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额贷款调查报告(精选5篇)
报告，汉语词语，公文的一种格式，是指对上级有所陈请或
汇报时所作的口头或书面的陈述。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
一篇比较优质的报告吗？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报告
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小额贷款调查报告篇一

一、背景：

中国是农业大国，更是一向重视农村的发展，重视农民问题。
党的第xx届三中全会再一次强调了关注农村，完善农村金融
市场。农村金融一直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这包括农村商
业银行的改革以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建立，都使农村金融
朝着健康、完善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国家对农村发展建设
的力度加强为小额信贷在农村的发展提供了的广阔的市场。
在我国农村，小额信贷从1994年开始试验，xx年全面实行并推
广小额信贷。近年来，三农问题的一直被国家重点关注，并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解决三农问题。而农村的大力发
展，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农民的扶贫以及农民创收渠道
的扩充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而小额信贷不仅可以解决农村金
融问题，同样可以支持农村的发展，为解决三农问题开辟出
一条新的道路。

二、农村小额贷款的现状：

农村商业银行开展小额贷款业务，为农户自主创业，发展当
地特色产业提供资金保障，解决了部分农民贷款难问题，在
支持农村经济和农户个体业主经营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小额农贷由于具有灵活、方便、快捷的特点，自推出后，受
到了农户、村组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称赞，也得到了各方的
满意，取得了多赢的效果，满足了较大部分农民合理的贷款



需求。小额农贷款的推出，使农村商业银行信贷门槛降低，
为很多信誉良好但无担保抵押措施的农户打开了融资的大门，
有效地缓解了农民贷款难的情况，成为农民调整结构、发展
生产、开拓市场、增加收入的助推器，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结
构调整，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广大农户脱贫致富创造
了最基本的原始资本积累。但是，目前我国农村小额信贷仍
然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比如，管理机制的不成熟，利率偏
低，缺乏良好的风险评估方法，贷款种类单一，额度小，期
限短以及资金供需矛盾大等。这些都阻碍着农村小额信贷的
进一步发展。进而阻碍着农村金融的发展。

三、农村小额贷款存在的问题：

(一)资金流转问题：

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一部分农户和个体业主未能按
约还贷，给农村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流转造成很大的困难。

1、客观原因形成的风险：

首先，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是基于农户信用发放的贷款，贷款
本身从借款人方面就潜在着信用风险，一个人诚信度的高低
与其道德修养是密切相关的，而道德标准是一个无形的东西
不能对其准确的实行量化，所以信贷员要准确的把握成千上
万农户的诚信度就是一项异常艰巨的工作;其次，农户贷款的
用途主要是用于种植、养殖业和家庭手工作坊产业的投入以
及消费性贷款，而种养业又是弱质产业，存在着较大的自然
风险和市场风险。农户个体业主及小型企业生产的产品科技
附加值低，管理机制不健全、相互间竞争无序，受市场波动
影响较大，存在较大的经营风险。这种风险将直接转化为信
贷风险。

2、主观原因形成的风险：



(1)、贷前调查流于形式

农村商业银行信贷人力有限，有的网点甚至主任兼信贷员，
要对辖区内成百上千农户做详尽了解，工作难度可想而知。
因此，对农户经济档案的建立(年审)、信用等级的评定，这
些涉及面广、工作量大、时间要求相对集中的专项工作，一
些信贷员就不得不求助于村、组干部，甚至是不太了解辖内
农户的内勤人员。由于村、组干部及内勤人员的参与，个人
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人情因素、有的甚至凭空猜想等情形
大量存在，这就造成了信用等级评定标准不统一，给农户小
额信用贷款贷款额度核定带来了不准确性。此外，农户信用
等级评定方法本身也缺乏系统性、连续性，存在一评定终身、
一定永益的现象，动态管理、时时监测缺位，信用评定手段、
方式也不尽科学。

