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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作为我国的热带岛屿省份，海南省的特殊地理位置使海南农业有着巨大优势，发展热带高效农业和种植反季节瓜菜是海南农民增

收的主要途径。但资金问题一直是当地农民增收的瓶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发展普惠金融。海南省农村信用社因地制宜，打破传统体制束缚，创新小额贷款模

式，深受当地农民群众欢迎，在助农增收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近日，《经济日报》记者深入海南进行了调研——

当“ 泥 腿 子 ”银 行 家

“ 一 小 通 ”小 额 贷 款

特色机制培养农民诚信习惯

海南岛形似一个
椭圆形大雪梨，总面

积（不包括卫星岛）3.39万平方公里，是我国
第二大岛。

海南岛地处热带北缘，有“天然大温室”
美称。海南岛入春早，升温快，日温差大，全年
无霜冻，冬季温暖，稻可三熟，菜满四季。粮食
作物是海南种植业中面积最大、分布最广、产
值最高的作物；经济作物主要有甘蔗、茶等。
海南水果种类繁多，栽培和野生果类29科53
属。目前，海南出产的蔬菜有120多种。

海 南 岛

农 村 金 融 大 有 可 为

上图 海南三亚市南山农场芒果种植户李亚

新在采摘“漏网”的芒果。去年，李亚新向海南省

农信社贷款 5 万元，种了 10 多亩芒果，卖了十几

万元。 本报记者 禹 洋摄

下图 海南三亚市北山村便民服务站负责人罗

禾文（左）用 POS机帮村民还银行贷款利息。

本报记者 禹 洋摄

“贷前培训”是海南小额贷款的特色制度，也是
放贷的重要环节。这个制度的实行，一定程度上为信
贷提供了思想认识上的保证。琼中小额信贷总部副
主任许志芳说：“一些农民借款不能到时还款，很多
不是恶意的，而是对贷款知识不了解，不少人把贷款
当作是政府救济款，所以没有及时还贷的概念。”

针对这个情况，海南省农信社采取了一套完整
的贷前培训办法，由小额信贷技术员上门培训，把小
额贷款的性质、利率计算方法、还款方式和时间等告
诉农民，帮助农民树立有借有还的正确观念，用好贷
款。

近年来，这种贷前培训还有了更加丰富的内容，
它和农信社实行的贷后五包结合起来——给农民贷
款、教农民技术、帮农民经营、助农民增收、保农民还
款。“我们和农民一起劳动，帮助农民解决技术、市场
等问题，增强农民的还款能力。农民赚钱，还贷更有
保障。”小额信贷技术员林玲说。

为此，农信社还专门建立了由 300 多名实用技
术人才组成的三农专家技术团队，农民生产遇到技
术难题，农信社三农专家上门指导。同时，小额信贷
技术员还帮助农户“结对子”，结成农户互助组，先富
带动后富，农户之间相互帮助，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问
题，共同致富，增强还款的经济实力。 （张 米）

普 惠 金 融 的 海 南 实 践普 惠 金 融 的 海 南 实 践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创新小额贷款模式的调研

本报记者 张 磊 何 伟 禹 洋

在 采 访 中 ， 记 者 多 次 询 问 一 个 问
题：海南小额贷款这种模式是否具有
可持续性，这些经验是否具有可复制
性？吴伟雄肯定地说：海南这些经验
来自实践，也经受了实践检验，证明是
符合实际的、可行的。“小额信贷的主
要目的是服务农村发展，具有一定的公
益 性 ， 政 府 的 支 持 是 必 要 的 、 重 要
的 ， 但 这 并 不 意 味 着 违 背 市 场 规 律 ，
做赔本买卖。现在，我们的小额贷款
业务不但不亏本，还能赚钱，因而它
是可持续的。”

据 吴 伟 雄 介 绍 ， 海 南 省 农 信 社 从
2007 年开始做农民小额贷款，当时亏损
12.48 亿 元 ， 到 2014 年 为 盈 利 11.3 亿
元，存款额从 96 亿元增长到 988 亿元，
贷款从 53 亿元上升为 662 亿元，不良贷
款率从 88.2%下降为 4.92%。海南省农信
社脱去全国最后一家改制、最后一家挂
牌、资产质量最差、历史包袱最重等多
个“倒数第一”的帽子，成为海南省银

行业中网点最多、覆盖范围最广、服务
群 体 最 大 的 银 行 ， 贷 款 覆 盖 海 南 省
56.7%的农户，为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

