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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小额信贷相对于传统商业信贷是一种创新，但是小额信贷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也在不停地“创造
性毁灭”，例如从“扶贫”到“商业化可持续性发展”乃至相互融合。
　　小额信贷融资创新理论主要有：（1）同组选择、同组监督、动态激励、定期偿还安排和抵押品
替代物等构成的小额信贷融资机制理论；（2）社会资本理论；（3）供应链融资理论。
　　目前国际小额信贷创新发展的新趋势在于：服务对象的多元化、信贷管理方式的多样化、机构和
服务内容的多元化、机构规模的扩大化、机构运作的商业化和小额信贷服务的制度化与专业化。
　　近几年，我国小额信贷创新活动日趋活跃，不仅银监会适时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而且银行业
也开始积极主动地进行业务创新。
相对大银行在微型企业信贷融资业务上的相对缓慢，中小银行的小企业贷款创新业务已经开创出可喜
局面，而小额信贷公司的局部试点和以村镇银行、贷款公司与农村资金互助社为代表的新型农村金融
机构的全面试点标志我国小额信贷创新更上一层楼。
此外，NGO对接政府金融的“禄劝模式”与供应链融资创新也值得我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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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主要概念界定　　1.1　微型企业及其融资特征　　1.1.1　微型企业的定义　　数据显示，全
球微型企业（Micro Enterprise）或微小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98％以上，提供60％以上的就业机会，
创造50％以上的产值，完成60％以上的创新发明。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世界上的大型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也多数是从微型企业成长起来的。
但是，对于微型企业，国内外实际上没有统一的界定标准。
　　在国际上，欧盟对于微型企业的定义为：雇员少于10名、营业额不超过200万欧元或者资产负债表
总值不超过200万欧元；北德意志银行的划分标准为：年营业额在500万欧元以下的企业均被列入微型
企业的范围；保加利亚的划分标准：雇员少于2.3名、营业额不超过5万欧元、资产负债表总值不超
过0.8万欧元。
以上引自银监会（2006）。
　　在国内，刘明康（2004）指出，小企业一般是指营业额在3 000万元以下、人数100人以下的企业，
而对微型（小）企业则没有进一步细分。
截至2006年年底，我国具有法人资格的微型企业达6 200万家，占全部企业总数的99％，微型企业创造
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纳税额占国家税收总额约50％，提供了75％
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完成65％的发展专利、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
重要贡献。
　　在浙江省，根据浙江省中小企业局2005年公布的“微小企业培育计划”，微小企业是指“2004年
度产品销售收入没有达到500万元，2005年产品销售收入预计能达到或超过500万元的企业”。
《浙江省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试行办法》指出，“风险补偿资金所适用的小企业，是指浙江省内年销
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下，且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在200万元以下的生产型、科技型、就业型等各种所有制
形式的小企业。
”应宜逊（2005）指出，微小企业通常指年销售收入在500万元左右的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而杭州商
业银行则把微型企业界定为零售业规模在300万元以下或其他行业规模在300万元以下的企业。
按照以上标准，目前浙江省微型（小）企业为106万家左右，数量达全省工业企业的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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