(2)、贷款审查存在漏洞

由于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实行凭证发放、随用随贷、额度控制、
周转使用的办法，其发放大多由临柜人员办理，在办理贷款
时严格坚持两证、三见面的原则，而临柜人员对其贷款用途
的真实性是无法加以严格的考查的，这就造成有些农户乱报
贷款用途，而贷款后转借他人，形成顶名贷款;另一些借款人
贷款根本没用于其正常的家庭生产、生活等，而是用于个人
的不正常消费支出(比如等)，造成贷款到期不能按时归还，
最终形成贷款风险。

(3)、贷后检查监督机制不健全

贷后检查是贷款三查制度的重要环节，为降低贷款风险，提
高资金的流动性、安全性、效益性，农村商业银行应加强贷
后检查工作。但重发放，轻管理的经营理念已在大部分信贷
员脑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一方面，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对象
广、额度小、分布散、行业杂、所以工作量相对较大，而农
村商业银行信贷工作人员有限，这就削弱了对农户小额贷款



的监管。另一方面，一些信贷员有重企业，轻农户的思想意
识，认为贷后管理只适应于大额贷款，对小额农贷不适用。
有的信贷员甚至认为农户贷款金额小，形成贷款风险每户不
过几万余元。再加上有些农户贷款后外出经营(有的甚至举家
外出)，多年不归，下落不明，这是造成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风
险的一大重要原因。

(4)、部分信贷人员素质低，人为形成信贷风险

由于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从建档、评级、授信、发证、到最后
放款都是人为操作，加之有些信用社人员相对不足，所以有
些信贷人员利用人手不足、审查不严、操作上不规范等漏洞，
搞人情贷款，自批自用贷款，假冒贷款，有的甚至给客户出
主意化整为零，一户多证或一户多贷，形成实质上的垒大户，
最终诱发贷款风险。

(二)贷款困难问题：

(1)、社会信用环境不佳，诚信度不高。一些农户受欠贷大户
的影响，还贷时相互看齐的跟风心理也是信誉下降的重要原
因。

(2)、自借他用，私借公用借款多，债务难以落实，影响信用
社放贷的积极性。

(3)、担保抵押跟不上贷款需求，造成贷款困难。

(4)、贷款抵押物评估手续繁琐，评估登记费用过高。

四、对策与建议：

(一)、对农户信用等级实行动态管理和合理限额。

(二)、纠正认识偏差，防止短期行为。



(三)、加强贷款管理，落实好三查制度。

(四)、动员广大群众，营造良好信用环境。

(五)、简化手续，减少评估登记费用，减轻农民群众的经济
负担。

(六)、加强信贷员队伍建设。这是确保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可
持续发展的保证。

(七)、建立健全信贷机制。

农村小额贷款的发展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对解
决三农问题开辟了新道路，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
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对社会和谐发展有着促进作用。

小额贷款调查报告篇二

中国是农业大国，更是一向重视农村的发展，重视农民问题。
党的第xx届三中全会再一次强调了关注农村，完善农村金融
市场。农村金融一直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这包括农村商
业银行的改革以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建立，都使农村金融
朝着健康、完善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国家对农村发展建设
的力度加强为小额信贷在农村的发展提供了的广阔的市场。
在我国农村，小额信贷从1994年开始试验，xx年全面实行并推
广小额信贷。近年来，“三农”问题的一直被国家重点关注，
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解决“三农”问题。而农村的
大力发展，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农民的扶贫以及农民创
收渠道的扩充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而小额信贷不仅可以解决
农村金融问题，同样可以支持农村的发展，为解决“三农”
问题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农村商业银行开展小额贷款业务，为农户自主创业，发展当
地特色产业提供资金保障，解决了部分农民“贷款难”问题，



在支持农村经济和农户个体业主经营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作
用。小额农贷由于具有灵活、方便、快捷的特点，自推出后，
受到了农户、村组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称赞，也得到了各方
的满意，取得了多赢的效果，满足了较大部分农民合理的贷
款需求。小额农贷款的推出，使农村商业银行信贷门槛降低，
为很多信誉良好但无担保抵押措施的农户打开了融资的大门，
有效地缓解了农民贷款难的情况，成为农民调整结构、发展
生产、开拓市场、增加收入的助推器，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结
构调整，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广大农户脱贫致富创造
了最基本的原始资本积累。但是，目前我国农村小额信贷仍
然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比如，管理机制的不成熟，利率偏
低，缺乏良好的风险评估方法，贷款种类单一，额度小，期
限短以及资金供需矛盾大等。这些都阻碍着农村小额信贷的
进一步发展。进而阻碍着农村金融的发展。