“只要顺应市场规律，依照农村的发
展实际设计产品和制度，就算没了政府
贴息，农村小额贷款一样可以蓬勃发
展，可以赚钱，农民小额贷款、农村金
融大有可为。”吴伟雄说。

通过小额贷款业务的发展，海南省
农信社建立了良好的商业信誉，取得了
农民、商户、政府和企业的信任，业务
范围不断扩大。小额信贷技术员黎锐告
诉记者，她所服务的近百家农户，一提
到存钱，首先想到的就是农信社，在
他 们 心 中 ， 农 信 社 就是农民自己的银
行。现在农信社凭借良好的信誉，吸引
了许多大额存款、贷款业务主动上门寻
求合作。

2011 年，海南省农信社挑起了在全
省 22 个金融服务空白乡镇建立标准物理

网点的重担。2013 年 10 月，农信社实
现了空白乡镇金融网点全覆盖。如今，
海南省农信社拥有网点 432 个，遍及全
省各个乡镇，自助服务终端已经遍布城
区和农村。“事实证明，农村金融市场是
需要培育的，谁先进来，谁就抢占了发
展先机。”吴伟雄说。

“作为一家商业机构，我们也有危
机感。如果有一天政府贴息没有了，或
者是有其他银行降低利率侵蚀我们的业
务，农信社要有自己的优势应对可能出
现的挑战。”莫敏说。为此，海南省农信
社苦练“内功”，深化改革，拓展金融业
务，建立现代银行管理和运营体系，根
据市场需求不断创新，推动农村金融业
务可持续发展。

“在发展中不断创新，农信社才能始
终立于不败之地。”吴伟雄充满信心地
说。他表示，海南省农信社并不满足于
现在的成绩，正不断加大创新和改革力
度，适应农村金融发展的新形势。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广大农
民能否增收致富是关键。记者在各地调
查发现，当前农民增收致富仍然面临很
多困难，不少农民渴望能够扩大生产、

增加收入，但是缺少资金是阻碍他们提
高收入的重要原因之一，“贷款难、融资
难”像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拖累着农
民致富的脚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 提出

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发展普惠金融的任
务，这是破解农民贷款难的重要举措。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大力推进农村金融改
革创新，打破传统体制束缚，创新小额
贷款模式，针对农村的发展、农民的需

要、农业的特点，在贷款产品、管理机
制和人才培养上大胆创新，走出了一条
适合中国农村实际的农民小额信用贷款
发展路子，对于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具有
借鉴意义。

海南省是我国有名
的热带岛屿省份，特殊
的地理位置使海南农业
有着巨大优势，发展热
带高效农业和种植反季
节瓜菜成为海南农民增
收的主要途径。但资金
问题却是阻碍农民增收
的瓶颈。“那一年，因为缺
少 3000多元钱买化肥，
收入少了两万多元钱。”
海南省三亚市芒果种植
户李亚新告诉记者。

农民拿不到资金，是
不是银行缺钱，或者农民
不愿贷款呢？不是！海南
当地金融从业人员说，很
长时间里，有一个怪现
象：一方面银行有钱，政
府还有对三农的财政金
融支持，农民也急需贷
款；但另一方面银行却不
贷款，农民借不到钱。究
其原因，主要是农民贷款
额度低，农业靠天吃饭，
这两点导致给农民的小
额贷款“成本高、风险大、
费力不讨好”，造成银行
惜贷，农民难贷，贷款成
本高、不及时。

记者调查发现，在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改革

之前，海南小额无抵押担保贷款已经发放了10
多年，金额超过10亿元人民币，但坏账率一直
居高不下，以至于海南银行业“谈小色变”，没
人愿意再碰农村小额贷款。农村金融改革和发
展举步维艰，多年来几乎是原地踏步。

三亚市北山村村民蓝志强告诉记者，在
海南省农信社成立之前，像他这样既没有林
权、也没有房产作抵押的农户，想要从银行贷
款基本是不可能的。很多像他一样的农民明
知反季节瓜菜、热带水果和特色养殖销路好、
价格高，却没钱及时扩大生产。

为了打破农民小额贷款难这个瓶颈，
2007 年 8 月，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正式
挂牌成立，时任海南省省长罗保铭要求农信
社要把支持农民增收作为首要任务，帮助农
民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要想把农村金融做好，既要懂金融，又
得懂三农，需要跳出传统金融的束缚，按照农
村的发展规律做金融。”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
合社理事长吴伟雄深有感触地说。

