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美国之前，唐宁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决
定去美国继续深造后，他选择了经济学。在美国的课堂
上，唐宁第一次听到了穆罕默德·尤努斯的名字。

尤努斯在美国读完博士，回到自己的祖国孟加拉，创
办了专门从事小额信贷的格莱珉银行，帮助了数百万穷
人，成为孟加拉国“穷人的救星”，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
平奖。

初识尤努斯，让唐宁感到很震撼。不过，那时的尤努
斯还很少被外界所熟悉，只在小圈子里有点名气。随后
的暑假，唐宁去了一趟孟加拉。他在乡村间穿行，亲自见
证了格莱珉的农村银行模式。“在那里，我目睹了穷人靠
贷款买了一头牛，之后生活水平就明显得到改善。”唐宁
感触很深，将尤努斯、格莱珉、小额信贷公益化商业这些
字眼牢牢记在了心里。

读完经济学后，唐宁在华尔街从事金融、电信、媒体
及高科技类企业的上市、发债和并购业务。2000年，他回
到中国，担任亚信科技战略投资和兼并收购总监。后来，
又做了一段时间的天使投资人。

但是，不管工作怎样变换，唐宁心中的“尤努斯情结”
始终挥之不去，“在孟加拉国能做成的事情，为什么不能
在中国做？”他立志要做中国的尤努斯。

2006年，唐宁开始创业，成立了宜信公司，专心从事
小额信贷领域。最初，他为那些经济窘迫的大学生提供
教育培训小额信贷服务，几年下来取得不错的效果，挖到

了创业的第一桶金。到今天，宜信已发展成为具有新经
济风格的现代金融服务公司，面向高成长性群体和大众
富裕阶层提供普惠金融与财富管理服务。

宜信首席财富管理专家吕骐和唐宁相识于多年前，
当时两人因为数学优秀，同时被选入全国教委主办的数
学理科实验班。后来两人都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并先后
赴美求学。当唐宁选择回国创业的时候，吕骐留在纽
约。2004年，吕骐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金
融系，获博士学位。

毕业后，吕骐担任了总部位于纽约的Altfest财富管
理机构资深策略师。当唐宁开始做财富管理时，吕骐也
有过疑问。“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无
论在理念、经营模式上，还是在技术上，都有一定的差距，
做起来很难。”

但是，正因为存在差距，让吕骐发现，无论是对中国
的财富管理行业，还是对他自身发展而言，都是一个机
遇。因此，当唐宁向他伸出橄榄枝时，他回到了中国，正
式加入宜信。

在吕骐和他的团队努力下，宜信财富向大众富裕阶
层提供的理财模式从P2P信贷开始延展到股权投资、基
金、保险等多项服务。

风险管理是金融服务中的重要环节。宜信风险管理
委员会委员郭震洲拥有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物理学博士
和康奈尔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有长达17年的海外银

行业风险管理和消费信贷业务管理经验。
为了将先进成熟的理念和操作规则引入中国，唐宁

一直希望引入一位在国外有丰富实战经验的风险管理
家，加入现有的风险管理团队。郭震洲的出现令唐宁眼
前一亮。通过2012年夏天在清华园两人的一次促膝长
谈，郭震洲被唐宁的普惠金融梦想打动，加入宜信。

在宜信，郭震洲主要负责风险体系的建设与实施，参
与普惠金融服务创新等工作。未来，他希望在数据化、体
系化、精细化等方面做进一步挖掘，为宜信搭建起一套多
层次、立体化的风险管理体系，以保障企业持续不断地平
衡发展。

宜信互联网部总监方以涵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天文系
和电子工程系两个硕士学位，曾担任美国上市公司Ask.
com副总裁及 CUNet公司产品管理部总监。当她开始
计划回国创业的时候，她遇到唐宁。在唐宁“建立中国人
信用体系”理念的吸引下，方以涵加入了宜信，筹建互联
网部。

在宜信，借助公益理财助农平台“宜农贷”网站，远在
甘肃的贫困农户可以从来自大都市北京、上海的陌生人
那里借到发展所需资金。这只是互联网带来的一个神奇

“故事”。在方以涵的计划表上，互联网的创新还包括利
用互联网大数据实施信用评估、通过社交网络进行金融
服务等。

金融创新，在宜信，靠科技推动，由人才引领。

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从华尔街来的
海归们运用高技术创新金融模式，并
投身建设中国的信用体系。

□本报记者 江英华

孟加拉国人穆罕默德·尤努斯常
说，“今天世界上之所以到处都还有
穷人，并不是因为穷人自身，而是因
为社会的制度、观念和政策，是有问
题的制度产生了穷人。只有改变造
就贫穷的根源，才能根本地解决贫穷
问题。”他的理念是通过小额贷款来
消除贫困。

