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举行“中国小额信贷发展论坛活动” PDF转换可能

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81/2021_2022__E5_8C_97_

E4_BA_AC_E5_A4_A7_E5_c123_281306.htm 孟加拉国银行家穆

罕默德尤努斯今天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中国小额信贷发展论

坛活动”上表示，中国人是很讲究信誉的，同时也是很有创

业精神很勤奋的人，如果能够把钱贷给穷人，他们可以改变

自己的生活。 今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06年诺贝

尔和平奖授予尤努斯和他创办的孟加拉乡村银行（格莱珉银

行），以表彰他们“自下层为建立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做的努

力”。 尤努斯是第一个以银行家和经济学家身份获得诺贝尔

和平奖的人。 这次来京，也是他获奖后首次访华。 走出大学

校园到乡村去 现年66岁的尤努斯曾在美国田纳西州范德比尔

特大学从事经济学研究，并在回到祖国孟加拉后开始经营银

行事业。如今，他还在孟加拉的吉大港大学教授经济学。 “

我是教经济学的，我的梦想就是让人们有更好的经济生活，

于是我常常扪心自问：我在教室里所讲授的课题到底有什么

实质的好处？因为我教给学生的全都是一些关于经济学的理

论，而当我真正走出教室时，看到的却是人民深重的灾难，

骨瘦如柴的人们奄奄一息，整个国家都陷入了困境。所以我

一定要走出大学校园，到村庄中去，这些都发生在1975年。

”尤努斯曾对媒体说。 1976年，尤努斯碰到了一名制作竹凳

的赤贫妇女，因为受到放贷人的盘剥，她一天连两美分都挣

不到。尤努斯于是掏出27美元，分别借给42个有同样境遇的

女人。他希望这些人能借助这笔贷款摆脱廉价出卖劳动力的

命运。当年，以此为目的的“格莱珉银行”成立了。1983年



，当局允许其正式注册。这被普遍认为是全球第一家小额贷

款组织。 这位一生以帮助穷人为己任的人，却从没有对乞丐

施舍过一分一毫。相反，通过乡村银行发放的小额信贷，乞

丐们摆脱挨家挨户乞讨的命运，开始在街头摆个糖果摊子或

者卖点小孩子的玩具。他说：“穷人本身能够创造一个没有

贫困的世界”。 尤努斯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表示，他将利

用自己所获奖金的一部分成立一家公司，为穷困人口生产低

成本的高营养食品。剩下的钱将用来为孟加拉国的穷困人口

创建一座眼科医院。他称，食品公司将被命名为“社会商业

企业”，以象征性的价格出售食品，而且这将是一家“不会

亏损也没有分红”的公司。 事实证明，穷人是完全可以信任

的 现在，不光在穷的国家，在美国、加拿大、法国、挪威都

开始有小额信贷的做法。全球已有上亿个家庭享受到了孟加

拉乡村银行模式小额贷款的好处。仅在印度和孟加拉，就

有5000万个家庭受惠。 尤努斯相信，信贷是每个人应该享有

的权利，就像获得粮食的权利一样。据说，他和他创办的银

行向穷人发放贷款时，不需要穷人签署法律文件，不问这个

人以前是否在其他银行贷过款，是否有未还的记录。 这在银

行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银行贷款通常需要抵押品

，而穷人没有抵押品。 “我们是穷人的银行，我们彼此之间

应该建立的信任。”尤努斯说。事实证明，穷人完全是可以

信任的。据说他的穷人银行的还款率是98.99％，这样的还款

率超过世界上任何一家成功运作的银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

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介绍，1993年，中国社科院和孟

加拉乡村银行达成合作协议，在中国开展小额信贷实验。社

科院的项目现在在6个县开展，但是规模很小。“模式基本上



和孟加拉乡村银行是一样的，应该说我们做得不如人家好。

”他说。 天则经济研究所常务理事、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也

表示，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可是我们有上千

万人还没有脱贫。我们在10多年以前就开始想办法引进尤努

斯教授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但是不太成功。 小额

信贷在中国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焦瑾璞不同意“中国

小额信贷不成功”的论断。 他说，目前我国对农村贫困地区

包括城镇贫困人口提供小额贷款的机构主要有三类：非政府

组织（NGO）、农村信用社和中国政府推动的小额贷款公司

。其中，专门发放小额贷款的非政府组织共有约300家。 焦瑾

璞介绍，目前提供小额信贷业务的中坚力量，则是农村信用

社。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有2．4亿农户，大约有1．2亿农户

有贷款需求。利用农村信用社提供的小额信用贷款和两户联

保贷款获得的户数大约是6700万家，占农民总人口的大约33

％，这个比例相当高。 除此之外，还有城市信用社和政府合

作发放的小额贷款，以及财政补贴指导下的中国农业银行发

行的近2000亿元的扶贫贷款。另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贷款

，以政府为主力军。 焦瑾璞透露，中央政府一直非常重视发

展商业性的、可持续的、有中国特征的小额信贷组织。2005

年到2006年，两个中央1号文件都提出要大力培育和发展由自

然人、企业法人、社团法人兴起的小额贷款组织。2005年下

半年，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财政部、银监会、商务部四部

委共同组成小额信贷专题工作组，一直对此项工作进行推进

。 他说，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中国政府或一些金融管理当局推

动的小额贷款公司，主要指在正规金融体制外的纯粹民间私

有的资本，按照公司制或者股份制法人结构组织起来，发放



小额信贷，截至目前共有7家，正在5个省的5个县进行试点。 

法律环境尚未解决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则认为，小额贷款机

构的法律环境还没解决。现在我国对小额贷款开了一个小口

，各个地方政府批准作为试点，但全中国这么大的地方，一

共只有7家。而这7家还是通过招投标竞争，由政府批准成立

的。这样一个制度不能为小额贷款成长创造很好的法律环境

。 从1993年就开始搞小额贷款试点的茅于轼建议，小额信贷

机构应该像工商注册一样，有一套办法，只要符合这些条件

就可以成立小额贷款公司。 现在的规定是小额贷款机构只贷

不存，不许可吸收存款，因为容易发生卷款潜逃事件。但是

茅于轼认为，总是不许又存又贷，就像把一条腿割断了，剩

一条腿怎么走？他建议，开始可以做一些限制，比如前3年不

许吸收存款，从第四年开始可以少量吸收，到第几年可以不

受限制吸收存款。 “孟加拉乡村银行的经验告诉我们，小额

信贷机构应该是又能存又能贷的。”茅于轼说。 焦瑾璞承认

，到目前为止尚没有统一的法规政策出台，“但这也有好处

，就是可以允许实验不同形式的小额贷款组织”。 照片：10

月22日，荣获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孟加拉银行家穆罕默德

尤努斯在京演讲。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