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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种 钞买价
英镑 941.74
港币 77.77
美元 602.96
瑞郎 638.59

币种 钞买价
日元 5.9366
加元 561.39
澳元 551.25
欧元 787.06

湖南小贷公司遭遇成长烦恼
8个月新增50家 扎堆“抢钱”背后凸显困局：融资难，税率高

据省小贷协会的工作人员介
绍，小贷公司是按照工商企业的征
税系统征税———25％的所得税、
5％的营业税、3％的教育税附加、
1.5％的城建税等。“小贷公司的营
业总成本已占到收入总额的45%
-50%左右。”冯常学表示。

“今年年初，省政府已明确发
文将小贷公司定义为‘地方金融机
构’，但地税部门却不认可，因此不
能享受税收方面的优惠。” 冯常学
说，尽管有省政府的文件，但地税
部门只认金融机构许可证。

这不仅仅是小贷公司的困扰，
在此前举行的全国金融办主任圆
桌会议上，湖南省金融办小贷处负
责人也表示了同样的困惑。

“税率高，生存空间小，这成为
部分小贷公司与国家的最初定位
背道而驰，游走于民间‘高利贷’的
重要原因之一”， 湖南大学产业金
融研究所张玲教授表示。

“地方金融机构”不被认可，而
前景可期的“村镇银行”似乎也并
非想象的那般美好。

根据《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
定》， 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惟一股
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且持股
不低于20%。这一门槛随着此后证
监会等部委发布《吸引民资进入金
融行业的指导意见》 有所降低。意
见指出，民营资本可以参与村镇银
行的发起设立，主发起行的最低持
股比例降为15%。

“如果转制成村镇银行，需要银
行业金融机构控股， 原股东就必须
交出控股权， 等于是为他人做了嫁
衣。”长沙某小贷公司负责人表示。

有业内人士表示， 创立之初，
湖南很多小贷公司有转为村镇银
行的愿望，但效果不是太好。考虑
村镇银行制度，及转银行后受到严
格监管，做得好的小贷公司并不愿
意转为村镇银行，更愿意朝着金融
控股公司的方向发展。 他认为，村
镇银行若是能由民间资本控股或
许还能保持灵活的机制，真正适应
市场。而这也是目前湖南没有小贷
公司转为村镇银行的主因。

“即使政策放开了， 能转为村
镇银行的小贷公司是非常少的，绝
大部分公司依然只能做小贷”，省
小贷协会工作人员表示。

而对于小贷公司未来的发展，
多位受访人士表示，制度空间受限
是阻碍小贷公司发展的主要因素，
顶层设计亟待破冰，“只贷不存”的
二元对立如何化解，期待十八届三
中全会后能为小贷公司带来好消
息。 ■见习记者 蔡平

一面是蓬勃发展，小
贷规模迅速扩张； 一面是
造血功能不足，融资受困。
小额贷款公司正遭遇“断
流”的危机。

“很多小贷公司在开
业几个月之后， 就面临无
钱可贷的窘境”，省小贷协
会工作人员表示。

即使在“三农”领域业
务风生水起的恒胜小贷也
有点“囊中羞涩”。“由于资
金有限， 部分资金尚没有
收回， 公司的业务在一定
程度上受到影响。”湘潭恒
胜小贷总经理冯常学有点
无奈。

与银行不同的是，小
额贷款公司不能吸收公众
存款。根据银监会、央行有
关规定， 小额贷款公司的
主要资金来源为股东缴纳
的资本金、捐赠资金，以及
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
融机构的融入资金。 而小
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
机构获得融入资金的余
额， 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
50%。

“虽然我省在今年3月
份 将 这 一 比 例 扩 大 为
100%，但实际获得融资的
小贷公司少之又少”，省小
贷协会工作人员称。

业内人士分析， 在小
额贷款公司不能吸收存款
的情况下， 最大融资杠杆

只有1倍， 和担保公司的
8-10倍、 银行平均的12倍
相差甚远。

对于企业来说， 上市
融资是解决资金困难的
有效路径 。“湖南小贷公
司要谋求独立上市相当
困难，未来捆绑或组建集
团公司整体上市或有可
能实现”， 湘潭某小贷公
司负责人表示。而这一观
点也得到了省小贷协会
的认同，“目前全国实现
上市的只有江苏的鲈乡
小贷， 而且是在国外上
市 ， 未来不排除上市可
能，但至少现阶段难以实
现。”