从1974年贷出第一笔27美元的
小额贷款开始，尤努斯就认定通过小
额信贷来改变穷人的命运、消除贫困
的道路。其后，他创办了“穷人银
行”——格莱珉银行，向底层民众提
供小额贷款帮助其脱贫。1983年至
今，格莱珉银行已经向 800多万人提
供了贷款，其中 97%的款项已经收
回。因为在消除贫困方面作出的巨
大贡献，尤努斯获得了 2006 年度诺
贝尔和平奖。

尤努斯的尝试是商业模式的创
新，他从事的是一种低成本的管理贷
款，且呆账、坏账非常少，这个机构并
没有特别多的专职人员，主要是靠农
村自己互助的组织形式，这个架构完
全不是由他帮助农民设计，是农民自
发开展的。

事实上，格莱珉银行在物质、精
神、信仰、习惯等多个层面彻底改造
了穷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
行为模式。

尤努斯在解释创办格莱珉银行
的原因时说，我们之所以会产生小额
贷款这种想法，是因为传统的银行模
式无法向大部分民众提供他们所需
要的贷款支持。底层的人们都需要
钱去维持生计、去获得更好的发展，
但他们所需要的钱并不能从传统的
商业银行中得到。

“我们设计的小额贷款不是为了
盈利，不是为了放高利贷，就是为了
解决穷人的信用问题。”尤努斯说，从
世界上的经验来看，微金融的风险并
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大，应该对它有
信心。其实微金融也是一种金融服
务，而金融服务包括很多东西，比如
保险，在格莱珉银行内部就有很多保
险模式，其中一种是，如果借款人突
然死亡，投保人的家属将不需要再向
银行还钱，而由保险公司代为还款，
这种保险业务化解了借贷人的风险，
同时也削减了银行的借贷风险。他
认为，格莱珉银行的小额贷款模式在
中国应该同样可行。

2011年，尤努斯辞去了格莱珉银
行行长的职位，但他并没有因此闲下
来，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推广其主
张的“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的
事业之中，至今已经拥有 70多家“设
立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解决某个
社会问题”的企业。

给穷人贷款
为富人理财

6月1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推动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探索设立
民间资本发起的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和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民间金融迎来更宽广的发展空间。

实际上，随着近年来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多层次金融体系的逐步建立，民间金融已在悄悄挣脱束缚，日益活跃。
其中，被称作“尤努斯中国学徒”的唐宁创办的P2P小微贷款服务机构宜信公司，吸引了众多学养深厚的“海归”加盟——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西北大学、南方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个个系出名门；且毕业后个个成为在华尔街金融界或上市公司

高技术领域的精英。
数学系、经济系、金融系、物理系、天文系、电子工程系……专业五花八门，跨界混搭；但他们共同的选择，回国创业。
这些来自美国知名大学及各个领域的高端人才，围绕在中国如何让信用增值的新命题，开始了尤努斯模式的中国试验，共同推动金融创新。
今天，宜信已经初步成长为中国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的代表性企业之一。

当宜信“宜农贷”做得风生水起之时，国内陆续涌现
出很多模仿者，一时间打着小额信贷P2P网络化、人人可
以贷款的旗号者层出不穷。与此同时，问题也陆续显现
出来。2011年银监会发布了《人人贷有关风险提示的通
知》，对P2P平台风险作出提示。整个行业遭到巨大的信
任危机，宜信也受到不少质疑。

事情发生后，宜信公开做过相应的回应。现在回忆
起来，唐宁觉得，从行业发展的规律来讲，普惠金融小额
信贷这个新经济领域，一开始大家并不了解，到逐渐了解
之后一些跟风者一拥而上，不分良莠，也是一个自然过
程。“任何行业都有风险，在成长的过程中，一方面有创新
的喜悦，一方面也承受着成长的痛和碰撞，这都是很自然

的。做金融创新本来就是挺难的事。”
唐宁说，在一个成熟的市场中，由不同的机构、不同

的模式来承担不同的分层客户的需求。“没有任何一个餐
馆能做好所有的菜系，所以为什么金融服务这事只能和
几家国有银行有关？这实际上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市场，
宜信现在做的事情并没有动任何人的奶酪。市场非常广
阔，每个人都能参加。”

“我们做的事有双底线，就是商业的可持续与它所解
决问题的价值有关。”唐宁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应当和主
营业务联系起来，“就像我们在农村的小额信贷体系就是
可持续的，而且还能帮助更多人。还有我们的公益基金，
从零到100万时做得很困难，但坚持去做，很快就从100

万做到1000万了。”
企业消除贫困国际组织（ESP）主席Nancy Barry对此

也认为，在解决贫困方面，微金融比慈善更有价值。
目前，宜信已获得凯鹏华盈（KPCB）中国基金、IDG

资本、摩根士丹利亚洲投资基金（MSPEA）等国际著名风
投机构的投资。“我们的发展方向很清晰：帮助小微企业
主、贫困农户释放信用价值，实现金融普惠价值；帮助中
产人群、高附加值人群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唐宁表示。

