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地开启监管整治风暴

小贷行业正在迎来一段“暴风式”监管。10月18

日，山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取消试点经营资格的

11家小额贷款公司。

事实上，今年以来，多地区都开启了整治小贷行业

的旋风。10月8日，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管

局披露的信息显示，自2019年初至今，该地区共取消

了24家小贷公司的小额贷款经营资格。7月12日，江苏

省金融办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小额贷款公司监管工

作的通知》，重点从审批管理、股东资质、外部融资、实

际利率、贷款管理、不良资产清收、业务合作、涉案涉诉

八大方面重点排查小贷公司存在的问题。

据吉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苗忠4月17

日介绍，通过半年时间的清理整顿，吉林省共有110家

小贷公司列入限期整改，304家小贷公司列入清理整

顿，预计到2019年底前，吉林省小贷公司数量将压降

至420家左右。1月22日，湖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正式对外发布的《关于对部分小额贷款公司取（注）消

业务资质的规定》制定了小贷公司注销和取消的条件。

1月10日，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官网同一日更

新近20条公告，取消18家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资格。

小贷公司数量整体缩减已持续一段时间。根据央

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全国小贷公司共

有8133家，同比下降4.89%；从业人员90839人，同比下

降12.64%；贷款余额9550.44亿元，同比下降2.54%。而

到了今年6月末，全国小贷公司下降至7797家，贷款余

额9241亿元，2019年上半年减少304亿元。

对于各地加强监管的原因，网贷之家研究院研究

员王海梅分析认为，在于行业乱象丛生，违规行为屡

禁不止，如存在违规跨区经营、变相高杠杆放贷、借款

人综合成本畸高、持牌但未开展实质性经营业务以及

暴力催收等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等问题和乱象。

根据原银监会央行发布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

点的指导意见》，小额贷款公司可以从事贷款业务，但

又不属于金融机构，仅作一般工商企业对待，交由地方

政府监管。定位的不明确，导致小额贷款公司无法享受

金融机构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同业拆借利率优惠等

政策。2016年5月全国股转公司发布金融类企业挂牌

事项通知，对小贷公司挂牌和融资进行了限制。在行业

发展不景气的影响下，小贷公司也萌生了退意，10月

11日，新三板挂牌小贷公司阳光小贷连续发布多则公

告表示，拟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请办理股

票在新三板的终止挂牌事宜，若阳光小贷终止挂牌，则

新三板小贷公司仅剩32家。

净利下滑、不良率走高

被寄予“激活民间资本、扶助小微”厚望的小贷行

业光环褪去。由于小贷公司所服务的对象为中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户等资金需求方，且大多集中于充

分竞争的行业与领域，核心竞争力不强，容易受经济周

期波动的影响，引起经营性资金需求量的变动，这也对

小贷公司的实际经营带来影响。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新三板挂牌的33家小贷公司

已全部披露2019年上半年业绩经营数据。其中，晶都农

贷、兆丰小贷、文广农贷、正新农贷、龙腾农贷、广顺小

贷、滨江科贷、国鑫农贷、宏达小贷、鑫庄农贷、东方贷

款、天元小贷、广盛小贷、恒沣农贷、日升昌、通利农贷、

棒杰小贷、诚信小贷、滨江小贷共19家小贷公司净利润

出现下滑或亏损，22家小贷公司不良贷款率出现上升。

净利润下滑幅度较大的是鑫庄农贷、棒杰小贷，

2019年上半年这两家公司净利润收入分别为-251.47

万元、-389.3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滑158.8%、

234.87%。对净利下滑的原因，上述两家公司均在半年

报中提及，主要因为计提贷款减值损失大幅增加所致。

也有部分小贷公司净利出现了“腰斩”，晶都农贷2019

年上半年净利润为62.79万元，比上年同期的123.69万

元减少49.24%，该公司在半年报中披露，原因一是手

续费及佣金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74.01%，原因二是减

值损失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430.62%。滨江小贷2019年

上半年净利润为74.32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79.03%，

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信用减值损失比去年同期大幅度增

加，从而导致营业支出增加。

从不良贷款率来看，33家新三板挂牌小贷公司中有

22家不良贷款率持续走高，其中，商汇小贷2019年上半

年末不良贷款率为81.23%，较去年同期的37.32%上升

43.91个百分点，排名第一；通利农贷不良贷款率为

68.43%排名第二；日升昌不良贷款率为58.61%排名第

三；此外，广顺小贷今年上半年末的不良贷款率为

31.45%，上年同期为0%。棒杰小贷不良贷款率由上年同

期的11.49%升至今年上半年末的37.55%，也居于高位。

在王海梅看来，小贷公司业务下滑、不良率走高，

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其一是受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

快速发展的冲击，小贷公司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获客

率大幅降低，盈利空间收窄；其二是小贷公司主要通过

线下展业，运营成本较高，并且小贷公司自身的融资渠

道单一、融资杠杆率低导致其业务发展规模有限和融

资成本偏高；其三，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部分借款

客户违约上升，也对小贷公司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拓展融资渠道迫在眉睫

可以看到，小贷公司经营上的压力在短期内并不

会减弱，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在接受北京商

报记者采访时预计，目前正处于小贷行业的洗牌期，借

贷余额规模和在营小贷机构数量的“双降”是必然趋

势，预计在洗牌期渐趋尾声后，小贷行业会出现回暖，

届时机构数量将继续企稳，规模有望攀升。

值得注意的是，10月21日，银保监会副主席祝树

民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透露，银保监

会、人民银行正会同有关地区研究制定P2P网贷机构

向小贷公司转型的具体方案。

新鲜“血液”的注入能否为小贷行业带来生机？“在

王海梅看来，在对小贷行业进行清理整顿和风险出清

后，传统小贷行业必然会朝着规范化方向发展，更好

地服务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真正发挥“普惠金融”的

作用，另外随着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

传统小贷可寻求网络小贷牌照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

和融资渠道谋求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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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里的小贷公司众生相

曾被寄予厚望的小贷行业发展每况愈下，今年以来，包括山东省、吉林省、河南省、四

川省、山西省在内的多地都开启针对小贷公司的整治“风暴”，小贷公司数量、贷款规模不

断缩水。 而新三板33家小贷公司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据北京商报记者统计，2019年上半

年，33家新三板挂牌小贷公司有19家净利润出现下滑或亏损，22家不良率出现上升。寒冬

之下，小贷公司的转型发展迫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