(一)资金流转问题：

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一部分农户和个体业主未能按
约还贷，给农村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流转造成很大的困难。

1、客观原因形成的风险：

首先，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是基于农户信用发放的贷款，贷款
本身从借款人方面就潜在着“信用风险”，一个人诚信度的
高低与其道德修养是密切相关的，而道德标准是一个无形的
东西不能对其准确的实行量化，所以信贷员要准确的把握成
千上万农户的诚信度就是一项异常艰巨的工作;其次，农户贷
款的用途主要是用于种植、养殖业和家庭手工作坊产业的投
入以及消费性贷款，而种养业又是弱质产业，存在着较大的
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农户个体业主及小型企业生产的产品
科技附加值低，管理机制不健全、相互间竞争无序，受市场
波动影响较大，存在较大的经营风险。这种风险将直接转化
为信贷风险。



2、主观原因形成的风险：

(1)、 贷前调查流于形式

农村商业银行信贷人力有限，有的网点甚至主任兼信贷员，
要对辖区内成百上千农户做详尽了解，工作难度可想而知。
因此，对农户经济档案的建立(年审)、信用等级的评定，这
些涉及面广、工作量大、时间要求相对集中的专项工作，一
些信贷员就不得不求助于村、组干部，甚至是不太了解辖内
农户的内勤人员。由于村、组干部及内勤人员的参与，个人
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人情因素、有的甚至凭空猜想等情形
大量存在，这就造成了信用等级评定标准不统一，给农户小
额信用贷款贷款额度核定带来了不准确性。此外，农户信用
等级评定方法本身也缺乏系统性、连续性，存在“一评定终
身”、“一定永益”的现象，动态管理、时时监测缺位，信
用评定手段、方式也不尽科学。

(2)、贷款审查存在漏洞

由于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实行“凭证发放、随用随贷、额度控
制、周转使用”的办法，其发放大多由临柜人员办理，在办
理贷款时严格坚持“两证”、“三见面”的原则，而临柜人
员对其贷款用途的真实性是无法加以严格的考查的，这就造
成有些农户乱报贷款用途，而贷款后转借他人，形成顶名贷
款;另一些借款人贷款根本没用于其正常的家庭生产、生活等，
而是用于个人的不正常消费支出(比如赌博等)，造成贷款到
期不能按时归还，最终形成贷款风险。

(3)、贷后检查监督机制不健全

贷后检查是贷款“三查”制度的重要环节，为降低贷款风险，
提高资金的流动性、安全性、效益性，农村商业银行应加强
贷后检查工作。但“重发放，轻管理”的经营理念已在大部
分信贷员脑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一方面，农户小额信用贷



款对象广、额度小、分布散、行业杂、所以工作量相对较大，
而农村商业银行信贷工作人员有限，这就削弱了对农户小额
贷款的监管。另一方面，一些信贷员有“重企业，轻农户”
的思想意识，认为贷后管理只适应于大额贷款，对小额农贷
不适用。有的信贷员甚至认为农户贷款金额小，形成贷款风
险每户不过几万余元。再加上有些农户贷款后外出经营(有的
甚至举家外出)，多年不归，下落不明，这是造成农户小额信
用贷款风险的一大重要原因。

(4)、部分信贷人员素质低，人为形成信贷风险

由于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从建档、评级、授信、发证、到最后
放款都是人为操作，加之有些信用社人员相对不足，所以有
些信贷人员利用人手不足、审查不严、操作上不规范等漏洞，
搞人情贷款，自批自用贷款，假冒贷款，有的甚至给客户出
主意化整为零，一户多证或一户多贷，形成实质上的“垒大
户”，最终诱发贷款风险。

