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查人．对大额贷款联辛t业务部门设贷 

款审查小组 3—5人，承担贷款审查的 

权力和责任。贷款审查人意见一致的 

可共同签署意见．不一致的可分别签 

署意见．必要时，贷款审查人有权要 

求调查人或借款人、担保人提供有关 

书面情况．改变信用社贷款审查小组 

不起作用．联社贷款审查委员会集体 

审查不充分、不到位的弊端，确保贷 

款合规合法、担保真实有效，凡对贷 

款审查应该发现而未发现的重要问题． 

影响贷款审批决策正确性．造成贷款 

风险的。主要追究审查人的过失责任。 

(三)贷款审批。对小额贷款信用 

社主任为审批决策人．对大额贷款联 

社贷款审批委员会为贷款第一审批决 

策人，联社主任 (理事长)为贷款第 

二审批决策人。联社贷款审批委员会 

成员应主要包括分管主任、业务科长、 

资产部主任及信贷专业人员，且须经 

省联社办事处任职资格审查后方可使 

用，贷款审批决策须超过贷款审批委 

员会成员半数同意后方可有效．凡贷 

款审批委员会成员同意的贷款形成风 

险的或不同意的贷款造成不良影响的， 

应根据贷款审批委员会成员个人意见 

情况追究贷款审批决策人责任。贷款 

第一审批决策人同意的贷款，贷款第 

二审批决策人拥有一票否决权；贷款 

第一审批决策人不同意的贷款，贷款 

第二审批决策人不享有一票否决权。 

凡属贷款审批决策自身失误．导致贷 

款风险的，第一、第二贷款审批决策 

人各承担贷款风险责任的50％。 

(四)责任追究。应坚持 “实事求 

是”的原则，正确处理好贷款权、责 

关系，改变信贷员作为调查人、经办 

人即为贷款第一责任人的做法。凡因 

调查失查导致贷款审查、审批失误的， 

调查人应为贷款第一责任人：凡因审 

查过失导致贷款审批失误的．审查人 

应为贷款第一责任人；凡因贷款审批 

决策自身失误的，审批决策人应为贷 

款第一责任人；凡属贷款调查人 、审 

查人 、审批决策人过失兼而有之的， 

应根据责任主次、大小共同承担贷款 

第一责任人责任。贷款第一责任人应 

承担贷款风险的主要责任。另外．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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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报经省联社办事处审查备案的贷款， 

擅自不报或绕权限分次发放的，应追 

究联社有关人员的责任：凡属天灾人 

祸、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的客观因素 

导致贷款风险的．且贷款调查人、审 

查人、审批决策人无过错的，不应追 

究贷款有关人员的责任。 

(编辑 朱 锋) 

(一)民间借贷的分布及运行特点 

目前，农村民间借贷除存在利率 

高、纠纷高等特点之外，还呈现出了 

新的特点和运行趋势： 

1．在分布上民间借贷多发生在经 

济较发达 、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 

这些地区经济活跃，资金流动性强 ， 

资金需求量大，在融资渠道相对狭窄 

的农村和贷款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的 

民营企业等领域，民间借贷正弥补了 

资金不足问题。 

2．借款人趋于年轻化，文化素质 

较高。这部分人群思想活跃．消费与 

经营意识均不同于 “以欠为耻”的中 

老龄人群，一旦有经营的思路和基本 

条件便举债经营。 

3．借贷用于企业生产的比例呈增 

加趋势，用于生活的比例较低；借款 

数额增大，少则近万元，多则数十万 

元。据调查统计 ．某县用于个体和私 

营企业生产的借贷资金约占 70％。 

4．民间借贷向 “银行”类型发 

展。据对某县运输、纺织等诸多行业 

的小型民营企业融资情况调查，近几 

年民间借贷规模呈现不断上升趋势． 

其发展呈现以下新特点：一是 “借大 

于贷”。二是举债者 “坐地收银”。以 

某县的小织布厂为例，借贷形式发生 

改变，不是由织布厂向民问借．而是 

民间资金向织布厂集中。持有闲散资 

金的城乡居民向织布厂 “存人”资金， 

织布厂为其开具有保人的 “借条” 三 

是借贷期限灵活。借贷期限明显地划 

分为 “定期”、 “活期”。借款定期 1 

年以上开具利率在 12‰以上的借条． 

1年以内则利率在 8‰和9‰之间。 

(二)对发展县域金融和引导民间 

借贷健康发展的几点建议 

1．让正规金融占领经济发展主阵 

地。整合县域金融资源，减少县域资 

金外流，降低资金供求矛盾。针对因 

县域经济发展较快、资金不足而导致 

区外融资倾向的问题．要多措并举防 

止资金外流。壮大地方金融机构实力， 

降低资金供求矛盾。可以考虑将部分 

邮政储蓄资金有偿转让给农村信用社， 

增强农信社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资金 

实力。 

2．创造有利于县域金融良性发展 

的机制和环境。第一，人民银行要充 

分发挥职能作用．疏导货币政策传导 

渠道，督导基层商业银行加大对县域 

经济的支持力度，主要是发挥窗口指 

导作用，引导基层商业银行增加对县 

域经济的信贷投入：与商业银行搞好 

协调，合理确定上存资金比例，减少 

资金回流；加大监督力度，从严规范 

商业银行基层行经营行为。第二，县 

级地方政府要尽力为金融发展创造宽 

松环境。要着力支持基层商业银行保 

全和维护债权．加大对欠、赖、逃债 

行为打击力度．调动基层行信贷积极 

性；尽快组建多层次的中小企业信用 

担保体系，切实解决县域中小企业担 

保难问题 ；同时，要改善执法环境， 

支持保全、维护债权，努力把贷款损 

失降到最低限度。 

3．制定法律法规．加强对民问借 

贷的疏导管理。国家要针对民间借贷的 

特点，制定并出台适应其规范发展的管 

理办法，明确其借贷最高限额和利率， 

并到有关管理机构进行登记．到公证机 

关进行公证，严格依据管理办法对民间 

借贷进行监管，以制度约束民间借贷的 

扭曲行为发生。同时，应明确国家限制 

行业的融资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引导民 

问资金的正常、健康流动。 

(编辑 朱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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