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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１０年以来，我国准金融机构经历了快速扩张的井喷期，但随着宏观经济增速放缓，金融业发展疲软，准金融机构
的发展也陷入瓶颈，行业种种弊端显现，威胁着区域金融稳定。近年来，我国准金融行业中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

司、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的发展速度较快，但存在监管主体不明确、监管立法不完善、服务职能与监管职能冲突、缺乏专业

的监管人才、监管手段有限等问题，建议从统一监管主体、提高立法层级、放宽融资渠道、加强行业自律、完善技术系统、加强

人才培育等方面，来完善我国准金融机构的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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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金融机构是现代金融融资的创新形式，其从
事金融业务却未获得金融许可证，以灵活有效的经

营管理、高效便捷的审批手续、创新多样的服务产

品得到市场认可并迅猛发展。准金融机构主要包

括体量占比较大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

司、典当行及融资租赁公司。［１－３］我国自２００８年开
展小额贷款的试点工作以来，准金融行业获得突飞

猛进的发展，小额贷款公司由 ２００８年的不足 ５００
家增加至２０１６年的８０００多家，增加了１５倍多，典
当行由 ２０１１年的 ５０００多家增加到 ２０１６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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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００多家，融资性担保公司２０１４年增加至 ７８９８
家。在一段时间的快速增长后，各类准金融机构在

２０１５年前后达到规模扩张的高峰。近两年来，其机
构数量、从业人数、贷款余额等呈现负增长趋势，行

业发展陷入瓶颈。

准金融机构是社会金融发展的重要力量，弥补

了正规金融机构传统服务模式的不足，缓解了中小

微企业融资难的困境，扶持了地方经济的发展；［１，４］

但准金融机构也加剧了金融市场风险，其监管普遍

存在着监管主体不清、监管体系混杂、监管力度有

限等问题，各种投机和违规行为频发。诸多学者从

经济、社会和法律研究的范畴，分析了准金融机构

的监管问题，并提出完善其监管体制的建议，［５－１１］

但现有研究多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分析，由于数据

资料的限制、缺失，导致定量分析不足，尚未形成系

统的准金融机构监管理论。基于此，本文通过对近

年来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融资性担保公司及融

资租赁公司等准金融机构的发展数据进行分析，以

探寻准金融机构的发展趋势，为准金融机构的发展

及监管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一　我国准金融机构的发展态势

准金融机构是从事金融服务而无金融许可证

的融资性合法企业、机构或组织，其不受国家金融

监管部门直接监管，但受特定监管机构监管。准金

融机构主要包括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融资性担

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等，下面将针对不同类型的

准金融机构，分析其近年来的发展态势。

（一）小额贷款公司

自２０１０年以来，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迅速。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状况如表１
所示。表 １数据显示：２０１０年小额贷款公司有
２６１４家，从业人员为２．７９万人；２０１６年小额贷款
公司有８６７３家，从业人员为１０．８９万人。６年间，
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增长了２倍多，从业人员增长了
近３倍。此外，贷款余额也由２０１０年的１９７５．０８
亿元增至２０１６年的９２７２．８０亿元，增长了３．７倍；
实收资本由２０１０年的１７８０．９３亿元增长至２０１６
年的８２３３．９０亿元，增长了３．６倍。以上数据均显
示，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规模已快速扩张。

表１还显示，２０１１年是小额贷款公司发展最迅
速的一年，表现为机构数量、从业人员、实收资本、

贷款余额等４个层面的环比增长率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为最高。自２０１１年以后，机构数量、从业人员、
实收资本、贷款余额等每年的环比增长率均呈快速

下降趋势，而在２０１６年，以上４个层面的环比增长
率首次全部为负，可见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经历了