(二)贷款困难问题：

(1)、社会信用环境不佳，诚信度不高。一些农户受欠贷大户
的影响，还贷时相互看齐的跟风心理也是信誉下降的重要原
因。

(2)、自借他用，私借公用借款多，债务难以落实，影响信用
社放贷的积极性。

(3)、担保抵押跟不上贷款需求，造成贷款困难。

(4)、贷款抵押物评估手续繁琐，评估登记费用过高。

(一)、对农户信用等级实行动态管理和合理限额。

(二)、纠正认识偏差，防止短期行为。



(三)、加强贷款管理，落实好“三查”制度。

(四)、动员广大群众，营造良好信用环境。

(五)、简化手续，减少评估登记费用，减轻农民群众的经济
负担。

(六)、加强信贷员队伍建设。这是确保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可
持续发展的保证。

(七)、建立健全信贷机制。

农村小额贷款的发展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对解决
“三农”问题开辟了新道路，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对社会和谐发展有着促进作用。

小额贷款调查报告篇三

一、背景：

中国是农业大国，更是一向重视农村的发展，重视农民问题。
党的第十七届三中全会再一次强调了关注农村，完善农村金
融市场。农村金融一直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这包括农村
商业银行的改革以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建立，都使农村金
融朝着健康、完善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国家对农村发展建
设的力度加强为小额信贷在农村的发展提供了的广阔的市场。

在我国农村，小额信贷从1994年开始试验，20xx年全面实行并
推广小额信贷。近年来，“三农”问题的一直被国家重点关
注，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解决“三农”问题。而农
村的大力发展，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农民的扶贫以及农
民创收渠道的扩充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而小额信贷不仅可以
解决农村金融问题，同样可以支持农村的发展，为解决“三



农”问题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二、农村小额贷款的现状：

农村商业银行开展小额贷款业务，为农户自主创业，发展当
地特色产业提供资金保障，解决了部分农民“贷款难”问题，
在支持农村经济和农户个体业主经营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作
用。小额农贷由于具有灵活、方便、快捷的特点，自推出后，
受到了农户、村组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称赞，也得到了各方
的满意，取得了多赢的效果，满足了较大部分农民合理的贷
款需求。

小额农贷款的推出，使农村商业银行信贷门槛降低，为很多
信誉良好但无担保抵押措施的农户打开了融资的大门，有效
地缓解了农民贷款难的情况，成为农民调整结构、发展生产、
开拓市场、增加收入的助推器，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结构调整，
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广大农户脱贫致富创造了最基本
的原始资本积累。但是，目前我国农村小额信贷仍然有诸多
问题亟待解决。比如，管理机制的不成熟，利率偏低，缺乏
良好的风险评估方法，贷款种类单一，额度小，期限短以及
资金供需矛盾大等。这些都阻碍着农村小额信贷的进一步发
展。进而阻碍着农村金融的发展。

三、农村小额贷款存在的问题：

(一)资金流转问题：

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一部分农户和个体业主未能按
约还贷，给农村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流转造成很大的困难。

1、客观原因形成的风险：

首先，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是基于农户信用发放的贷款，贷款
本身从借款人方面就潜在着“信用风险”，一个人诚信度的



高低与其道德修养是密切相关的，而道德标准是一个无形的
东西不能对其准确的实行量化，所以信贷员要准确的把握成
千上万农户的诚信度就是一项异常艰巨的工作;其次，农户贷
款的用途主要是用于种植、养殖业和家庭手工作坊产业的投
入以及消费性贷款，而种养业又是弱质产业，存在着较大的
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

农户个体业主及小型企业生产的产品科技附加值低，管理机
制不健全、相互间竞争无序，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存在较
大的经营风险。这种风险将直接转化为信贷风险。

2、主观原因形成的风险：

(1)、贷前调查流于形式

农村商业银行信贷人力有限，有的网点甚至主任兼信贷员，
要对辖区内成百上千农户做详尽了解，工作难度可想而知。
因此，对农户经济档案的建立(年审)、信用等级的评定，这
些涉及面广、工作量大、时间要求相对集中的专项工作，一
些信贷员就不得不求助于村、组干部，甚至是不太了解辖内
农户的内勤人员。

