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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妇女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切实帮助创业妇女解决创业资金瓶颈问题,扶植和带动了千万妇女创业

就业。江西省会昌县积极响应政府政策，落实妇女小额担保贷款政策，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就业创业

金融支持政策宣传力度不够，女性创业致富典型的辐射引领作用不足，政府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对接不够，

贷款额度统一标准难以适应女性创业资金多样性需求等问题。本文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大妇女小额担

保贷款宣传推广力度，明确妇联组织在推进妇女创业政策中的定位，提供“融资 + 融智”双支持，借

助金融科技赋能灵活设计贷款额度等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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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nancial subsidy policy for women’s small guaranteed loans has effectively helped women 
entrepreneurs solve the bottleneck of entrepreneurial funds, and has nurtured and promoted the 
employment of tens of millions of women. Huichang County, Jiangxi Province actively responded 
to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implemented the policy of small guaranteed loans for women, but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there wer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publicity of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policies, insufficient radiation and leading role of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to get rich, insufficient cooperation and docking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financial institu-
tions, and unified standards for loan amounts that are difficult to meet the diversified needs of 
women’s entrepreneurial funds.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increase 
the publicity and promotion of women’s small guaranteed loans, clarify the positioning of wom-
en’s federation organizations, provide “financing + wisdom” dual support, and flexibly design loan 
lines with the help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empow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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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促进县域女性创业就业作为劳动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

不断创新工作载体，搭建服务平台，使女性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7
年乡村战略的实施，为县域女性创业就业带来了广阔的机遇。2018 年 2 月全国妇联下发《关于开展“乡

村振兴巾帼行动”的实施意见》，全国各级妇联开展了“乡村振兴巾帼行动”，把它作为落实乡村振兴

战略、做好新时代农村妇女工作的主载体和总抓手。而落实和推动乡村振兴巾帼行动，离不开金融的支

持。早在 2009 年，全国妇联会同中国人民银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四部委共同出台了妇女创

业小额担保贷款政策[1]，帮助解决女性创业就业融资困难，满足广大农村妇女群体对于金融产品和金融

服务的需求。该政策出台以来实施近 14 年的时间，在地方是如何实施的？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该政策

的特点及成效如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何在？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基于对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妇联和当

地用户的调研访谈对妇女小额担保贷款政策的实施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江西省会昌县妇女小额担保贷款政策与成效 

2.1. 江西省会昌县妇女小额担保贷款申请条件与流程 

江西省作为革命老区，积极争取党政支持，在省、市、县三级分别成立了由政府金融办、财政、人

社、人民银行、妇联等单位组成的协调小组(联席会)，并将妇女小额担保贷款工作纳入政府考核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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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推动政策的落地。江西省会昌县妇女小额担保贷款的贷款对象为具有本县户籍、年龄在 18~48 周岁

的城乡妇女，要求身体健康、勤劳善良、诚实守信，有创业愿望和经营项目及经营场所，家庭成员(夫妻)
在金融机构无不良信用记录。贷款政策为对符合现行小额担保贷款申请人条件的城乡妇女，个人贷款最

高额度不超过 5 万元，贷款期限为 2 年，在贷款期限内给予全额贴息(展期不贴息)。 
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妇女小额担保贷款流程主要包括 5 个步骤 1 (见图 1)： 
1) 个人申请。符合条件的城乡妇女申请创业小额担保贷款持书面申请、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

个人身份证向创业地的社区、乡镇(街道)劳动保障部门和妇联组织提出申请，办理登记，填写《会昌县

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申请审批表》，由县妇联统一备案；2) 组织推荐。社区、乡镇(街道)劳动保障部

门或妇联组织对借款人提供资料的真实姓名、申请人个人资信状况、经营场所、经营项目等进行初审和

调查，初审合格的由县妇联签署推荐意见，向县担保中心推荐；3) 初步评审。通过对创业妇女身份、

个人诚信、创业项目实地调查，县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组织专家进行初步评审，对通过评审的申请人

