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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10余年的大力发展，我国普惠金融已

取得巨大的成绩，在多项核心指标上远高于全

球平均水平且居于中高收入经济体前列，在普

惠金融这一世界性难题上贡献了中国式答卷。

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和经济形势的变化，

当前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也进入了纵深区。如

2023年 10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推进普惠金融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下称《意见》）中所指，

“新形势下，普惠金融发展仍面临诸多问题和挑

战，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要

求还存在较大差距。”

我国普惠金融要更进一步，跨上新台阶，有

哪些难点和堵点需要解决？

证券时报记者在前期大量调研采访的基础

上，将从银行体系、数字化能力和观念认知等三

方面深入分析。

存量竞争下的商业可持续难题

即使在今天，让一个普通人快速了解普惠

金融也不容易。国内外对它的定义并不统一，

支付、存取款等基础金融服务的可得性，服务于

各类人群的多样金融产品，以及可负担、可持

续等核心概念，都是普惠金融所包含的内容。

中国普惠金融最主要的作用表现在哪里，

正如银川一位农商行一线业务负责人给出的答

案：让有需求的人能贷上款。

他的这个回答当然是狭隘的，却又是真实

的。在我国，普惠金融贷款相关的各项指标是

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和银行体系重要的考核指

标，这些指标层层分解之后，到了一线业务人员

身上，就是“办贷款”。

本文此次讨论的各个问题，也都围绕着“贷

款”展开。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23年末我国普

惠 小 微 贷 款 余 额 达 29.4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3.5%，但增速自2021年始连续3年下滑。今年

以来，记者采访全国许多不同地区银行时，感知

最明显的是，普惠贷款这 2年也已进入存量市

场，银行间竞争不断加剧。

位于广东的 S地方银行普惠金融部在过去

10余年的发展经历是一个代表性案例。

该行普惠金融部负责人刘宇（化名）向记者

介绍，2010年左右，S银行普惠金融部有员工百

人左右，部门一年的盈利过亿元，放出的贷款平

均年化利率接近 10%。此后 10余年，随着国家

对普惠金融愈发重视，各银行相继进入争抢市

场，S银行普惠金融部的贷款规模和贷款户数也

进入快车道，不断增长。但贷款平均年化利率

呈下降之势，直至如今的 4.5%左右。变化最大

的是盈利情况，2023年，该部门的盈利不到百万

元，人员相较2010年也少了一半。

刘宇称，出现这一结果的最主要原因便是

银行间的激烈竞争引发的价格战，其中尤以国

有大行开始下沉后竞争最为激烈。

若按照客户资质优劣进行分级，正常情况

下国有大行占据资质最好的塔尖客户，股份

行、综合实力居前的全国性城商行、其他大部

分城商行对应的客户资质逐渐降低，农商行、

农信社、村镇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服务的客

户资质相对更差，但客户群体最广。这个粗

略的客户金字塔分级所对应的贷款利率自然

也是塔尖最低，越往下利率越高。如果没有

外力强制性介入，不同类型银行会在各自的

舒适区内展业，虽存在一定竞争但整体呈现

一定差异化。

S银行所在的城市金融发达，即使没有普惠

金融的强力推进，各种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也都已不错。此前不同类型银行间也是各自安

好，S银行服务的主要是塔基客户群体。但近几

年随着政策对大行普惠金融贷款的要求越来越

高，原本的市场秩序被重构，大行凭借最低的资

金成本从塔尖快速下沉到了塔基。

S银行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因为S银行自身

也需要完成普惠金融贷款各项增长目标，在无法

进一步下沉拓客的情况下，S银行只能降低贷款利

率以留住客户。如此，S银行普惠金融部的盈利从

过亿元下降到不足百万元，实属必然。

证券时报记者在今年初参加某中部省份A
市国家级普惠金融试验区调研时，当地一家城

商行的负责人在发言时就抱怨大行下沉抢客

户，导致该行生存质量下降。同在现场的某大

行地区分行副行长坦言，该行就抢了这家城商

行不少客户。

在全国其他地区，这种情况普遍存在。

无论国内外，商业可持续都是普惠金融的

一个核心要义。但若以S银行的例子来看，照此

趋势发展下去，该行普惠金融业务在商业上已

难以持续下去。许多业内人士指出，那些以超

低利率下沉抢客户的大行，在这类贷款上也难

以做到商业可持续。但大行本身也无需靠普惠

贷款盈利，完成政策要求的指标是首要任务。

银行作为我国普惠金融的主力军，若无法

实现商业可持续，则普惠金融后续的发展恐也

难以持续。

如何扭转如今的同质化竞争？数字普惠金

融资深专家、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原秘书长刘

澄清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提议，“监管在

制定普惠金融政策指标时也要高质量，同业对

比时应依照银行规模类型分层衡量。如果这样

制定，很多中小银行就会很兴奋，大行和中小银

行间的‘内卷’也会得到缓解。”

