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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随着国内金融政策的逐渐放开，小额贷款公司和贷款余额逐年快速增长，国内小微贷市场

尚未得到大幅度开发，因此目前市场还比较狭小，而企业数目众多，加上腾讯的深圳前海微

众银行的加入，以及其他银行为了抢占客户也慢慢开发小额贷款产品和客户，可以想象，未

来小额贷款公司的日子并不好过，尤其是只专注于做线下的贷款的公司。  

      2013 年以来在中央政府大力推行政府减少行政审批权的大背景下，各省市对小额贷款公司

审批权开始逐渐下放，审批流程趋于简化，新批准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数量进一步增长。截

至到2015 年末，全国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已经增至8910 家，行业的贷款余额达到9412 亿。

 2006-2015年中国小额贷款公司机构数量

 

      小额贷款公司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1 年，3-6 个月贷款居多，主要贷款对象是贷款风险较高

的三农和中小企业，短期贷款和经营性贷款分别占到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的98.2%和98.4%

。

      由于主要客户群体是缺乏信用记录和有效抵质押物的个人和小微企业，小贷公司最直接的

风险控制措施就是把第三方担保作为主要的增信手段（联保互保），用保证贷款的方式转移

信用风险，这也导致小额贷款公司保证贷款占比高达65%，远高于抵质押贷款和信用贷款占

比。

 按信用形式划分的贷款结构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小额贷款市场竞争形势分析与投资战略研究报

告》共十三章。首先介绍了小额贷款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小额贷款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

析了小额贷款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小额贷款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小额

贷款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小额贷款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

小额贷款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小额贷款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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