当然，在他的心目中还有一个更大的愿望，那就是希
望宜信能够成为中国金融改革与创新的标志性企业，让
信用真正成为体现价值的载体，推动整个社会诚信体系
的建设。

“我们做的事有双底线”

与尤努斯创办的格莱珉银行不同，宜信公司不是银
行，没有吸储、放贷或者担保的功能。实际上，宜信是现
代服务业中的咨询管理服务平台，联系着出借人与借款
人两端，让两者发生关系的前提是“大家都要有信用”。

宜信财富杭州分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宜信不管理
资金，只管理信用。出借人并非将资金交给宜信，而是直
接交给借款人，出借人能追踪资金使用方向。宜信提供
前期的信用审查、按期回收账款及催收服务，并根据额
度、信用水平等条件，向出借人和借款人双方总共收取每
笔借款的1%～10%不等的服务费。从这个角度说，宜信
发挥着小额信贷中介的功能。

唐宁多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宜兴与淘宝有诸多
共通之处，只不过，淘宝‘卖’的是货物，宜信‘卖’的是信
用。”他表示，成立宜兴的初衷，就是通过个人诚信去贷
款，无须抵押担保。

让唐宁对个人诚信如此有信心，除了在孟加拉国跟
随尤努斯学习时，看到底层人民释放的信用价值，他个人
第一次与信用亲密接触的经历也给了他很大震撼。

那是在美国大学参加第一次考试时，唐宁发现竟然
没有监考老师，这和中国大学反差很大。但是在美国考
试，学生需要签署诚信守则，上面写着“这是我的独立工
作，我为我的信用负责”。“如果你充分信任别人的话，信
用自然会产生。”唐宁认同这个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信用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吴晶妹认为，
信用是资本，人人都有，而社会要做的就是给信用资本定

价，以及提供一个渠道、平台或机会帮助人们去实现这种
信用价值。尽管这和唐宁说的“人人有信用，信用有价
值”的观点不谋而合，但当她了解到唐宁想在中国做个人
与个人间的信用借款生意，给农民、学生、小商户搭建一
个借款融资平台时，她的第一个感觉还是“这不是书呆子
嘛！”

吴晶妹会有这种想法的原因是：中国这种大环境下
搞大企业贷款都挺困难，哪还能搞个人对个人呢？首先，
谁会愿意借钱给你；其次，谁会来借款；再次，就算有人来
借款，你敢借吗？钱能收回来吗？

也有金融专家提醒说，淘宝的成功是因为支付宝为
买卖双方提供担保，而P2P信贷平台并不为借款人的还
款行为提供担保，像宜信提供的就仅仅是借贷双方的中
介服务，那么P2P信贷平台靠什么来降低交易风险呢？

对此，唐宁解释说，宜信靠的是自己的信用评估体
系，具体评价指标包括借款者的职业、居住地、资金用途、
借款时间、家庭状况、社交网络是否稳定等多个维度。由
于个人对个人信用贷款通常都属于短期，还款期在1～2
年时间，金额在几万元以内，因此确保稳定性尤为关键，
评估组要保证借款人有还款能力和意愿。

为了防止呆账坏账的出现，宜信专门建立了“风险
池”——还款风险金账户。其额度为每笔出借资金的
2%，由宜信从其服务费中提取，借款人若逾期或违约，还
款风险金将对出借人做出相应的补偿。

唐宁对小额信贷在中国的发展很有信心。他认为，

中国有千千万万的小微企业主和几亿贫困农户在往上
走，希望成为更好的自己。而要做更好的自己，意味着他
在守信的意愿上更强，并且在提升的过程里，他的经济基
础越来越好，还款能力也越来越强。从信用理论看，有还
款意愿和还款能力，一定会守信。“所以，整个社会格局的
大变化，既给小额信用资金的获取提出了需求，也给小额
信贷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撑。”

2009年，唐宁推出了基于互联网P2P平台方式的“宜
农贷”项目，期望打造一个“公益理财的助农平台”。用户
最低出借100元，就能在与宜信对接的农村小额信贷助
农机构所征集的借款农户信息中，自由选择出借对象。
对此，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教授刘玲玲评价说，

“宜信开创了用微金融形式扶贫的新路子。”
“把城市居民中潜在的小额出借资金聚集起来，可以

在农户一端发挥放大价值的作用。”唐宁说，而潜在的出
借人这笔可能只有一千元或几百元的出借资金，又在出
借不同农户的做法中分散了自己的风险。

据介绍，“宜农贷”的还款率基本上百分之百，而微小
企业主的借款风险也很低，目前，宜信P2P贷款平台的不
良贷款风险基本控制在2%以内。

对宜信的成长进行了多年的跟踪研究后，现在吴晶
妹认为，宜信实际上相当于重新搭建了一种社会关系，给
穷人以更多机会，帮助所有人在这个社会中公平地生存
发展。

宜信“卖”的是信用

“尤努斯情结”挥之不去

{
贫民金融界的
“富翁”
尤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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