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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的银行家》

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记录银行家尤努斯个人经历及他所创办的格莱珉银行发展历程的自传。尤努斯的文字质朴而
动人，字里行间看不到呼天抢地的悲哀，却让人感受到那些挣扎在生命线上的人的无助；没有创业的
轰轰烈烈，但你能体会出他为自己能给穷人带来福祉的喜悦。
2006年，“为表彰他们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努力”，尤努斯与孟加拉乡村银行共同获得
诺贝尔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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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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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的银行家》

精彩书评

1、《穷人银行家》一书，是孟加拉著名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的自传，吴士宏译
。尤努斯写作这本书大概是在2002年，03年译中文版。在自传中，尤努斯说明他与格莱珉银行的前前
后后，是怎样由27美元借给42位赤贫村妇的私人举动，到三百万多万个借贷者、年贷款5亿美元的格莱
珉银行。接下来，我向大家介绍格莱珉的发展历程，以及它的一些特色，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的原因
，和带给我们的思考是什么。格莱珉的起因很简单，作者尤努斯是吉大港大学经济系主任，当面对孟
加拉大饥荒时，发现自己向学生教授那些高雅的学院派经济理论对于解决社会问题相当无力，于是积
极寻找真正的解决思路。在吉大港大学相邻的乔布拉村，尤努斯决心做一个深入贫困的蚯蚓，而非高
高在上的上帝。他发现了一个现象‘村子的赤贫村妇，被中间人剥削，是因为缺少本钱。中间人提供
原材料和收货，只给村妇极少的加工费。’尤努斯用27美元，借给42名赤贫村妇，让她们有钱自己去
买竹子等原材料，然后直接把做好的竹凳放到市场去卖，换取更大的利润。正因为这样一个很简单的
缘由，格莱珉诞生了。格莱珉在最初，就确定了这样的一些套路。.给穷人贷款，不需要担保，最穷的
人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担保，可以这么说，在一开始是尤努斯为这些‘乞丐’担保人从银行贷款；可
以分期还款，正如分期付款一样，一个很大的数目，分为很多很小的部分时，人们心里普遍容易接受
些；支持自发组建的五人小组，相互监督还款、生产，他们不仅可以相互传授经验，同时他们抗击风
险的能力也提升了。由于是自发组建，这样的小组也有了自我复制能力，借款人成为格莱珉最好的宣
传者；鼓励存款，把每笔贷款5%存到小组基金里头去，在格莱珉后来的改组中，又把这个小组基金改
为个人基金。这也反映了经济学一个原则——存蓄是增加财富最靠谱的方式。格莱珉有一个有趣的现
象，借贷人绝大多数是女人，贷款人380万，96%是妇女。原因是在格莱珉实践的过程中，发现了这样
一个有趣的结论。借贷给女人，比借贷给男人，能够给家庭造成变化。妇女更为顾家，更容易把所得
的收入用于食物的采购，对房屋的装修，医药和对孩子的教育上。而要实现这一愿景很不容易，孟加
拉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妇女的地位低下，某些农村妇女可能都从来没有结果丈夫、儿子、父亲、兄弟
以外的男人。这对于尤努斯跟贷款人沟通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在一开始尤努斯是站在院子里，屋内隔
了一层竹帘，由尤努斯的女学生来回传话，结果有一次借款人太多，把竹帘压塌了，尤努斯才第一次
和他的借款人见面。从这个小事来看，格莱珉的推广有多难，即便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依旧推广开
来，可见只要条件满足，任何人都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格莱珉银行反对给员工培训来使他们摆脱贫