针对农民小额贷款存在的弊端，海南省
农信社着力解决审贷分离、贷不贷由银行决
定，小额信贷高成本、高风险，农民信用担保
不够等问题，大胆突破传统银行的习惯做法，
对贷款机制进行了改革，实行农民无抵押信
用贷款，将贷款“审批权”“定价权”交给农民，
进行贷前培训，实行贷后五包等一系列改革
措施，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益处，也形成
了具有海南特点的小额贷款模式。

在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奎岭村，村民莫水
对记者说，小额贷款对农民增收致富作用很大，
去年他向农信社贷了3万元，扩大冬瓜种植面积
十几亩，一次赚了近15万元。现在村里一共有3
个联保小组15户村民向农信社贷款，蔬菜种植
已经小有名气，批发商上门收购，销路不愁。

创新破解农民贷款难 农民小额信贷难，难就难在银行与
农民之间的互信问题。怎么从实际出
发，使农民借得了款，还得了款，又使
还款有切实保证。

海南省农信社经过大量调研，从海
南实际出发，对传统习惯的信贷担保方
式进行改革，形成了“一小通”小额贷
款模式。这种模式，就是向农民发放无
抵押信用贷款，甩掉审贷分离、贷不贷
完全由银行决定等“金融业内定律”，把
贷款“审批权”和贷款利率“定价权”
交给农民，实行贷前培训，贷后五包。

“将贷款审批权交给农民”，据海南
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小额信贷处副处长
莫敏介绍，是指 2 万元以下贷款，只要
经农民自愿组成的 5 户联保小组同意，
并且符合“四有四无”条件——有正常
劳动能力、有正常自理能力、有生产项
目、有固定居所，无不良诚信记录、无
犯罪、无赌博、无吸毒，在经过不少于 5

次的贷前培训之后，无需其他抵押物，
就可以在 7 日之内获得信用贷款，农信
社无正当理由不能拒绝放贷。再次贷款
还可以超过 2 万元限制，只要不违约，
授信一般不低于 10年，长期有效。

“将贷款利率定价权交给农民”，是
指只要农民每月按时还息，到期按时还
本，农信社就将利息收入的一部分作为
诚信奖励金退还给农民，这相当于农民
可以通过自己的借贷行为取得较低的借
款利息。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副主
任陈奎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农户向农
信社贷款，一般都是按月息千分之十二
来签合同，如果农户每个月按时还款并
在到期时按时还本，信用社就将利息的
千分之三点九退给客户作为诚信奖励
金，农户的实际月利息就是千分之八点
一，属于农民负担得起的范畴。诚信奖
励金制度大大提升了农民的还款积极
性，这是海南农信社将不良贷款率始终

维持在较低水平的法宝之一。
除了农信社自身的改革，农村小额

贷款的发展也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多年
来，海南省委省政府都将小额贷款促农
增收列入为民办实事十大工程。2010 年
省政府出台 《海南省农民小额贷款贴息
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海南省支持农村
信用社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把农民小
额贷款上升为政府战略，现在海南省的
很多乡镇，10 万元以下的贷款基本能够
享受全贴息。

吴伟雄说，小额贷款的政府贴息，
是“很划算”的事情。有人算过一笔
账，政府每贴息 1 元钱，就能撬动 44 元
的小额贷款。“小额信贷是政府的民生工
程，它为农民带来的好处和创造的实际
产值，远大于政府在其他方面的投资。
贷款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
农民收益和生活水平，同时开拓了广大
的农村金融市场。”

“穿皮鞋到田里去给农民放贷款肯定
做不好，‘泥腿子’银行家才能做好农村
金融。”吴伟雄在博鳌亚洲论坛普惠金融
分论坛上说。海南省农信社小额信贷模
式的成功运作，很大程度上，就因为有
一群业务素质较高，受农民欢迎的“泥
腿子”银行家——基层小额信贷技术员。

为了实地了解小额信贷技术员工作
情况，记者同农信社的熊美果一起驱车
两个多小时，翻过几座山头，来到了三
亚市毛公山深处的抱安村。这里算得上
是中国南海边最边远的村镇，村子所在
的山头属于生态保护区，不能随意开垦
农田，农业发展受到一定限制。