一个井喷期后，已面临行业发展的瓶颈，急需突破。

表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状况

年份
机构数量

总计／家 环比增长率／％

从业人员

总计／万人 环比增长率／％

实收资本

总计／亿元 环比增长率／％

贷款余额

总计／亿元 环比增长率／％

２０１０ ２６１４ ２．７９ １７８０．９３ １９７５．０８

２０１１ ４２８２ ６３．８１ ４．７１ ６８．８７ ３３１８．６６ ８６．３４ ３９１４．７４ ９８．２１

２０１２ ６０８０ ４１．９９ ７．０３ ４９．３９ ５１４６．９７ ５５．０９ ５９２１．３８ ５１．２６

２０１３ ７８３９ ２８．９３ ９．５１ ３５．２５ ７１３３．３９ ３８．５９ ８１９１．２７ ３８．３３

２０１４ ８７９１ １２．１４ １０．９９ １５．５７ ８２８３．０６ １６．１２ ９４２０．３８ １５．０１

２０１５ ８９１０ １．３５ １１．７３ ６．７３ ８４５９．２９ ２．１３ ９４１１．５１ －０．０９

２０１６ ８６７３ －２．６６ １０．８９ －７．２１ ８２３３．９０ －２．６６ ９２７２．８０ －１．４７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年报。

　　（二）典当行
相较于小额贷款公司，我国典当行的发展较为

缓慢，２０１１年我国典当行有５２３６家企业，从业人
员为４．２８万人，２０１６年典当行的企业数量增加至
８２８０家，增幅为５６％，从业人员增加到５．３０万人，
增长率为２４％；典当总额由２０１１年的２２６４．２１亿
元增至２０１６年的３１７６．００亿元，增长率为４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我国典当行发展状况见表２。

此外，在我国典当行业务抵押中以房地产典当

为主，占１／２以上，其次是动产典当，财产权利典当
的占比较小。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典当行业务结构比重
如表３所示。从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我国典当行业务结
构的发展趋势来看，房地产典当的占比虽略有下

降，但仍占据主要地位；而动产典当的占比逐年上

升，由２０１１年的２５．８０％增至２０１６年的３５．５９％，
增长９．７９％，这与我国典当行业发展创新、产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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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灵活多样有关；财产权利典当的下滑幅度较大，

由２０１１年的２０．７０％下降至２０１６年的１４．２７％。
与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趋势相似，我国典当行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增速逐步放缓，２０１６年从业人员和
典当总额也进入负增长。典当行相较于小额贷款