困是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国际上贫困援助有很大的一个比例是优先考虑为穷人提供各样的技能培训，
这一个措施的效果是值得讨论。尤努斯认为穷人有他们独有的一套生存智慧，只要当他们拥有基本的
条件、原始的资本时，她们就可以创造财富。给穷人更大的自由权，尊重和信任，鼓励自创，这又成
为格莱珉一个鲜明的特色。至1976年格莱珉银行项目诞生，到1983年 正式成为一个银行，这是一个里
程碑式的跨越。新成立的银行，有94%的股权是格莱珉的贷款者，6%的股权是政府。 2003年，格莱珉
有超低的贷款利率，创收贷款是20%，住房贷款是8%，学生贷款5%，艰难成员贷款无息。高存款率，
最低为8.5%，最高为12%。真正吸纳乞丐成员，对于老人、残疾人、智障者，并且不限制他乞讨，鼓
励他们做一些创收的小生意。提供可观的退休金，任何服务满10年都可以得到。为穷人提供住房项目
，为格莱珉贷款者子弟提供奖学金。为什么格莱珉有条件能够做出这些有些不可思议的承诺，这需要
简单介绍下格莱珉的不同凡响。格莱珉现有1277个分行，遍布46620个村庄，员工总数为12546人。贷
款偿付数额超过40.46美元，100%由银行内部资源提供，将自有资金与存款储蓄两项相加，则达到代偿
贷款的130%。1995年，格莱珉决定不在接受任何捐助资金，意味着格莱珉完全可以盈利，实际上也确
实如此，除了1983、1991、与1992三个特大灾难年之外，其它年份均是赢利。格莱珉不仅仅是银行这
么简单，他已经渐渐变成了一个集团，对电信通讯、教育、公路、网络、纺织、信托、食品多方面都
有投资，格莱珉不仅仅成为孟加拉的名片，也不亚于任何一个伟大的公司。这里还要强调一点，94%
的股权是贷款者，把格莱珉发展的红利分给这些贷款者，这应该是格莱珉最伟大的地方。而格莱珉给
这些妇女贷款人带来可不仅仅是能从温饱线中走出来，脱离贫困，更大的改变可能是格莱珉使他们拥
有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条件。经过格莱珉系统的训练，她们更能够了解政治的选举是件什么事，可以这
样说，格莱珉小组的农村活动就是一种不带政治目的的民主活动。这些妇女不仅积极参加选举，甚至
有很大一部分成为议员，为地方政治做自己的贡献。如果仅仅是说格莱珉取得这样的成就和他有广泛
的投资就获得赞誉，还是有点不够。作为一个运行良好的集团，他在管理上的也有体现了许多让人拍
案的智慧。计算机化的信息管理系统与会计系统，技术的应用永远是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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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的银行家》

而绩效‘奖星’，格莱珉银行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各分行之间的贷款收款模式并不是一样的，而是根
据不同的地区，因地制宜。一方面用积极使用新技术降低企业运行成本，一方面保持各分行的灵活性
，使之快速增长的更大可能性。格莱珉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有很多，比如小额贷款应该成为人权的一种
，愿意改变自己命运的人有权利从社会获得改变命运的资本。格莱珉几乎改变了银行的运行法则，对
一笔贷款，考虑不再是资本的风险和回报率，而是这笔贷款该如何改变贷款人的命运，如何帮助贷款
人创造价值。而对于格莱珉本身，他创造一系列卓有成效减少银行坏账率的机制，保证了它本身的运
作。在文章的末尾，我们不禁生出这些疑问。为什么格莱珉在中国的实验不成功，相对孟加拉，中国
的各项条件包括法律、社会稳定性应该要好很多；本书写于2002年，在这最新的14年里，格莱珉有什
么新的改变，移动通话的普及，互联网带来更深刻的全球化，智能手机时代的到来。这些外界环境的
迅速改变，可能会使得企业更快的发展或是遭遇更大的挑战。
2、贫困与金融——读尤努斯自传《穷人的银行家》（一）发现这本书，是一次在网上搜索扶贫相关
资料和书籍，在当当网上输入“贫困”字样，出来的第一本是习大大的《摆脱贫困》。习这本书没读
过，但据说是他在福建当政期间对贫困的一些思考。由此想到一个政治家的远大抱负多与早年经历有
关，如今“脱贫攻坚”这个热词早在习总的理论事业中埋下伏笔。正好某些观念也契合到习大大的扶