《意见》中对此也做了方向性指引，要求“引

导各类银行机构坚守定位、良性竞争”。

真实的不良率容忍度

理论上，客户资质越差，贷款出现不良的风

险就越高，银行为承担这部分风险所设置的贷

款利率也就越高。

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披

露的数据显示，2023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

贷款率为1.62%。作为对比，此前相关部门披露

的普惠贷款数据显示，2022年4月末，银行业普

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为 2.18%。普惠贷款

不良率比整体数据明显要高。

多位受访的银行业人士都指出，实际上的

不良率应该比公开的数据高。对此，证券时报

在本系列报道中有详细报道。

考虑到这些情况，监管部门在构建普惠金

融“敢贷、愿贷、会贷、能贷”机制时，出台了许多

配套措施意在解决这一问题。比如引导商业银

行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中对小微贷款给予优惠，

银行内部制定相关尽职免责制度，各地方设置

风险补偿机制等。

值得一提的是不良率容忍度的问题。

2020年 9月，监管部门曾明确提出，商业银

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可高于各项贷款

不良率3个百分点以内。这个指标意义重大。若

按照2023年末银行业1.62%的不良贷款率算，银

行发放普惠贷款产生的不良率最高可达4.62%。

相比2022年银行普惠小微贷款2.18%的不良率，

无疑给了银行巨大的放贷空间。

但通过结果也能看出，银行业并没有把不

良率容忍度的空间用足，甚至还相当保守。

记者在采访的 10多家各类型银行中，有大

行支行负责人“骄傲地”表示，其普惠贷款不良

率不到千分之一，更多的则表示不良率在1%左

右，鲜有超过2%的。

一方面，这跟上文提到的市场激烈竞争有

关。广东某地级市农商行副行长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中小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大概在 3%~
3.5%，各项人员成本、运营支出等占去1%，在价

格战的影响下普惠贷款平均年化利率只有 5%
左右，因此银行允许的不良率最多1.5%，再高了

银行别说赚钱，还要亏本。

另一个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银行内部长期

以来对不良近乎“零容忍”的文化。

“其实原则上是零容忍的。”某头部城商行

深圳分行普惠金融部门的负责人李鸿（化名）在

和记者谈到银行内部对不良率的容忍度时表

示。上述 S银行的刘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

达了类似观点。

形成如此态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良率

作为监管部门考核银行的核心指标，与银行能

享受到的诸多政策和优惠的准入门槛高度挂

钩，使得银行在整体上自然倾向于不良率越低

越好。具体到发放贷款的一线员工身上，一旦

出现不良贷款，员工个人受到的影响也会很大。

“我做了 10 个亿的投放，还不如我一笔

1000万的不良（带来更多损失），这样很影响他

敢贷愿贷的积极性。”李鸿说。

这种情况下，银行尤其是在做普惠金融业

务时，本质应该是去经营风险的，实际上却成

了“避免风险”。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

何大行下沉后，会出现诸如“掐尖”、“垒大户”