公司发展时间较早，发展速度较为缓慢，整体规模

较小。虽然典当行的企业数量与小额贷款公司相

差不大，但典当行的从业人员数仅约为小额贷款公

司的１／２，典当总额仅约为小额贷款公司贷款总额
的１／３。

表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我国典当行发展状况

年份
企业数量

总计／家 环比增长率／％

从业人员

总计／万人 环比增长率／％

典当总额

总计／亿元 环比增长率／％
银行贷款余额／亿元

２０１１ ５２３６ ４．２８ ２２６４．２１ ３９１４．７４

２０１２ ６０８４ １６．２０ ５．３０ ２３．８３ ２７６４．６０ ２２．１０ ５９２１．３８

２０１３ ３３３６．００ ２０．６７ ８１９１．２７

２０１４ ７５７４ ３６９２．１０ １０．６７ ９４２０．３８

２０１５ ８０５０ ６．２８ ６．３０ ３６７１．９０ －０．５５ ９４１１．５１

２０１６ ８２８０ ２．８６ ５．３０ －１５．８７ ３１７６．００ －１３．５１ ９２７２．８０

　数据来源：商务部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表中空白为数据缺失，下同。

表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典当行业务结构比重 ％

年份 动产典当 房地产典当 财产权利典当

２０１１ ２５．８０ ５３．５０ ２０．７０

２０１２ ２６．５０ ５３．３０ ２０．２０

２０１３ ２８．７０ ５２．３０ １９．００

２０１４ ２９．８０ ５２．４０ １７．８０

２０１５ ３０．５０ ５３．００ １６．５０

２０１６ ３５．５９ ５０．１４ １４．２７

　数据来源：同表２。

（三）融资性担保公司

我国融资性担保公司与典当行发展较为相似。

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法人机构数量由２０１０年的６０３０

家缓慢增至２０１４年的７８９８家，增幅达３０９８％；
２０１１年从业人员数增长较迅速，环比增长率约为
３８８０％；２０１０年实收资本为４５０６亿元，２０１４年增
加至９２５５亿元，增长１．０５倍；融资性担保在保余
额由２０１０年的９９４８亿元增加至２０１４年的２３３７８
亿元，增长１．３５倍。由于融资性担保公司受宏观
形势的影响，其发展速度也在不断萎缩，增长率逐

年下降，开始进入负增长行列，这与融资性担保公

司行业准入门槛的提高不无关系。整体而言，融资

性担保公司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弱于小额贷款公司，

但高于典当行。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我国融资性担保公
司发展状况如表４所示。

表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我国融资性担保公司发展状况

年份
法人机构

总计／家 环比增长率／％

从业人员

总计／万人环比增长率／％

实收资本

总计／亿元环比增长率／％

在保客户

总计／家 环比增长率／％

在保余额

总计／亿元 环比增长率／％

２０１０ ６０３０ ８．７４ ４５０６ １１５０３ ９９４８

２０１１ ８４０２ ３９．３４ １２．１３ ３８．８０ ７３７８ ６３．７４ １９１２０ ６６．２２ １６５４７ ６６．３３

２０１２ ８５９０ ２．２４ １２．５７ ３．６８ ８２８２ １２．２５ ２１７０４ １３．５１ １８９５５ １４．５５

２０１３ ８１８５ －４．７１ ８７９３ ６．１７ ２５７００ １８．４１ ２２２００ １７．１２

２０１４ ７８９８ －３．５１ ９２５５ ５．２５ ２７４３６ ６．７５ ２３３７８ ５．３１

　数据来源：中国银监会统计年报。

　　我国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贷款余额增长较大，由
２００９年的５５５１亿元增长至 ２０１３年的 １６９００亿
元，４年增长约２．０４倍。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性担保
贷款余额占比一直在７０％以上，可见其在融资性担
保公司业务中的重要地位，且其贷款余额由２００９
年的４０５８亿元增长至２０１３年的１２８００亿元，４年
增长约２．１５倍，超过总融资性担保贷款余额的增

长规模。其次，我国融资性担保贷款户数由 ２００９
年的１１．１５万户增长至２０１２年的２４．７０万户，增长
约１．２２倍，其中，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性担保贷款户
数增长了１．５６倍，且中小微企业贷款户数占总贷
款户数比由 ２００９年的 ８０．４５％上升到 ２０１２年的
９３．１２％，可见中小微企业贷款在融资性担保贷款
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此外，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我国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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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担保业融资性担保代偿率增长了２．１０倍，２０１４
年的代偿率高达２．１７，这显示我国融资性担保公司

贷款风险不断上升。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我国融资担保
业与中小微企业融资贷款的发展状况如表５所示。