由于村、组干部及内勤人员的参与，个人主观主义、形式主
义、人情因素、有的甚至凭空猜想等情形大量存在，这就造
成了信用等级评定标准不统一，给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贷款额
度核定带来了不准确性。此外，农户信用等级评定方法本身
也缺乏系统性、连续性，存在“一评定终身”、“一定永
益”的现象，动态管理、时时监测缺位，信用评定手段、方
式也不尽科学。

(2)、贷款审查存在漏洞

由于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实行“凭证发放、随用随贷、额度控
制、周转使用”的办法，其发放大多由临柜人员办理，在办



理贷款时严格坚持“两证”、“三见面”的原则，而临柜人
员对其贷款用途的真实性是无法加以严格的考查的，这就造
成有些农户乱报贷款用途，而贷款后转借他人，形成顶名贷
款;另一些借款人贷款根本没用于其正常的.家庭生产、生活
等，而是用于个人的不正常消费支出(比如赌博等)，造成贷
款到期不能按时归还，最终形成贷款风险。

(3)、贷后检查监督机制不健全

贷后检查是贷款“三查”制度的重要环节，为降低贷款风险，
提高资金的流动性、安全性、效益性，农村商业银行应加强
贷后检查工作。但“重发放，轻管理”的经营理念已在大部
分信贷员脑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一方面，农户小额信用贷
款对象广、额度小、分布散、行业杂、所以工作量相对较大，
而农村商业银行信贷工作人员有限，这就削弱了对农户小额
贷款的监管。

另一方面，一些信贷员有“重企业，轻农户”的思想意识，
认为贷后管理只适应于大额贷款，对小额农贷不适用。有的
信贷员甚至认为农户贷款金额小，形成贷款风险每户不过几
万余元。再加上有些农户贷款后外出经营(有的甚至举家外
出)，多年不归，下落不明，这是造成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风险
的一大重要原因。

(4)、部分信贷人员素质低，人为形成信贷风险

由于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从建档、评级、授信、发证、到最后
放款都是人为操作，加之有些信用社人员相对不足，所以有
些信贷人员利用人手不足、审查不严、操作上不规范等漏洞，
搞人情贷款，自批自用贷款，假冒贷款，有的甚至给客户出
主意化整为零，一户多证或一户多贷，形成实质上的“垒大
户”，最终诱发贷款风险。

(二)贷款困难问题：



(1)、社会信用环境不佳，诚信度不高。一些农户受欠贷大户
的影响，还贷时相互看齐的跟风心理也是信誉下降的重要原
因。

(2)、自借他用，私借公用借款多，债务难以落实，影响信用
社放贷的积极性。

(3)、担保抵押跟不上贷款需求，造成贷款困难。

(4)、贷款抵押物评估手续繁琐，评估登记费用过高。

四、对策与建议：

(一)、对农户信用等级实行动态管理和合理限额。

(二)、纠正认识偏差，防止短期行为。

(三)、加强贷款管理，落实好“三查”制度。

(四)、动员广大群众，营造良好信用环境。

(五)、简化手续，减少评估登记费用，减轻农民群众的经济
负担。

(六)、加强信贷员队伍建设。这是确保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可
持续发展的保证。

(七)、建立健全信贷机制。

农村小额贷款的发展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对解决
“三农”问题开辟了新道路，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对社会和谐发展有着促进作用。