贫理论。回到《穷人的银行家》这本书，作者是孟加拉国的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他在美国获
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创立了格莱珉银行，专注于穷人的小额贷款，在2006年荣获了诺贝尔和平
奖。这里需要介绍一下格莱珉银行。它瞄准的是最贫困的农户，并以贫困家庭中的妇女作为主要目标
客户；提供小额短期贷款，按周期还款，整贷零还，这是模式的关键；无须抵押和担保人，以五人小
组联保代替担保，相互监督，形成内部约束机制；按照一定比例的贷款额收取小组基金和强制储蓄作
为风险基金；执行小组会议和中心会议制度，检查项目落实和资金使用情况，办理放、还、存款手续
，同时还交流致富信息，传播科技知识，提高贷款人的经营和发展能力。据说农行（农信社？）在农
村的小额贷款就是借鉴格莱珉银行的模式。我们邻村还听闻发生几户联名担保中有一户逃债情况，农
村毕竟还是熟人社会，抛家弃子逃债的情况还是少有发生，这事在几个村里传开了。（二）读这本书
，我一直带着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认识贫困？二是银行的本质是什么？这也是本书直接和间接传递的
两个主题。（三）贫困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对于社会观察我们必须采用一种平视视角，在书中称为“
蚯蚓”的视角（the worm’s eye view），我也发现在别的研究中被称为“蚁视”（the ant’s view）,实
质就是要求观察者贴近被观察对象，而非“上帝视角”的俯视。对于时下提的精准扶贫，其也符合这
一方法。只有贴近贫穷去研究，我们才能更深切地理解它。对于选择研究贫困问题的动机，作者有一
段论述：出色的经济理论家是不屑于花时间探讨贫穷与饥饿的问题的。他们认为，当经济总体繁荣时
，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这些经济学家将他们的才能都用在详解发展与繁荣的进程上，而很少反
映贫穷与饥饿的根源与发展，结果是，贫穷继续着。要消除贫困，首先要对于贫困进行区分，设定贫
困的标准。在世界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某个规划将穷人与非穷人混在一起，除非一开始就设立一些保
护性措施，否则非穷人总会把穷人赶走，不那么穷的人会把更穷一些的人赶走。那么，非穷人就会攫
走所有那些以扶贫为名义所做努力中的实际利益。在这一点上，“精准扶贫”的目的就是对贫困人口
进行区分，这才是消除贫困的前提。（四）银行放贷最关心的是贷款能否收回，在贫困地区没有抵押
担保的情形下信用结构无法搭建，那就意味着放贷全无可能。而尤努斯发现，其实在孟加拉国没有抵
押担保的借款人比有抵押担保的借款人还款情况还好。因为穷人深知，这一贷款是他们摆脱贫困的唯
一机会，如果他们不按时偿付贷款的话，他们将失去唯一的机会，重陷贫困的旧辙。给穷人贷款，极
小的金额或许就可以改变他一生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将大量资金放贷给大项目大企业，从边际效
益分析，其发挥的社会效果并不比贷给穷人好。银行的本质是什么？以资本为基础的逐利机构？连接
资金需求双方以赚取利差的组织体？从尤努斯这本传记里，他的思考首先是从资金需求者出发，且选
择了穷人的立场，把融资视为每一个社会个人的基本权利，不论贫贱贵富。而他的事业也实践了这一
理念，将格莱珉银行作为帮助穷人融资的机构，这一理念和操作模式也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得到推广。
就如同阿玛蒂亚·森所提倡的，应该赋予穷人自由选择的权利。穷人本身能够创造一个没有贫困的世
界，我们必须去做的只是解开我们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尤努斯有一个理想，希望贫困不属于文明化
的人类社会，它适于待在博物馆里。在书的最后，他写到：文明已经创立了一个没有奴隶制的世界，
一个没有天花的世界，一个没有种族隔离的世界。创立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会比所有这些成就更伟大
，同时，我们还在巩固这些成就，这会是一个我们大家都能为生活其中感到自豪的世界。2016年7月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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