表５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我国融资担保业与中小微企业融资贷款的发展状况

年份
融资性担保贷款

余额／亿元 增长率／％

中小微企业

融资性担保贷款

余额／亿元 占比／％

融资性担保贷款

户数／万户 增长率／％

中小微企业

融资性担保贷款

户数／万户 占比／％

合作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含分支机构）

总计／家 增长率／％

融资性担保

代偿率／％

２００９ ５５５１ ４０５８ ７３．１０ １１．１５ ８．９７ ８０．４５ ８１２０

２０１０ ８９３１ ６０．９０ ６８９４８ ７７．１９ １６．６０ ４８．８８ １４．２０ ８５．５４ １０３２１ ２７．１１ ０．７０

２０１１ １２７４７ ４２．７３ ９８５７８ ７７．３３ １８．１０ ９．０４ １７．００ ９３．９２ １５９９７ ５４．９９ ０．５０

２０１２ １４５９６ １４．５１ １１４４５８ ７８．４１ ２４．７０ ３６．４６ ２３．００ ９３．１２ １５４１４ －３．６４ １．３０

２０１３ １６９００ １５．７９ １２８００ ７５．７４ ２３．００ １５８０７ ２．５５ １．６０

２０１４ １２８００ ２５．１４ ２．１７

　数据来源：同表４。

　　（四）融资租赁公司
我国融资租赁业发展较快，从２００６年的８０家迅

速扩张到２０１６年的７１３６家，１０年间增长约８８倍，
自２０１１年后的５年间增长约１８倍；注册资金由２００６
年的５７１亿元激增至２０１６年的２５５６９亿元，１０年间
增长了近４４倍，而自２０１１年后的５年间增长了约
１２倍；合同余额的增速最高，１０年间增长约６６５倍，
自２０１１年后的５年间也增长了近５倍。可见，融资

租赁业发展速度相对而言是最快的。不同于小额贷

款公司、典当行、融资性担保公司不断下滑的增长

率，融资租赁业的规模、注册资金等仍保持着较稳定

的增长速度，未转变为负增长趋势。但从２０１６年的
数据来看，增长率下降幅度较大，与前期持续增长的

形势不符。若继续保持这种趋势，则融资租赁业也

可能进入负增长状态。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我国融资租赁
业发展状况如表６所示。

表６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我国融资租赁业发展状况

年份
企业

总计／家 环比增长率／％

注册资金

总计／亿元 环比增长率／％

合同余额

总计／亿元 环比增长率／％

２００６ ８０ ５７１ ８０

２００７ １０９ ３６．２５ １００３ ７５．６６ ２４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１４２ ３０．２８ １１８７ １８．３４ １５５０ ５４５．８３

２００９ １７０ １９．７２ １３０８ １０．１９ ３７００ １３９．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３３ ３７．０６ １６１７ ２３．６２ ７０００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１ ３６９ ５８．３７ １９５５ ２０．９０ ９３００ ３２．９０

２０１２ ６４３ ７４．２５ ２５７６ ３１．７６ １５５００ ６６．７０

２０１３ １１０６ ７２．０１ ３０６０ １８．７９ ２１０００ ３５．５０

２０１４ ２２０２ ９９．１０ ６６１１ １１６．０５ ３２０００ ５２．４０

２０１５ ４５０８ １０４．７２ １５１６５ １２９．３９ ４４４００ ３８．７５

２０１６ ７１３６ ５８．３０ ２５５６９ ６８．６１ ５３３００ ２０．０５

　数据来源：中国租赁联盟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ｚｌｌｍ．ｃｏｍ／。

　　总之，从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融资性担保公
司、融资租赁公司的发展状况来看，我国准金融机

构近年来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井喷期，企业规

模、资本、贷款额都有了飞跃式的发展，但受宏观经

济增速放缓、金融业疲软以及准金融机构自身问题

等原因的限制，准金融机构目前大都处于负增长状

态，形势不容乐观。

　　二　我国准金融机构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

与准金融机构高速发展不相符的是政府监管

未到位、种种违规行为频频发生以及尚未形成成熟

的准金融机构监管框架等。

（一）监管主体不明确

现行准金融机构的监管主体不同于传统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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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实际监管职权游离于“一行三会”（人民银

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之外。２００８年，银监
会、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

试点的指导意见》标志着小额贷款公司监管体制的

初步形成，将准金融机构的监管职权下放到地方政

府；２００９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明
确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职责的通知》，将融资性担