要求出具反担保人单位提供的信用保证人证明、抵(质)押担保、创业人员“联保”、个体工商户担保、企

业法人担保等资料；4) 联合会审。县就业局、县财政局、县妇联和县妇联社机构组成妇女创业小额担

保贷款联合会审机构，每个月集中会审一次。对手续齐全、符合贷款条件的申请人，联合会审机构的成

员及单位在申请表上签署意见、盖章认定。对不符合条件、联合会审未通过的，向申请人说明原因，同

时返还申报资料；5) 办理贷款手续。经审查合格的，经办金融机构在 5 个工作日内发放贷款并告知申

请对象具体办理手续。 

2.2. 江西省会昌县妇女小额信贷支持女性创业就业的成效 

在推进乡村振兴巾帼行动中，江西省会昌县妇联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会昌妇联加强与财政部门、

县担保中心、金融机构的沟通，加大对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政策的宣传、发动，协助做好妇女贷前、

贷中、贷后服务(开展申贷调查，准备把握申贷妇女意愿；协助劳动部门做好政策的宣传、业务指导、创

业帮扶及创业技能培训等工作；认真做好妇女申请小额担保贷款登记备案工作，指导帮助妇女熟悉申贷

流程；促进申贷妇女的登记审核工作)，协助回收贷款以及数据统计等各项工作。 
2021 年度，会昌县妇联帮助全县 245 名妇女取得小额担保贷款 2913 万元，助力妇女能人发展农业

产业，建立巾帼产业示范基地。2 江西省会昌县妇联数据显示：2016 年，全县已发放妇女创业小额担保

财政贴息贷款 2368 万元，获贷妇女 296 人。32017 县已发放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财政贴息贷款近 2012 万元，

获贷妇女 176 人。42022 年 1~6 月份发放妇女小额担保贷款 1570 万元，获贷妇女 115 人。这项惠及妇女

民生、帮助妇女创业发展的好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妇女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为妇女参与经济发展、创

业致富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3. 江西会昌县妇女小额担保贷款助推县域妇女就业创业中存在的问题 

3.1. 就业创业金融支持政策宣传力度不够 

尽管妇女小额担保贷款在 2009 年左右早已引进，但在推进过程中成效并不显著。据问卷调查数据显

示 5，高达 83.02%的被调查者表示不了解妇女小额担保贷款，剩余 16.98%的被调查者表示了解妇女小额

担保贷款，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申请过妇女小额担保贷款。一方面，政策宣传力度不够。妇女小额担保贷

款出台时间较长，且带来的收益较少，逐渐被其他对金融机构带来收益较大的金融产品代替，金融机构 

 

 

1资料来源：江西省会昌县政府《会昌县进一步完善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推动妇女创业就业工作实施方案》。 
2江西省妇女联合会官网 http://www.jxwomen.org.cn/art/2022/9/19/art_63300_4154287.html. 
3https://mp.weixin.qq.com/s/2LNQxdAzasdV11CLbkUfIQ. 
4https://mp.weixin.qq.com/s/pbkAhsWWcxr4v2y0DweAJA. 
5https://www.wjx.cn/wjx/activitystat/verifyreportpassword.aspx?viewtype=1&activity=177871988&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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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pplication process of women’s small guaranteed loan in Huichang County, Jiangxi Province 
图 1. 江西省会昌县妇女小额担保贷款申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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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对该贷款项目搁置的情况。另一方面，在传统男性权威思想的影响下，大多女性认为这是村干部们