2011 年，熊美果来到村里调查，根
据村里情况，帮助村书记张永才确定成
立养蜂合作社，并发放贷款组织村民养
蜜蜂，改变了全村人几乎全靠生态补偿
款过日子的状态。现在，合作社已经有
50 多个社员，带动村里 100 多户农民利
用天然环境养蜂，还置办了一整套蜂蜜
消毒、提纯和包装设备，生产成品蜂蜜。

“村子离县城几十里山路，开车来回
一趟少说也要半天时间，更别说骑电动
车了，真没想到小熊会主动上门帮助找
项目、放贷款，三两天就来一趟，跟农

户聊天，还帮着干活儿。”张永才说，在
村里人心里，小额信贷技术员就跟村干
部一样。

像熊美果这样的信贷员，农信社一
共有 540 多名，几乎都是大专院校的毕
业生，他们组成了一支基层小额信贷技
术员队伍，深入田间地头，了解农户的
贷款需求，服务上门。

为了规范贷款行为，降低因信贷员人
为原因造成的不良贷款，农信社在小额信
贷技术员和贷款审批管理上建立了完善
的制度，坚持贷款业务量与效益并重。

“小额信贷技术员是贷款的直接发放
人，手里掌握着几十万、上百万的贷款
权，管理不严容易成为腐败的温床。”海
南省农信社微宣部负责人刘楠说。为
此，海南省农信社建立了严格的制度，
执行“不喝客户一口水、不抽客户一支
烟、不拿客户一分钱”的“三不”原
则，禁止以金钱换贷款、以贷款吃拿卡
要的现象。

“一个业绩不错的小额信贷员违规收
了 400 元‘感谢费’，第二天就托人送还
了，时隔 3 年被举报后，还是被小额信
贷总部处以 1 万元罚款。”三亚农商银行
副主任申红光告诉记者，严格的制度约

束和岗前培训是抑制腐败放贷的关键，
小额信贷员要形成“不想拿也不敢拿”
的习惯。

在贷款审批监管方面，海南省农信
社联合社创立了“鱼咬尾”制度。对每
一笔贷款，信贷员实行 3 至 5 人联保，A
监 督 B， B 监 督 C， C 监 督 A， 顺 次 监
督，避免假名、借名贷款。信贷员既发
放贷款，又要监督别人，同时也接受监
督；分支经理对辖区所有信贷员的放贷
行为负责，再上一道保护锁。

据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小额信
贷总部副主任曾雪介绍，信贷员、监督
员与分支经理按照 60%、20%、20%的
比例承担责任和贷款收益，信贷员的工
资全部由电脑直接计算，并向所有员工
公开。

“鱼咬尾”制度听起来复杂，但实
际上节约了贷款时间。“过去对一笔贷
款 申 请 ， 先 是 乡 镇 信 贷 员 开 会 审 核 ，
再写报告到县里去审，这两道手续大
概要走一个月，等贷款批下来，农忙
也 过 去 了 ， 时 间 都 荒 废 在 走 程 序 上 。
现在信贷技术员相互监督，简化了贷
款程序。7 天内农民就能拿到钱。”吴
伟雄说。

作为一家为扎根农村、服务农民的银行，海南省
农信社并没有忽视现代银行体系建设，在这方面始
终走在最前沿。近几年，海南省农信社先后上线了以
社保卡、健康卡、校园卡等为代表的 IC 卡多应用平
台，搭建了以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等为代
表的互联网服务平台，完成了以银保通、银商通、银
企通等为代表的银企服务平台。

“在这些系统支撑下，海南省农信社电子渠道交
易替代率超过 72%，处于全国农信社领先水平。我们
在后台程序上下了很大功夫，能够随时为各类业务
的升级提供支持。”陈奎明说。

“登录网上银行，直接就能查询卡内余额，跨行、
跨省汇款业务手续费全免。”在三亚市北山村，村民
罗禾文现场向记者演示手机银行的操作。罗禾文是
北山村便民服务站的负责人，他说，以前村民都是来
他的便民服务站，用服务站的 POS 机还款、汇款、交
水电费。自从有了网银，很多村民尤其是年轻人，几
乎不需要他帮忙了。

今年 2 月，海南省农信社自主研发的“一小通”
循环贷正式上线运营。该系统支持“线上授信、线上
用信”，借款户只要通过手机银行或是网上银行，就
可以足不出户贷款、用款、还款。 （张 米）

现代银行制度推动业务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