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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額信貸與婦女發展的實踐及探索 

尹向麗 

赤峰市昭烏達婦女可持續發展協會辦事處主任 

 

壹、前言 

赤峰市昭烏達婦女可持續發展協會敖漢旗辦事處自 1998 年開始實施小額信

貸扶貧專案，該專案的實施，不僅有效的補充了當地信貸資金的不足，促進了地

方經濟的發展，更重要的促進了婦女的發展。具體表現為：為貧困婦女提供了參

與發展的機會，提高了他們的綜合素質；幫助貧困婦女增加收入，提高了家庭及

社會地位；轉變了貧困婦女的觀念，使她們走出家門創市場；婦女的變化帶來了

家庭的變化，影響了社區的發展；提高了專案管理人員的綜合能力，擴大援助組

織及婦聯在群眾中的影響。 

貳、小額信貸專案實施的背景與環境 

一、背景 

1997 年，隨著以扶貧和滿足弱勢群體金融服務的小額信貸在中國的產生，

赤峰市婦聯借著第四次世界婦女大會在北京召開的有利契機，爭取和實施了聯合

國開發計畫署（UNDP）援助、中國國際技術經濟交流中心執行的“內蒙古扶貧

與婦女參與發展項目”，項目額度 100 萬美元，其中，小額信貸扶貧是核心部分，

安排了 40 萬美元的迴圈金。該專案借鑒了孟加拉模式的要素，並結合當地實際

進行了創新。1998 年 11 月，小額信貸扶貧工作開始啟動，1999 年 1 月 7 日開始

放款。2001 年，聯合國開發計畫署和中國國際經濟技術交流中心又執行了“可持

續的小額信貸扶貧專案（SMAP）”，赤峰是四個項目點之一。與前一期項目相

比，SMAP 項目不提供本金，只提供技術支援，更多地關注機構建設，關注小額

信貸的可持續發展。為實現專案到機構的轉變，2001 年 1 月 5 日赤峰市婦聯在

當地民政部門註冊，成立了赤峰市昭烏達婦女可持續發展協會，專門運作和管理

小額信貸工作。  

協會成立之初覆蓋三個旗縣：敖漢旗、巴林右旗和寧城縣，後因寧城縣出現

拖欠已於 2003 年關閉，2006 年又在松山區建立了辦事處。 

敖漢旗小額信貸辦事處是赤峰市昭烏達婦女可持續發展協會的分支機搆，對

協會負責。現有全職工作人員 10 名，無償為婦女服務的中心主任約 100 名（隨

著中心的關閉和開放，中心主任人數會隨時變化）。截至目前已累計放貸 6200

余萬元，並一直保持著 100%的還款率和零拖欠的業績。  

為了保證專案有效安全的運行，我辦事處在協會和專家的指導和幫助下制定

了 20 多項管理和獎懲制度，並堅持嚴格按制度執行。主要借鑒了孟加拉鄉村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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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模式，突出體現了貸女不貸男，貸貧不貸富，整借零還，小組聯保、中心會議、

