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小额信贷发展比较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小额信贷发展比较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040340273

10位ISBN编号：7040340275

出版时间：2012-3

出版时间：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谢玉梅　等编著

页数：17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小额信贷发展比较研究>>

内容概要

　　小额信贷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
它作为一种有效的扶贫手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和推广，并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与经济影响越来越大。
由于经济、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小额信贷发展路径也不同。
《小额信贷发展比较研究》在对小额信贷发展的相关研究进行回顾与评述的基础L，对全球小额信贷
发展现状、小额信贷机构模式、成功的小额信贷银行的绩效、小额信贷政策及风险管理与监管进行了
分析，探讨国外小额信贷发展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意义，并对我国小额信贷发展提出建议。
《小额信贷发展比较研究》可作为农村金融研究者及农村金融政策制订者的参考用书，也可作为广大
读者了解国内外小额信贷发展的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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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3章 小额信贷组织模式比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额信贷市场已经摆脱了早期由非政府组
织（NGO）单一提供扶贫性金融服务的模式，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小额信贷已实现了由扶贫向商业化的转变，并且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指标
体系衡量小额信贷发展与运行绩效。
本章主要分析小额信贷机构即信贷联盟、乡村银行、非政府组织和商业银行的发展与绩效。
　　3.1小额信贷机构的类型划分　　对于小额信贷机构类型，有多种划分方法。
有学者根据贷款合法性、贷款对象、贷款技术对小额信贷模式进行划分，也有学者根据小额信贷机构
是否注册并受到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进行划分。
例如，根据贷款对象，可以贷给个人、小组，也可以贷给有资质的中介，由中介再贷给个人；根据贷
款技术，包括传统模式与现代模式；根据经营目标，可划分为扶贫型和商业型两种模式，扶贫型小额
信贷以扶贫为目标，是一种典型的福利和慈善机构，它并非金融机构，不要求利息收入覆盖运营成本
，不需考虑机构的可持续发展，而主要依靠捐款完成一次性扶贫任务；商业型小额信贷则以高于商业
银行的贷款利率来维持财务上的可持续发展。
这种可持续性可以表示为机构的生存能力，在不需要政府补贴和捐赠人捐赠的情况下可以独立生存和
发展的一种状况。
小额信贷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包括管理的可持续性、技术的可持续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
根据机构是否被监管，可划分为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即小额信贷可以由政府监管的商业
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也可以由非政府组织、协会、信用社、经纪人和高利贷等非正规金融机
构提供。
本书侧重小额信贷机构的小额信贷技术与监管角度，把小额信贷机构分为五类：商业银行（包括小额
信贷银行）、信贷联盟、非银行金融机构、非政府组织和乡村银行。
由于资料收集的难度，本章主要讨论信贷联盟、乡村银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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