自己的事情，与自己无关，很多妇女只是把该项目当作一般普通的招工项目，不清楚具体的招聘要求和

流程，也并不认为这是一项惠及自身的项目。 

3.2. 女性创业致富典型的辐射引领作用亟待加强 

在贴息贷款的扶持下，江西省会昌县晓龙乡妇女能人刘五娣，种植了 200 亩红薯，并建立了红薯干

加工厂，带动妇女就业 30 余人；江西省会昌县增丰村妇女能人曾海英发展了近百亩的红掌花卉，远销广

东、福建等地，带动周边妇女就业 50 余人；通过“飞地模式”在江西省会昌县西江镇建成乡村振兴产业

基地，吸纳 1000 多名农村妇女实现家门口就业。6 尽管妇女小额担保贷款还有一些成功的妇女致富的典

型案例，但是整体上其带动效果并不明显，导致部分女性就业创业的热情并不高，项目活动的吸引力也

有待增强。尽管也有一些女性创业致富的典型出现，但毕竟是少数，这些女性创业的成功并不仅仅是靠

项目推动，而与她们自身的人格毅力、财富的集聚状况分不开，但是每个妇女面对的社会偶然性因素不

同，发展方式和路径选择都可能不同。更重要的是，女性关注更多的是贴近自身状况的实际生活，她们

更倾向于从自己所处的具体环境中看问题，项目如果不能给他们带来实质性的受益，她们的参与的热情

就不会高涨。 

3.3. 政府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对接不够 

金融机构是盈利性机构，而妇女小额担保贷款是一项专门针对女性创业而开发的一项无息或者政府

贴息的小额度的贷款政策，如果贸然地让金融机构开展妇女小额担保贷款，对于金融机构以盈利为目的

是有冲突的，并不利于它的经营，导致一些金融机构不愿意去做妇女小额担保贷款。 

3.4. 贷款额度统一规定，难以满足不同妇女的需求 

江西省会昌县在妇女小额担保贷款政策中规定个人贷款最高额度不超过 5 万元，贷款期限为 2 年。

这样的规定虽然与国家政策相符，但是划定了贷款额度的统一上限，难以满足不同妇女的创业需求。对

于一些已经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女性来说，扩大创业规模所需要的经济成本提高，5 万元的贷款已经不

能满足其创业或者扩大经营规模的需求，造成了贷款金额与需求不匹配的问题。 

3.5. 贷款中存在的反担保人的规定限制了县域女性进行贷款 

妇女小额担保贷款中规定申请人要求出具反担保人单位提供的信用保证人证明、抵(质)押担保、创业

人员“联保”、个体工商户担保、企业法人担保等资料。且贷款要求反担保人必须为财政全额拨款机关

单位在职工作人员。[2]一方面，对于县域地区创业的妇女来说，资金短缺，人脉关系贫乏，难以提供符

合条件的担保人，要找到公职人员进行贷款担保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意味着这些没有没有公职人员亲属

进行担保的妇女，几乎不能享受妇女小额担保贷款政策。另一方面，申请人在贷款时，选择妇女小额担

保贷款的主要原因在于妇女小额贷款数目较小，偿还负担较轻，需要的担保条件较少。因为这类申请人

往往不具有良好的资产，其担保能力有限，甚至偿还能力有限，申请人的亲戚朋友了解其资产状况，[3]
对其偿债能力常常报以较低信任，不愿意为其担保，所以让申请人提供反担保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情。 

4. 江西省会昌县妇女小额担保贷款实施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4.1. 妇联组织在推进金融支持政策的定位模糊 

妇联角色定位模糊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妇联从成立之初到当下其主要职能已经发生了新的转变，

 

 

6江西省妇女联合会官网 http://www.jxwomen.org.cn/art/2022/9/19/art_63300_4154287.html. 

https://doi.org/10.12677/fin.2023.134091
http://www.jxwomen.org.cn/art/2022/9/19/art_63300_4154287.html


魏玉婷 等 
 

 

DOI: 10.12677/fin.2023.134091 867 金融 
 

需要逐渐从政治职能转变为社会服务职能，由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以往，妇联作为联系党组织密切联

系群众的有利助手，主要负责教育和引导广大妇女参与革命、促进生产，妇联组织与妇女是一种领导与

被领导、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而今，管理的对象成为了服务的中心，关注的重心进行了下移，职责职

能的转变促使妇联组织在社会事务管理中需要更加注重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尽管职责职能发生了变化，