保公司的监管权也确定下放至地方政府，二者皆由

地方政府指定部门监管。典当行产生较早，历经多

次监管改革，２００３年其监管部门调整为商务部。
虽未明确规定准金融机构的监管主体，但根据

《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凡是开展小

额贷款公司试点的地方政府，必须明确监管主管部

门，而各地根据经济发展、监管理念等情况的不同，

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发展的监管路径，具体监管模式

不一。其一是地方政府与金融办联合监管，地方政

府是第一责任人，由金融工作办公室主管，例如，上

海市区（县）政府相关部门负责日常监管，包括现场

检查、财务规范、合规经营、持续动态监管等，成立

了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推进小组，主管部门金融

办负责统一监管，指导相关部门日常监管。其二是

金融办与工商部门联合监管，典型代表是宁夏回族

自治区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由自治区金融办统一

监管，工商部门负责日常监管，浙江省小额贷款公

司的监管也由工商局负责日常监管，金融办、工商

局、人民银行和银监局共同监管。其三是准金融机

构的行业金融地位得到认可，由金融监管部门联合

监管，河南省出台的《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的意见》（豫政

办［２０１７］３０号）与湖南省出台的《关于促进小额贷
款公司规范发展的意见》（湘政发［２０１３］７号）分别
确定了两省小额贷款公司的金融企业性质定位，由

县市区政府和金融办统一监管，由银监部门、人民

银行监管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情况、资金流向和贷

款利率政策执行情况等。各地不同的监管模式是

基于各地发展水平而选择的，其实际效果有待实践

验证。

（二）监管立法不完善

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已形成相对成熟的法律

规范体系，监管有理可循，有法可依，而准金融机构

发展较晚，加之其特殊的性质，对准金融机构的监

管立法大都是规范性文件和部门规章，如小额贷款

公司的监管基础文件《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

导意见》（银监会［２００８］２３号）由人民银行、银监会
发布，层级为其他规范性文件（银监会和国务院颁

布的其他立法也属于其他规范性文件级别）；融资

性担保公司的监管基础文件《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

暂行办法》（银监会令［２０１０］３号）由银监会、发改
委等部门联合发布，属于部门规章（银监会促进融

资性担保公司发展的办法隶属部门规章）；典当行

的监管基础文件《典当行管理暂行办法》（银发

［１９９６］１１９号）由人民银行发布，层级为部门规章
（商务部颁布的监管规定等属于其他规范性文件）。

由此可见，各类准金融机构的监管立法效力层级均

较低，未上升到法律层面，可操作性不强，发展很不

完善。

（三）服务职能与监管职能冲突，效率不足

金融办、商务局等一方面是金融服务部门，承

担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行政职能，另一方面又是准

金融机构监管部门，负有监督准金融行业良性发展

的监管职能，两种职能之间存在矛盾冲突，也会给

准金融机构监管带来困难。２００９年，上海市出台的
《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金融国资和市属金融企业改

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将国家出资的市属金融

企业的出资人职责委托给市金融办，市金融办的监

管职权扩大，同时作为监管部门的市金融办也在被

监管范围之内。若是追求准金融行业对地方经济

的发展促进作用，从出资人的角度“维护”准金融机

构，放任不合规的准金融机构违规经营，容易造成

涉众金融风险；而以监管职责严格规范准金融行

业，则会一定程度地抑制行业发展的积极性。服务

职能和监管职能的冲突导致监管部门的监管效率

不足。如何在行政服务与金融监管之间寻找契合

点，或是将监管职能从行政服务职能中分离出来，

不受行政干预，提高监管效率，这是监管部门面临

的一大难点。

（四）缺乏专业的监管人才，监管能力不足

准金融机构监管职权的扩大对政府监管部门

的人员素质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政府监管部门人

员需为专业知识、金融知识、行政能力等多方面综

合素质较高的复合型人才，但目前负责监管的政府

机构行政管理人员还难以达到专业性要求，例如大

多数地区的准金融机构监管部门金融办，其部门招

聘规章中对于专业的要求较为宽泛，除了经济学、

管理学外，文学、计算机、新闻传播学、法学等专业

也是可报考的专业。金融办等政府监管部门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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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要求具备较好的综合素质，多专业报考条件