小额贷款调查报告篇四

中国是农业大国，更是一向重视农村的发展，重视农民问题。
农村金融一直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这包括农村商业银行
的改革以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建立，都使农村金融朝着健
康、完善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国家对农村发展建设的力度
加强为小额信贷在农村的发展提供了的广阔的市场。在我国
农村，小额信贷从1994年开始试验，xx年全面实行并推广小额
信贷。近年来，“三农”问题的一直被国家重点关注，并出
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解决“三农”问题。而农村的大力
发展，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农民的扶贫以及农民创收渠
道的扩充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而小额信贷不仅可以解决农村
金融问题，同样可以支持农村的发展，为解决“三农”问题
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农村商业银行开展小额贷款业务，为农户自主创业，发展当
地特色产业提供资金保障，解决了部分农民“贷款难”问题，
在支持农村经济和农户个体业主经营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作
用。小额农贷由于具有灵活、方便、快捷的特点，自推出后，
受到了农户、村组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称赞，也得到了各方
的满意，取得了多赢的效果，满足了较大部分农民合理的贷
款需求。小额农贷款的推出，使农村商业银行信贷门槛降低，
为很多信誉良好但无担保抵押措施的农户打开了融资的大门，
有效地缓解了农民贷款难的情况，成为农民调整结构、发展
生产、开拓市场、增加收入的助推器，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结
构调整，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广大农户脱贫致富创造
了最基本的原始资本积累。但是，目前我国农村小额信贷仍
然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比如，管理机制的不成熟，利率偏
低，缺乏良好的风险评估方法，贷款种类单一，额度小，期
限短以及资金供需矛盾大等。这些都阻碍着农村小额信贷的
进一步发展。进而阻碍着农村金融的发展。

（一）资金流转问题：



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一部分农户和个体业主未能按
约还贷，给农村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流转造成很大的困难。

１、客观原因形成的风险：

首先，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是基于农户信用发放的贷款，贷款
本身从借款人方面就潜在着“信用风险”，一个人诚信度的
高低与其道德修养是密切相关的'，而道德标准是一个无形的
东西不能对其准确的实行量化，所以信贷员要准确的把握成
千上万农户的诚信度就是一项特别艰巨的工作；其次，农户
贷款的用途主要是用于种植、养殖业和家庭手工作坊产业的
投入以及消费性贷款，而种养业又是弱质产业，存在着较大
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农户个体业主及小型企业生产的产
品科技附加值低，管理机制不健全、相互间竞争无序，受市
场波动影响较大，存在较大的经营风险。这种风险将直接转
化为信贷风险。

2、主观原因形成的风险：

（1）、贷前调查流于形式

农村商业银行信贷人力有限，有的网点甚至主任兼信贷员，
要对辖区内成百上千农户做详尽了解，工作难度可想而知。
因此，对农户经济档案的建立（年审）、信用等级的评定，
这些涉及面广、工作量大、时间要求相对集中的专项工作，
一些信贷员就不得不求助于村、组干部，甚至是不太了解辖
内农户的内勤人员。由于村、组干部及内勤人员的参与，个
人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人情因素、有的甚至凭空猜想等情
形大量存在，这就造成了信用等级评定标准不统一，给农户
小额信用贷款贷款额度核定带来了不准确性。此外，农户信
用等级评定方法本身也缺乏系统性、连续性，存在“一评定
终身”、“一定永益”的现象，动态管理、时时监测缺位，
信用评定手段、方式也不尽科学。



（2）、贷款审查存在漏洞

由于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实行“凭证发放、随用随贷、额度控
制、周转使用”的办法，其发放大多由临柜人员办理，在办
理贷款时严格坚持“两证”、“三见面”的原则，而临柜人
员对其贷款用途的真实性是无法加以严格的考查的，这就造
成有些农户乱报贷款用途，而贷款后转借他人，形成顶名贷
款；另一些借款人贷款根本没用于其正常的家庭生产、生活
等，而是用于个人的不正常消费支出（比如赌博等），造成
贷款到期不能按时归还，最终形成贷款风险。

（3）、贷后检查监督机制不健全

贷后检查是贷款“三查”制度的重要环节，为降低贷款风险，
提高资金的流动性、安全性、效益性，农村商业银行应加强
贷后检查工作。但“重发放，轻管理”的经营理念已在大部
分信贷员脑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一方面，农户小额信用贷
款对象广、额度小、分布散、行业杂、所以工作量相对较大，
而农村商业银行信贷工作人员有限，这就削弱了对农户小额
贷款的监管。另一方面，一些信贷员有“重企业，轻农户”
的思想意识，认为贷后管理只适应于大额贷款，对小额农贷
不适用。有的信贷员甚至认为农户贷款金额小，形成贷款风
险每户不过几万余元。再加上有些农户贷款后外出经营（有
的甚至举家外出），多年不归，下落不明，这是造成农户小
额信用贷款风险的一大重要原因。