等情况。

为了解决银行一线业务人员在发放普惠

小微贷款时的“后顾之忧”，监管部门也早就要

求商业银行细化授信尽职免责内部制度。但

包括刘宇、李鸿及其他多位接受证券时报记者

采访的银行内部人士表示，尽职免责制度在银

行实际落地过程中还存在许多模糊地带，并不

易操作。

“尽职免责能不能标准化？每个行有每个

行的尺度，他说你没尽责你就没尽责。”李鸿

说。虽然接受采访的银行人士都表示，到目前

都还未出现没履行尽职免责而被罚的情况，但

因为没有明确标准，总还是担心会不会哪笔不

良就被认定成未尽职。而这也就导致部分银行

上下，形成了实际对不良“零容忍”的环境。

数字化进入瓶颈期

在解决普惠金融这一世界性难题上，中国

取得巨大成绩，以支付宝、微信等为代表的创新

性金融科技产品，革命性地将多种多样的金融

产品和服务提供给数以十亿计的人使用，颠覆

了诸多传统。此后，银行业开始快速向数字化

转型。

从 2008年支付宝推出手机支付业务开始，

到今天已经16年。这期间“要被取代的”银行业

大力投入，如今各家银行基本都有了手机APP，

也开发了线上信贷产品，大数据早成了一项基

础能力，实力雄厚的大行们成立的金融科技子

公司光员工数就高达数万人。

但就像普惠金融经过快速发展到今天进入

纵深区一样，寄望于数字化让普惠金融高歌猛

进的日子也已结束。曾经的“数字化红利”变成

了今天的“数字化瓶颈”。

简单概括数字普惠金融方面的发展历程，

是从无到有，从“能用”到“有用”再到“好用”的

一个过程。如今所谓的“数字化瓶颈”，便是在

“有用”与“好用”之间徘徊。

移动支付已经很好用了；支付宝、微信、京

东等平台上的消费贷款产品也很好用；各大银

行线上远程风控带来的服务和渠道替代也很好

用；不少金融科技公司推出的一些大数据风控

产品、企业征信产品等也受到客户欢迎。

“科技对金融的加持，就如同把一把铁锯变

成了电锯，只是锯木头的效率提高了，但它还是

把锯子。而且，你得先保证它有锯木头的能

力。”国际知名的普惠金融专家、哈佛大学教授

Michael Chu早在多年前就已针对数字化的局

限性发出提醒。过去 10多年，中国的从业者们

已经将这把“数字化电锯”的效率提高了很多

倍，到今天，它的进步速度却快要适配不上普惠

金融业务进一步开拓所需要的能力了。

以某头部互联网银行W为例，其用户数、规

模及金融科技能力在业内都首屈一指。但在向

农村地区开拓时，因为绝大多数潜在用户并非其

平台上原有的客户群体，W银行那套引以为傲的

线上获客、风控、纯信用放款系统也失效了。

甚至W银行在前几年曾广为宣传的一个新

农人创业贷款案例，记者在采访到创业者本人

后得知，这位被用来凸显W银行线上信贷优势

的代表，实际是W通过地方政府部门筛选而来，

而非正常的线上自然获客。记者采访全国多地

政府部门、银行时，不时会听到W银行在当地有

涉农贷款业务，但所占比例基本可忽略不计。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部门为了更好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纷纷搭建各种各样的

大数据平台。一方面，这类平台可将政府部门

掌握的政务数据统一整合，形成企业或个体的

多维度信用信息，供银行贷款时参考。另一方

面，还能搭建一个整合了融资方和银行端的中

介信息平台，提高效率。

这类平台的构想很好，一些城市如深圳做

得也不错。但在不少缺乏资金、技术、人才的地

方，搭建起的平台最后都成了摆设，起不到太大

作用。

上述A市金融部门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

整合了该市涉农、涉企政务数据建成的一站式

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上线后仅有1家本地农商行

将该平台提供的客户信用信息纳入贷款风控决

策中。其他银行即使获准免费授权使用，也仅

将平台上的结果作为参考，申请者贷款能否通

过还是要看银行自己的风控系统。据介绍，该

平台由第三方技术公司搭建。由于资金有限，

选择第三方公司时，放弃了业内顶尖但报价数

千万元的公司，该平台搭建最终交由一家缺乏

金融科技经验但报价只要数百万元的公司。

更有甚者，一些地方的金融部门为了让自

己主导的线上平台数据好看，直接注水。一位

西部地区银行普惠金融部门的负责人和中部地

区银行员工都告诉记者，因为上级部门所搭建

的线上企业融资平台无人问津，便要求辖内银

行将自家贷款客户的信息人工录入其中，以冒

充主动提交融资意向的中小企业或企业主。

再回到普惠金融的主力军银行身上。接受

记者采访的中小银行人士不少都表示，数字化

对他们的普惠贷款业务确实带来了不少帮助，

但在风控环节仍很难脱离人工审核，更多是帮

助提高了工作效率。涉及到农村业务时，大多

地区的农商行还是依赖设在乡镇网点的业务经

理往下跑。

在地广人稀的西北地区，数字化更是难有用

武之地。内蒙古阿拉善农商行一支行副行长告

诉记者，他们负责的区域大部分是牧区，大多牧

民居住极为分散，户与户之间有的都相隔数十公

里。业务员拿着平板电脑下去填信息，都没有网

络信号，数字化在这些地方基本无处可用。

大多数的中小银行同样受限于资金、人才、

技术的不足，无法像规模庞大的大行那样搭建

上万人的金融科技公司，仅凭自身很难实现数

字化转型。

中小银行互联网金融（深圳）联盟在2023年

12月发布的《中小银行金融科技发展研究报告

（2023）》（下称《报告》）显示，中小银行的数字化

转型整体仍在持续提升，但速度已然放慢，一些

方面如数字化的应用层面得分连续2年下降。

“长期存在的业务、技术‘两张皮’问题，实

践中部分规模较小的中小银行尚不能实现较好

的条线联动与业技融合，组织机制僵化保守的

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导致应用脱节或效果不

佳。”《报告》中分析应用落后的原因时写道。

刘宇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当天，S银行刚好推

出了一款打磨已久的线上信贷产品，上线短短

一小时效果就超预期。采访中，刘宇对数字化

在中小银行当下业务中所起到的作用并不乐

观，但他认为，就像普惠金融是中小银行生存下

去不可或缺的内生驱动力一样，数字化虽然改

变不了它们的今天，但决定着未来。

体系、科技与观念——普惠金融走向纵深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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