可优化部门的人员配置，但是对于执行部门的金融

监管职责存在一定的约束。专业的金融监管人员

缺乏，且监管人员缺乏监管经验，难以完成繁杂的

监管工作。此外，短缺的人事编制等原因也造成了

地方准金融监管部门的专业金融人才不足。如陕

西省金融办设有１０多名行政编制，但工作人员中
可承担金融监管职责的专业人才不足，导致其监管

只能开展流于表面的形式化工作。

（五）监管手段有限，技术支持不到位

政府监管部门对准金融机构的事前审批严格，

例如小额贷款公司的成立标准有注册资本、股东人

数、组织结构、人员构成、管理制度等方面具体的审

批标准，但对其监管难度较大。准金融机构的规模

较小，其经营状况、财务等透明度低，客户信息不规

范，信息披露不足，企业间的财务报表没有统一的

规范，这加大了政府对准金融机构的日常监管难

度，往往不能及时对风险预警，对准金融机构后续

发展的事后监管也往往停留在表面，对各机构资产

负债、风险承担能力的深入监管评估不足。

　　三　完善准金融机构监管的对策

准金融机构虽无金融机构之实，却有金融机构

之名，特有的风险决定了政府监管的正当性与必要

性。目前准金融机构监管理论研究较多集中在体

制建设上，从法制、技术层面的监管研究较少，对准

金融机构的监管框架研究缺乏整体完善的思路。

下文将从监管主体、监管法制、监管体制以及监管

技术等方面提出完善我国准金融机构监管的建议。

（一）明确监管主体

其一，准金融机构可通过升级为金融机构获得

金融监管部门的完善监管。河南省和湖南省明确

了两省小额贷款公司的金融企业性质定位，明确要

求在办理抵押和质押登记、司法保障等相关事务时

应比照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并执行金融企业财务

管理制度，这是准金融机构行业地位的一大突破；

然而目前这种方式对于经营管理不规范、透明度低

的典当行、融资性担保公司等存在较大的实施难

度。这也提示机关部门应先明确准金融机构的法

律身份，才能进一步明确监管职责。其二，地方政

府统一监管。地方政府具有最高监管权，保障监管

制度的制定到执行能统一规范，涉及专业评估等可

委托给具有专业资质的单位，保障监管的执行到

位。同时，监管部门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分离于

行政体系之外，自主运作，不受行政干预。

（二）提高准金融机构立法层级

从２００８年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以来，准金融机
构已有近１０年的发展历史，但其指导法规大多是
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位阶较低，各地对监管制

度的理解不一，标准差异大。提高准金融机构的立

法地位，加强中央与准金融机构监管部门的联系，

是明确准金融机构监管重任的关键。准金融机构

的监管立法应如金融机构一样上升到国家层面，制

定最高标准的监管法律，明确规定准金融机构的监

管目标、监管主体、监管内容、监管手段、监管原则

等指导性原则，为地方监管部门“正身”，对准金融

机构从市场准入到市场退出实现完善的监管立法。

（三）建立信用评级机制，监管政策与激励政策

相结合

准金融机构的发展尚在起步阶段，严格监管政

策是规范行业发展的必要途径。应完善企业征信

系统建设，开展信用评级制度，推进准金融机构优

胜劣汰、减量增质。如金融机构规范的定期信用评

级制度能使公众明确各类准金融机构的发展排名，

经营规范、风险管理较好的企业必然受市场追捧，

实现行业的良性发展。

同时为鼓励行业发展，应采取激励政策，保障

准金融机构更好地运行。例如，准金融机构资金来

源渠道受限，可为合法合规经营、积极扶持小微企

业的机构放宽融资渠道。２０１７年河南省出台的
《关于进一步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的意见》，

