

深刻的结构改革, 其中包括取消利率上限, 减少或消除指

令性贷款, 减少进入金融行业的壁垒 (包括取消政府所有

的银行特权, 甚至取消政府所有的银行) , 加强银行的管

理和监督。这些改革措施改变了金融部门的结构, 为增强

部门竞争和开拓新市场 (包括小型和微型企业) 奠定了牢

固基础。例如, 为了使小额信贷机构具有合法地位并进行

盈利性运作, 有关资本充足率、资产风险加权、坏账准备

金以及信息发布等方面的专门法规应运而生。

另一方面, 在较好的金融回报率“吸引”下, 私人投资

者涉足小额信贷的兴趣大增, 小额信贷机构充分利用业

已存在的实力和金融部门新制定的规章制度从事该项业

务, 商业化的特点日趋明显。表 3 列出了拉美地区业绩较

好的几家小额信贷机构的数据。以商业银行的标准衡量,

尽管贷款业务总量和总资产的规模很小, 但由于平均贷

款规模小, 小额信贷机构还是可以盈利的。相对于传统信

贷产品而言, 小额信贷交易成本虽高, 但这一缺陷可以用

较高的利息来补偿。

(四)著名案例: 玻利维亚阳光银行

玻利维亚阳光银行成立于 1992 年, 其前身是一个以

捐款为资金来源的非盈利性组织——PROD EM。该组织

成立于 1987 年, 它通过提供信贷服务和培训来扩大就

业, 并鼓励向小企业投资, 其贷款方式采取责任共担的小

组贷款, 项目运作颇为成功。到 1991 年年底, 该组织已有

11 个营业所, 116 名职员, 资金已迅速增至 400 万美元, 累

计发放贷款超过 2 760 万美元, 平均贷款规模为 273 美

元, 女客户占 77% , 拖欠率几乎为零。该组织面临的挑战

突出表现在 3 个方面: 发展速度不能满足巨大的信贷需

求; 不能合法地向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尤其是不

能吸纳存款; 不能采取以市场为导向的方式提供小额信

贷。经过充分的可行性论证、转制的准备和资金的投入,

阳光银行于 1992 年获玻利维亚银行和金融实体监管处

的批准, 成为第一家专门从事小额信贷业务的私人商业

银行。与此同时, PROD EM 作为非政府组织, 其职能仍然

存在, 它将原有的 14 300 户客户和 400 万美元的贷款业

务转移到了阳光银行。为了避免与阳光银行竞争, 它的目

标市场转向农村, 而阳光银行的经营活动则集中在城市。

由于非政府组织一直缺乏具有相关经济利益的股东

对管理和盈利情况进行监督, 其所有权结构被认为是存

在缺陷的。这种缺陷也发生在阳光银行。在 1992 年阳光

银行成立时, 其股权结构是 PROD EM 拥有 60% 的份额,

而 A ccion In ternat ional (美国)、Calm eadow 基金会 (加拿

大)和私人投资者占其余 40% 的份额。虽然非政府组织和

捐赠者的参与对保证阳光银行立足于小企业部门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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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意义, 但是, 私人投资对保持机构健康发展的重要性也

是不言而喻的。上述股权结构的潜在风险是, 一旦面临危

机, 由非政府组织和捐赠者控制的董事会的反应速度难

以满足事态变化的需要。因此, 近年来, 阳光银行开始改

善股权结构。截止 1999 年 7 月, PROD EM 在阳光银行的

股权占有率已由当初的 60% 降到 35%。然而, 由于捐赠机

构参与度的增加, 私人投资者的股权并没有显著增加 (大

约保持在 18% )。因此, 管理要求的变化和资金压力的增

大依然是阳光银行面临的主要挑战。

表 3 拉美 4 家小额信贷机构的金融业绩

玻利维亚阳光银行
(Banco So l)

巴拉圭金融公司
(V ision)

乌拉圭信贷联盟
(Fucac)

哥伦比亚非政府组织
(WWB - Cali)

贷款业务总量 (百万美元) 64 19 19 6

贷款期 30 天的比重 1. 11% 8. 20% 7. 10% 1. 62%

客户数量 (千) 76. 2 12. 1 10. 4 10. 9

平均贷款规模 (美元) 828 1 563 1 868 539

分支机构数量 34 14 2 5

资产收益率 3% 3% 6% 6%

股本收益率 23% 19% 52% 14%

组合收益率 33% 43% 49% 46%

操作费用ö平均贷款额 18% 18% 10% 15%

每位信贷员负责的客户数 416 205 2 072 407

每位信贷员的业务量 (千美元) 349 320 3 871 219

　　资料来源同表 1。

　　 (五)将小额信贷融入主流金融市场

世界上任何地区都没有像拉美拥有这么多的小额信

贷机构。虽然它们都是以帮助贫困人口的非盈利基金会

开始的, 但是, 它们在其远景战略中逐步加入了诸如增

长、效率和利润等目标, 在取得显著成功的同时又没有偏

离最初的目标。

从市场角度看, 宏观经济改革为小额信贷向商业化

转变创造了条件。在机构层次上, 一系列管理操作的创新

成为该行业扩大和盈利的前提。其中最重要的是, 对于进

入该市场的银行和金融公司来说, 合适的小额信贷产品

和技术将是它们吸引客户和降低交易成本的必要条件。

非政府组织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扩大小额信贷机构规模,

使它们的运作合法化和正规化。这就需要它们根据实际

的成本设定利率、在可接受的参数范围内维持操作成本,

在资产和负债两者之间实现一种良好的货币匹配以应对

汇率风险, 同时完善监管结构和信息发布制度。

从发展的角度看, 小额信贷未来的关键是向微型企

业提供扩大的、多样化的金融服务, 以便使这项服务延伸

至规模更小、更贫困的客户。一方面, 小额信贷机构要继

续改善组织、创新技术、提高信息系统和监管的能力, 大

力挖掘降低交易成本的潜力。另一方面, 小额信贷本身的

某些特点会限制机构的覆盖面和盈利性。例如, 由于经济

形势存在不确定性, 小额贷款的高利率往往同高风险联

系在一起。另外, 信息准确度问题、日益增多的较小规模

贷款的管理费用“瓶颈”问题以及调整成本等问题都会成

为向末端市场进行商业性渗透的障碍, 进而会影响原来

的既定目标。

目前, 拉美小额信贷机构面临的主要矛盾是: 资金的

供给无法满足小额信贷市场的需求。在通常情况下, 有 4

种资金来源: 捐赠、公众储蓄、当地和国际债权机构 (银

行)或投资机构。尽管捐赠一直是该产业资金的重要来

源, 但是它们的相对重要性正在下降, 这类资源有限, 跟

不上市场的发展。公众储蓄是潜在的庞大的“资金池”, 不

但数额充裕, 而且成本低廉, 但是它要求机构必须取得受

国家监管的银行资格。而当地和国际债权机构 (银行) 或

投资机构由于缺乏对小额信贷产业的了解和对机构运作

透明度的信任, 难以做出明智的决策。所以, 解决资金“瓶

颈”问题的最佳选择就是积极促使小额信贷机构融入金

融和资本市场, 同时增加该产业的透明度。

(责任编辑　张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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