（4）、部分信贷人员素质低，人为形成信贷风险

由于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从建档、评级、授信、发证、到最后
放款都是人为操作，加之有些信用社人员相对不足，所以有
些信贷人员利用人手不足、审查不严、操作上不规范等漏洞，
搞人情贷款，自批自用贷款，假冒贷款，有的甚至给客户出
主意化整为零，一户多证或一户多贷，形成实质上的“垒大
户”，最终诱发贷款风险。



（二）贷款困难问题：

（1）、社会信用环境不佳，诚信度不高。一些农户受欠贷大
户的影响，还贷时相互看齐的跟风心理也是信誉下降的重要
原因。

（2）、自借他用，私借公用借款多，债务难以落实，影响信
用社放贷的积极性。

（3）、担保抵押跟不上贷款需求，造成贷款困难。

（4）、贷款抵押物评估手续繁琐，评估登记费用过高。

（一）、对农户信用等级实行动态管理和合理限额。

（二）、纠正认识偏差，防止短期行为。

（三）、加强贷款管理，落实好“三查”制度。

（四）、动员广大群众，营造良好信用环境。

（五）、简化手续，减少评估登记费用，减轻农民群众的经
济负担。

（六）、加强信贷员队伍建设。这是确保农户小额信用贷款
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七）、建立健全信贷机制。

农村小额贷款的发展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对解决
“三农”问题开辟了新道路，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对社会和谐发展有着促进作用。



小额贷款调查报告篇五

一、背景：

中国是农业大国，更是一向重视农村的发展，重视农民问题。
党的第xx届三中全会再一次强调了关注农村，完善农村金融
市场。农村金融一直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这包括农村商
业银行的改革以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建立，都使农村金融
朝着健康、完善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国家对农村发展建设
的力度加强为小额信贷在农村的发展提供了的广阔的市场。
在我国农村，小额信贷从1994年开始试验，xx年全面实行并推
广小额信贷。近年来，“三农”问题的一直被国家重点关注，
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解决“三农”问题。而农村的
大力发展，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农民的扶贫以及农民创
收渠道的扩充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而小额信贷不仅可以解决
农村金融问题，同样可以支持农村的发展，为解决“三农”
问题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二、农村小额贷款的现状：

农村商业银行开展小额贷款业务，为农户自主创业，发展当
地特色产业提供资金保障，解决了部分农民“贷款难”问题，
在支持农村经济和农户个体业主经营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作
用。小额农贷由于具有灵活、方便、快捷的特点，自推出后，
受到了农户、村组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称赞，也得到了各方
的满意，取得了多赢的效果，满足了较大部分农民合理的贷
款需求。小额农贷款的推出，使农村商业银行信贷门槛降低，
为很多信誉良好但无担保抵押措施的农户打开了融资的大门，
有效地缓解了农民贷款难的情况，成为农民调整结构、发展
生产、开拓市场、增加收入的助推器，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结
构调整，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广大农户脱贫致富创造
了最基本的原始资本积累。但是，目前我国农村小额信贷仍
然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比如，管理机制的不成熟，利率偏
低，缺乏良好的风险评估方法，贷款种类单一，额度小，期



限短以及资金供需矛盾大等。这些都阻碍着农村小额信贷的
进一步发展。进而阻碍着农村金融的发展。

三、农村小额贷款存在的问题：

（一）资金流转问题：

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一部分农户和个体业主未能按
约还贷，给农村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流转造成很大的困难。

1、客观原因形成的风险：

首先，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是基于农户信用发放的贷款，贷款
本身从借款人方面就潜在着“信用风险”，一个人诚信度的
高低与其道德修养是密切相关的，而道德标准是一个无形的
东西不能对其准确的实行量化，所以信贷员要准确的把握成
千上万农户的诚信度就是一项异常艰巨的工作；其次，农户
贷款的用途主要是用于种植、养殖业和家庭手工作坊产业的
投入以及消费性贷款，而种养业又是弱质产业，存在着较大
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农户个体业主及小型企业生产的产
品科技附加值低，管理机制不健全、相互间竞争无序，受市
场波动影响较大，存在较大的经营风险。这种风险将直接转
化为信贷风险。