远水解不了近渴，更
多的小贷公司通过增资
扩股扩大资本金的方式
来解决目前面临的资金
难题。湘潭恒胜小贷注册
资本已从 6000万元扩大
为1.5亿元；按照计划，双
鑫小贷年内将完成增资
计划，从1亿元增加到2亿
元。

而为了解决小贷公司
的融资困境， 记者近日从
省金融办获悉， 我省计划
出台措施稳步推进小额贷
款公司发展， 包括逐步实
现小额贷款公司在县市区
全覆盖、 探索小额贷款公
司通过金融交易所等机构
进行融资等。

小贷公司数目众多， 由于
服务对象的差异化， 它们的业
态也各不相同。

记者从省小贷协会了解
到， 目前湖南的小贷公司主要
有免抵押免担保的微型金融模
式、 专业为某些行业小微企业
服务模式、 依靠股东优势做上
下游产业链模式等。

长沙市开福区益商小贷
创造了灵活的业务结构与信
贷模式。 湖南十大湘菜名店
“旺府” 餐饮公司就在益商小
贷支持下，发展到近30家连锁
店。

常德武陵区双鑫小额贷款
公司是微贷模式的典型， 据董
事长何克明介绍， 公司立足小
额分散， 推行了一系列无抵押
担保的小额贷款业务， 目前公
司主要经营5000元到30万元
的微贷款。

湘潭恒胜小贷是一家专
业涉农小额贷款公司， 截至
2013年9月末， 公司已累计发
放涉农贷款1419笔，金额30.6
亿元，占累计发放贷款总额的
75.5%。

而新化县巨典小额贷款公
司则是依托于大股东巨典房地
产公司， 拓展下游产业链的小
贷模式。 长沙友阿小贷和南县
克明小贷则是通过依托上市公
司来拓展产业链。

记者通过走访发现， 伴随
着小额贷款公司业务的蓬勃发
展， 市场上衍生出了一系列与
小贷公司业务紧密相关的业
态，如小贷中介、类小贷业务的
担保公司等。“这些模式类似于
小贷公司的业务， 或者辅助于
小贷业务， 体现出湖南民间智
慧的活跃”，省小贷协会负责人
表示。

“如果说银行、证券等大机
构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金融大动
脉， 那么小贷公司就是金融毛
细血管。”这是业界对小额贷款
公司的定位。

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的
“蝴蝶效应” 在中国余波未平，
国内小微企业资金短缺、 融资
受阻，而民间资金却缺乏出路，
在这个成长与沮丧并存的时
节， 一直处于灰色地带的湖南
民间借贷领域迎来了一次沐浴
阳光的机会———2009年6月，
《湖南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实
施意见》出炉，湖南小贷公司就
此破冰。

在政策的引导下，民间资本

嗅觉灵敏的湖南，小贷公司如雨
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据省金融办
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8月
底，全省小贷公司达到169家，今
年前8个月就增加了50家， 注册
资本126.49亿元；截至8月底，湖
南小贷公司累计发放贷款185亿
元，贷款余额118.46亿元。

省小贷协会秘书长郭建华
称，小贷公司的蓬勃发展，除了
政策的松绑和市场的需求，还
有一个重要原因是： 转型升级
为村镇银行的一纸公文触动了
不少人关于银行的梦想。“出于
对金融与资本的热情与向往，
湖南小贷公司迎来了一轮发展
的高潮。”

政策破冰，民营银行成为2013年年度热词，为民营
资本提供了无限想象空间，也催生着湖南小贷公司如雨
后春笋般迅猛生长。可在为小微企业融资“解渴”的同
时，小贷公司自身同样“囊中羞涩”，面临着资金、风险、
地位、前景等成长烦恼。

“一直以来，小贷公司只能贷不能存，虽然已被正名
为地方金融机构，但依然享受不到税收优惠”，长沙一位
小贷公司负责人表示。

11月初，记者从省金融办获悉，我省计划出台措施
推进小贷公司发展，探索小贷公司通过金融交易所等进
行融资等。 十八届三中全会能为小贷行业带来什么消
息，也值得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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