在严格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行为之外，也鼓励

小额贷款公司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合规经营的小

额贷款公司一方面可开展直接融资，另一方面可向

银行业金融机构、其他金融机构融入资金，批准后

向主要法人股东定向借款、开展再贷款业务等多种

方式。《意见》还规定，对积极服务三农、小微企业

且成效显著的小额贷款公司给予税收优惠、税收返

还。鉴于此，政府可对准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和

三农业绩进行评级，对合规经营、服务小微企业和

三农业绩突出的优质准金融机构在与银行合作、财

税扶持、参照金融机构政策等方面实行差异化管

理，给予融资支持等激励，以进一步促进准金融行

业的良性发展。

（四）加强行业自律组织建设

如同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准金融机构的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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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应基于政府监管、准金融机构内部控制、行业

自律组织和社会监督“四位一体”的完整体系。准

金融机构发展中地方政府监管职能并不完全一致，

对其专业性要求也较高，政府行政人员在数量及专

业性方面无法满足金融监管的要求，尤其是在日常

监管中监管不足；准金融机构良莠不齐，规模较小，

没有完善的内部控制机制；准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

不足，社会监督受到掣肘。行业协会的专业性可以

减轻地方政府的监管压力，弥补准金融机构内部控

制的不足。行业协会应建立严格的会员条件、会员

管理制度，完善日常监管及行业内的奖惩制度，对

各类机构的从业人员、内部设置、管理变更、重大事

项等企业规范性条件做到及时报备、跟踪调查，畅

通准金融机构、行业协会、监管部门间的沟通渠道，

发挥行业协会的专业作用。

（五）完善业务检测体系，建立征信系统

当下，准金融行业不同机构间缺乏统一规范的

业务体系，众多的小规模企业业务流程、财务报表

不一致，监管部门获得企业信息难度大。因此应针

对不同类型的准金融机构及不同种类的业务，分别

制定不同等级的业务检测流程、指标评价体系，统

一检测口径，对其正规从业人员、业务内容、业务运

行、业务绩效、风险状况等进行定期检测、评估，准

确及时地掌握准金融机构的行业动态，有效防范

风险。

同时，加紧健全信用征集、信息发布制度，完善

征信系统，通过对准金融机构股权结构、业务范围、

贷款投向、贷款规模、风险管理、财务管理等信息的

披露，确保行业运营的公开化、透明化，降低由信息

不对称造成的业务成本，降低监管成本，防范贷款

风险，促进行业信贷和担保的积极性；将企业征信

系统建设与完善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有机结合，促

进准金融机构基于小微企业和三农服务的金融产

品和服务方式创新。

（六）加强培育专业监管人才

制定准金融行业监管人才的招聘标准，统一设

立人员招聘平台，对已有的监管人员定期进行金融

知识、专业知识培训，尽快提高整个行业的人员素

质。地方准金融监管部门应尽快成立一支富有专

业知识和监管经验的专业监管队伍，设置专业化人

才负责准金融机构的风险研究，实现风险预警。

准金融机构迄今已有近１０年的发展历史，为
金融市场注入了生机和活力，行业发展的持续性及

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日益显现，但其发展

对金融监管也提出了新的挑战。目前，准金融机构

普遍存在着监管主体不清、立法层级不高、监管职

能冲突、专业监管队伍建设不规范、监管手段有限

等问题，这导致潜在的金融风险不断增大。因此，

应从多方面着手完善准金融机构的监管。从立法

层面上，明确准金融机构的监管主体，提高立法层

级，给予地方政府准金融机构监管更准确的法律定

位；从监管体制上，拓宽准金融机构的融资渠道，发

挥行业协会的自律作用，构建专业监管队伍；在技

术层面上，加紧准金融机构业务检测体系、征信系

统、信用评级机制等规范平台的建设，提高行业的

透明度，减少地方政府的监管执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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