不用抵押､強制儲蓄､專案自選等特點。為了控制風險，嚴格堅持“三到位”、“九

不貸”原則，“三到位”，是指管理人員“三到位”，即管理人員必須在篩選客戶､

放款、收款時到場監督操作，以保證程式的規範性和資金的安全性；“九不貸”，

即不是本地戶口的不貸､民政救濟戶不貸､家庭不和的不貸､戶主不同意的不

貸､超過年齡的不貸､沒有生產項目的不貸､信譽不好的不貸､家有重病的不

貸､長期不參加中心會議的不貸｡  

二、環境 

小額信貸專案不僅有效的補充了當地信貸資金的不足，促進了地方經濟的發

展，更重要的是提高了婦女地位，促進了社會公平。在專案運行中，婦女還借款

的特殊方式，每兩週一次的中心會，為貧困婦女提供了參與發展的機會，成了真

正的參與者、決策者和收益者，綜合素質明顯提高。貧困婦女不用出門就能得到

發展生產的啟動資金，她們在經濟上有了主動權，在家裡自然就多了財產的支配

權和重大事物的決策權，從而使她們的家庭和社會地位明顯提高。小額信貸最大

的優勢是將貧困婦女集中到一起學習技術、交流致富資訊，喚醒了她們的市場競

爭意識、誠信發展意識和節儉創收意識，使一年四季圍著鍋臺轉的家庭婦女走出

家門闖入市場。社區隊員來自婦女群眾，經過多次強化培訓，學會了小額信貸知

識、金融財會知識以及與國際接軌的記帳方法，她們學會了溝通交流的技巧，使

她們經濟上有了一定的收入，社會實踐經驗不斷的豐富和完善。婦女的變化帶來

了家庭的變化，影響了社區的發展。在專案運行中提高了專案管理人員的綜合能

力，擴大援助組織及婦聯在群眾中的影響。 

民間組織小額信貸，按照我國《商業銀行法》的規定，面臨著其提供服務的

合法性問題，沒有界定非政府組織小額信貸的合法地位的法律，也享受不到 2008

年 5 月 4 日人民銀行和銀監會頒佈的《關於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見》所提

供的政策保護。不僅制約了非政府小額信貸自身的發展，而且來自捐贈人和批發

性委託貸款者管道的資金支持也較少。目前大陸民間組織開展的以扶貧為目標的

非盈利小額信貸，政府還是很支持的，尤其是體制內的像婦聯這樣組織，能借助

她健全的組織網路和巨大的號召力把小額信貸扶貧工作做的很出色，因為一旦出

現拖欠的問題，他可以在依法處理的過程中，利用一些行政手段，當然前提是不

能摻雜有任何的宗教色彩和威脅執政黨地位的言論等政治目的。 

叁、議題分析與探討 

一、要堅持以扶貧和婦女發展為目標。 

與婦女發展相結合是協會小額信貸生命力所在。小額信貸是因扶持婦女發展

而產生，婦女發展是婦聯的核心工作，兩者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如果離開了扶

貧與婦女發展，協會小額信貸就失去了存在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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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建立產權明晰的組織化、機構化、獨立運作的專業性小額信貸機構 

組織化、機構化、獨立運作的小額信貸，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同時，

只有產權明晰、治理結構健全和完善，才能建立起責權利明確的運作機制，更有

益於機構的可持續發展，進而有益於更進一步推動婦女發展。 

三、要建立和完善有效的監管機制 

建立起內部監督、外部監管相結合的監管機制，是小額信貸合法性可持續發

展的基礎。協會小額信貸資產，是由捐贈者資助或由國際多邊組織發展援助形成

的，雖然是實行理事會決策和委託管理，但是，理事會各成員所代表的各方，實

際上均不擁有對資產的所有權，其治理結構問題上表現為所有者缺位和資金產權

不明晰，其產權結構中沒有真正的所有者或所有者缺位。在缺乏委託人有效監督

的情況下，機構或專案管理者的行為主要取決於管理者自身的責任感，缺乏有效

的約束機制來制約他們的行為。 

四、要培育協會小額信貸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組織機制 

協會小額信貸只有實現可持續發展，才能實現長久地為更多貧困婦女服務的

目標。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是實現機構的可持續發展，只有功能獨立、財務

獨立和管理獨立的機構，按照企業化管理、市場化運作的小額信貸機構，才有可

能培育起可持續發展的自組織機制，才能吸引更多的投資者和捐助者，才能吸引

更多的人才，才能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 

五、可以嘗試建立多元化的融資管道。 

就趨勢上看，依靠捐贈資金而發展的小額信貸組織，其資金來源越來越有限，

資金規模的擴張、服務群體的擴大，必須依賴於包括自我積累、捐贈、股權融資、

債務融資、證券融資、政府扶持等在內的多元化的融資管道。 

六、借助小額信貸，組織婦女發展綠色有機農業，引領公平貿易。 

七、充分利用小額信貸游離於政策和法律邊緣的有力條件，做大做強小額信

貸的市場，擴大社會影響力。 

八、減少專案運作環節，降低專案管理費用 

目前小額信貸運作方式是經過市級婦聯協會，然後再到旗縣級婦聯，這樣的

運作方式無形中增加了管理費用，不便於援助單位瞭解一線工作情況，建議援助

單位直接和旗縣級對接，以降低工作量和管理費用。 

九、信貸方式設計應靈活多樣， 以適應不同人群的發展需求。 

目前協會小額信貸產品主要是小組聯保貸款，根據市場需求特點進行的產

品､機構創新方面有些滯後。如貸款週期最長不超過一年，與農戶生產週期和收

入的周轉期限不相適應。不適應城鄉婦女群體經營微小企業的需求，不利於進一

步提高資金的使用效益等｡建議根據客戶信譽程度和發展的需要增加帶快額度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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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延長貸款週期。 

肆、結語 

中國的小額信貸目前正處於不成熟的發展時期，基本上以兩種形式存在：一

是以扶貧為目標的民間組織小額信貸，二是以盈利為目的的小額信貸公司。前者

沒有合法的地位，也享受不到國家相關政策的支持；後者則是國家支持且具有合

法地位。無論其以哪種形式存在，都是為了滿足日益增長的金融市場需求和減少

民間高利借貸。希望我們的實踐與探索能為中國的扶貧與婦女發展創造出一些可

以複製的成功經驗，進而推動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