但一些妇联组织的服务理念和工作方式并没有进行相应的转变，仍将服务对象当作管理的对象，以管理

者自居，被动而非主动地帮助困难妇女解决问题。 

4.2. 作为牵头单位，江西省会昌县的妇联组织资源相对缺乏 

虽然是妇女小额担保贷款的牵头单位，但妇联工作的开展时常受制于资源匮乏或短缺的困扰，没能

发挥应有的感召力和动员能力。妇联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存在问题，表现为职能边界模糊、服务方式滞后、

长效机制缺乏、专职人员短缺等。究其原因，可概括为“四个错位”，即服从上级与服务社会的错位、

队伍能力与妇女诉求的错位、组织结构与实际工作的错位、参与方式与治理目的的错位。[4]发现目前农

村地区妇联组织在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行政化色彩较强，联系群众不够；组织保障薄弱，影响作

用发挥;妇联干部兼职过多，履职能力不足等。[5]  

4.3. 政策对申请人的吸引力不足 

小额贷款的贷款数额较少，向亲友借款也能筹到相应的金额，问卷数据调查数据显示 7，在创业资

金不足时仅有一半的人愿意向金融机构贷款，而另一半的女性更倾向于向亲戚朋友贷款。同时，调查

显示选择贷款的女性中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还款有一定的压力。综合而言，向亲戚朋友借款相较于向金

融机构贷款来说，在多数女性心目中更为优异。并且，贷款条件，例如担保财产等也会降低贷款在女

性筹资方式选择的地位。这就使得即使身边有很多贷款创业成功的女性案例，很多女性依然选择向亲

友借款。 

5. 助推县域妇女就业创业的对策措施 

5.1. 加大妇女小额担保贷款宣传推广力度 

信息不透明、不对称是阻碍妇女小额担保贷款吸引女性创业就业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避免这种

情况，就需要相关组织加强政策的宣传和教育工作。而妇联组织在联系县域女性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妇联可以通过女性对妇联组织的信任为女性办实事，加大妇女小额担保贷款的宣传力度，将妇女小额

担保贷款让每一位有需求的创业女性知晓，对相关信息要及时更进和公开透明化，并且实地考察项目

信息的可行度、真实度，让留守妇女放心，有踏实感，增强她们在就业、创业道路上的自信心和自信

力。 

5.2. 明确妇联组织在推进妇女创业政策中的定位 

妇联组织发挥着团结引领广大妇女群众拥护党的领导，听党话、跟党走的作用，是妇联组织开展妇

女工作的重要辅助力量。因此，妇联的角色定位直接关系到妇联组织功能发挥的效能。 

5.3. 政府主导 + 妇联带动建设女性创业孵化园，提供“融资 + 融智”双支持 

除提供资金支持外，政府应该建立女性创业孵化园，为女性创业者创业前期提供创业方案培育、技

术及经营技能培训。妇联作为协助部门，为女性创业者提供多样化服务和支持，协同金融机构等部门创

新融智方案，为女性创业者提供全方位的扶持和支持。 

 

 

7https://www.wjx.cn/wjx/activitystat/verifyreportpassword.aspx?viewtype=1&activity=177871988&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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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借助金融科技赋能灵活设计贷款额度，确保政策真正落实到位 

政府需要对政策的落实制定切实可行可操作的具体措施，使妇女小额担保贷款真正落到实处。政府

可根据贷款需求者的需求，借助赋能灵活设计贷款额度，对贷款的硬性条件做相对应的改变，使贷款的

政策具备一定的弹性，以满足不同需求者的需求，为更多有需求的女性创业者提供资金。 

5.5. 借助“多方联保”的模式，降低反担保条件 

解决妇女担保贷款的反担保问题，是促进女性贷款创业的最为关键的步骤之一。[6]在贷款政策的落

实过程中，存在申请妇女小额担保贷款的妇女既提供不出合格的抵押品，又找不到合适的第三方为其提

供反担保的问题。如何解决借款妇女和放款银行担保这一问题，是落实政策的前提。[7]政府可以通过借

助“多方联保”的模式，同意女性创业者通过寻找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担保人担保来替代反担保中规定的

必须由财政全额拨款机关单位在职工作人员担保的规定，解决县域女性由于找不到担保人而不能享受妇

女小额担保贷款政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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