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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组织一般指行业协会或商会，其介于政府、企业之间以及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
之间，并起到服务、咨询、沟通、监督、自律、协调的作用。一些地区形成特色产
业集群后，往往都会建立相应的行业协会或商会，并且在当地的民政部门注册成为
依法合规的行业组织，这类组织一般都会帮助协会或商会内的小微企业与当地的银
行机构进行融资供需的对接，同时，也会借助当地政府的产业促进政策，帮助企业
寻求获得信贷的机会。一般的做法是，召开一些融资需求对接会，或者是与银行签
署融资对接方面的合作协议等。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些做法的收效对于小微企业和
银行来说，作用比较有限。

那么，行业协会或商会在小微金融服务中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呢？如何更实质性地
帮助小微企业与银行进行精准、高效的对接呢？

一方面，如果一个行业组织能够集合某个行业的主要经营主体，并且，为这些经营
主体提供较好的资源和服务，推动本行业健康发展，在相关行业建立了一定的影响
力和公信力，那么，这个行业组织就具备进一步为组织内的成员提供更深层面服务
的基础；另一方面，小微金融供需两端所面临的匹配难点主要在于信息不对称和小
微企业缺乏有效抵押物。那么，由此可以看出，行业组织如果要想在小微金融服务
中发挥更大作用，就应借助自身在某个行业内的信息及信用两个优势，突破小微金
融服务的障碍，帮助组织内的经营主体提升信贷的可获得性。记者经过多年的采访
调研，总结行业组织助力小微金融的三种方式如下：

方式一，行业组织协调构建内置型的信用互助担保主体，撬动银行信贷资金。江西
上饶万年县的金猪担保公司就是这样的方式。万年县是江西省的生猪养殖大县，万
年县生猪养殖行业协会涵盖了万年主要的生猪养殖主体，协会内主要成员于2008年
发起成立了万年县金猪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公司经营至今，以较低的担保费（千分
之七）为万年县生猪养殖主体撬动银行信贷资金20多亿元，不良贷款很少。

万年金猪担保公司性质是行业自主性融资担保机构，为生猪养殖中小企业提供融资
担保服务，并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组织。公司宗旨为“股东抱团、章程是纲
、联保互助、诚信守则、风险同扛”，这五点道出了金猪担保的鲜明基因。股东对
象的纯粹性，都是从事生猪养殖行业的成员；服务对象的独特性，专业股东（包括
生猪养殖承包户）融资担保服务。此外，金猪担保还有一种一般担保机构不具备的
功能，这就是它的行业内的兼容性很强，不仅为股东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还提供产
供销、防疫、动保、经营管理一条龙式服务，多年来，已有几家猪场都是通过兼并
方式将风险降到最低，这也部分解决了银行不良贷款处置难的问题。在记者对金猪
担保的调研及持续追踪报道中发现，金猪担保所面临的压力也不小，来自生猪行业
和相关政策的波动以及来自监管要求的趋严（注册资本金门槛提高）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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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考验着这样一家民营担保机构的生存与发展能力，但其内置型的信用互助担
保方式值得借鉴。

方式二，行业组织构建内置型的资金互助主体。彭州市旭力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就
是这种方式。“北有寿光，南有濛阳”，事实上，彭州濛阳镇蔬菜交易量已超过寿
光，跻身全国前列。基于彭州蔬菜产业特征，2010年彭州市蔬菜产销协会成立，汇
聚了多家做蔬菜流通的小微经营主体，为了解决这些小微主体融资难的问题，2014
年，蔬菜产销协会牵头创立了彭州市旭力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资金内置运营，部
分满足了合作社社员的短期融资需求。

记者在调研和跟踪旭力资金互助社运行情况时发现，虽然这种方式可以解决一部分
小微主体的融资问题，但受限于其注册资本金较小（目前只有700万元）、相关政
策对社员数量及出资的限制等因素，其资金互助的效果也是有限的。

方式三，构建专属行业的信用信息平台，为银行和小微主体建立融资对接的线上场
景。对于一个行业组织而言，完全靠自身建立这样的信用信息平台是有一定挑战的
，这需要属地政府部门的支持，当地人民银行的协调推动，商业银行的参与，第三
方专业机构提供信用信息指标体系规划、模型开发、数据采集、系统开发等。其中
，关键的部分是指标体系的规划，因为只有这个信用信息维度的数量、精准度等超
过商业银行的准入维度和条件，才可能让商业银行更愿意发放贷款或增信。

近期，成都双流区发布的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信息数据库的建设思路和实践
与上述的方式类似，行业组织可借鉴这种方式，尝试推动相关信用信息数据的归集
与开发。但需要认识到，如果只是传统银行的评价维度，其意义就很有限，例如，
针对一个制造业的小微企业，其经营收入、税收等指标是银行关注的信息，而行业
组织的优势就是可以更及时掌握相关企业购置新设备、新技术研发以及供应链上下
游的交易情况，这些信息往往是银行很难及时捕捉的，这类指标植入在信用信息平
台上，更能体现相关小微经营主体的真实经营情况。

上述三种方式均是针对行业组织在小微金融服务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建议，事实上
，需要相关行业组织因地制宜，根据自身所处的行业和区域实际情况，做好规划和
评估，选择更适合的方式去推动行业内小微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满足，更好发挥行
业组织金融赋能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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