2、主观原因形成的风险：

（1）、贷前调查流于形式

农村商业银行信贷人力有限，有的网点甚至主任兼信贷员，
要对辖区内成百上千农户做详尽了解，工作难度可想而知。
因此，对农户经济档案的建立（年审）、信用等级的评定，
这些涉及面广、工作量大、时间要求相对集中的专项工作，
一些信贷员就不得不求助于村、组干部，甚至是不太了解辖
内农户的内勤人员。由于村、组干部及内勤人员的'参与，个



人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人情因素、有的甚至凭空猜想等情
形大量存在，这就造成了信用等级评定标准不统一，给农户
小额信用贷款贷款额度核定带来了不准确性。此外，农户信
用等级评定方法本身也缺乏系统性、连续性，存在“一评定
终身”、“一定永益”的现象，动态管理、时时监测缺位，
信用评定手段、方式也不尽科学。

（2）、贷款审查存在漏洞

由于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实行“凭证发放、随用随贷、额度控
制、周转使用”的办法，其发放大多由临柜人员办理，在办
理贷款时严格坚持“两证”、“三见面”的原则，而临柜人
员对其贷款用途的真实性是无法加以严格的考查的，这就造
成有些农户乱报贷款用途，而贷款后转借他人，形成顶名贷
款；另一些借款人贷款根本没用于其正常的家庭生产、生活
等，而是用于个人的不正常消费支出（比如赌博等），造成
贷款到期不能按时归还，最终形成贷款风险。

（3）、贷后检查监督机制不健全

贷后检查是贷款“三查”制度的重要环节，为降低贷款风险，
提高资金的流动性、安全性、效益性，农村商业银行应加强
贷后检查工作。但“重发放，轻管理”的经营理念已在大部
分信贷员脑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一方面，农户小额信用贷
款对象广、额度小、分布散、行业杂、所以工作量相对较大，
而农村商业银行信贷工作人员有限，这就削弱了对农户小额
贷款的监管。另一方面，一些信贷员有“重企业，轻农户”
的思想意识，认为贷后管理只适应于大额贷款，对小额农贷
不适用。有的信贷员甚至认为农户贷款金额小，形成贷款风
险每户不过几万余元。再加上有些农户贷款后外出经营（有
的甚至举家外出），多年不归，下落不明，这是造成农户小
额信用贷款风险的一大重要原因。

（4）、部分信贷人员素质低，人为形成信贷风险



由于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从建档、评级、授信、发证、到最后
放款都是人为操作，加之有些信用社人员相对不足，所以有
些信贷人员利用人手不足、审查不严、操作上不规范等漏洞，
搞人情贷款，自批自用贷款，假冒贷款，有的甚至给客户出
主意化整为零，一户多证或一户多贷，形成实质上的“垒大
户”，最终诱发贷款风险。

（二）贷款困难问题：

（1）、社会信用环境不佳，诚信度不高。一些农户受欠贷大
户的影响，还贷时相互看齐的跟风心理也是信誉下降的重要
原因。

（2）、自借他用，私借公用借款多，债务难以落实，影响信
用社放贷的积极性。

（3）、担保抵押跟不上贷款需求，造成贷款困难。

（4）、贷款抵押物评估手续繁琐，评估登记费用过高。

四、对策与建议：

（一）、对农户信用等级实行动态管理和合理限额。

（二）、纠正认识偏差，防止短期行为。

（三）、加强贷款管理，落实好“三查”制度。

（四）、动员广大群众，营造良好信用环境。

（五）、简化手续，减少评估登记费用，减轻农民群众的经
济负担。

（六）、加强信贷员队伍建设。这是确保农户小额信用贷款
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七）、建立健全信贷机制。

农村小额贷款的发展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对解决
“三农”问题开辟了新道路，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对社会和谐发展有着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