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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治国就有“郡县制，天下安”之说。从古至今，县作为我国的一个特殊的行政区划单位，其
经济的发展就备受关注。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与县域经济对应的城镇经济已
经发展饱和，而县域经济起步虽早，但是发展一直很缓慢，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刚结束的十七
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县域经济的主体是农村和农业经济，这正好给县域经济的
发展带来了契机。目前，在县域金融版图中，存在“九龙治水”局面，这“九龙”能否协调发展、有
序竞争至关重要，但是出现的一个症状是“群龙无首”，竞争多于合作。2007年3月挂牌成立的邮政储
蓄银行在其主观、客观的优势下迅速发展，正与发展县域经济具有最佳的切合点，邮储可以作为“首
龙”，带领其他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同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 
一、县域经济的内涵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地域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县城为中心，以乡镇为网
络，以市场为导向，借助产业政策、行政机制、财税手段，持续有效地聚合经济社会资源，在更大的
分工协作中获得比较优势的经济体系，是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
发展的基本单元。县域经济是完整的经济系统，包括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各个环节，所谓“麻雀
虽小，五脏俱全”，且具有很强的地方特色，各县（旗）可以利用各地的地理优势、资源优势、人文
优势发展各自的经济，“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旅游则旅游”。县域经济主体是农业和农
村经济，因为它是以农村为腹地发展。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 
二、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 
截止到2005年12月31日，全国县级行政区划有2862个（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除
外），其中：组成县域经济单位的县级市374个，县1464个，自治县117个，旗49个，自治旗3个，特区
2个，林区1个。我国的县域占地8774万平方千米占我国国土面积的94%，但是贡献的GDP却占国民经济G
DP的55.2%，所以县域国土面积广大，贡献却没有相应的成比例。 
县域经济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点，但是与城镇经济相比极其不平衡，经济资源在城镇流转顺
畅，在流转过程中产生新的经济资源，再流转，这样良性循环达到了饱和；另一方面，县域经济犹如
“一摊死水”，经济资源流向城镇，导致县域经济资源匮乏，并且恶性循环。古人云“问渠哪得清如
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县域经济缺乏的是金融机构，将经济资源盘活，让经济资源与城镇达到平
衡。但是令人可悲的是“零金融机构乡镇”依然存在，中国银监会2007年6月公布的《中国银行业农村
金融服务分布图集》，显示了以下几个农村金融现状：一是县及县以下农村地区人均金融网点的资源
占有率低，平均每万人拥有机构网点数仅1.26个；二是金融服务资源难以延伸到乡镇一级的农村地
区，每个乡镇的银行业网点平均不足3个。 
三、县域范围内的金融新版图——九龙治水 
“九龙治水”是一个最近形成的新概念，指在县域地区开展营业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
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村镇银行、贷款公司、资金互
助社等九类银行业金融机构。此外，民间金融也是县域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94年成立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其业务不直接涉及农户，主要任务是承担国家规
定的政策性业务并代理支农资金的拨付，包括为农副产品收购、农业基本建设和农业综合开发等政策
行业务提供贷款，支持整个农业开发和农业技术进步，保证国家农业政策的贯彻实施。 
中国农业银行，一直是县域经济的主体，前些年将一些网点撤离县域地区，目前已明确面向“三农”
市场定位，探索服务“三农”和商业运作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农村信用社，自2003年启动新一轮改革以来，探索和实践了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新的产权模式及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以县（市）为单位统一法人的组织形式。截至2008年第一季度末，全国
改制组建了17家农村商业银行，120家农村合作银行，1848家县（市）为单位的统一法人社，全国法人
机构数由35527家减至7932家；其所发放的农业贷款余额达15177亿元，农户贷款余额12634亿元，农户
贷款覆盖面达到30.5%，已使3亿多农民受益。 
2006年底，银监会对县域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实行“资本”和“机构”放
开，在四川、吉林等6省（区）试点允许开设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县域金融机
构。截止2008年8月，试点范围已扩至全国，已开业61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07年3月挂牌成立，同样被视为县域金融发展的重要一步。邮储成立，政府赋予的
角色就是为城镇居民和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提供最基本的金融服务，是发展社区银行的雏形。因为邮
政储蓄银行的网点服务范围，覆盖了我国所有市、县和主要乡镇，大部分设置在县及县以下地区，成
为连接城乡经济的最大金融网络。这成为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民间金融，民间金融在我国存在已久，已成为我国金融业不容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对国民经济发
展所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截至目前，我国民间金融仍基本处于分散、隐蔽和不稳定的状态，有
时甚至成为政府打击、取缔的对象。给民间金融“阳光”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四、邮政储蓄银行在县域经济中的“首龙”地位 
（一）客观优势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在金融体制改革深化的过程中，各中国农业银行开始收缩县以及县下的机
构，对基层分支机构进行撤并，重点转向了城市，基层营业机构的贷款审批权和财务权上收、业务重
点放在大企业、大项目上，较少考虑了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 



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业务单一，无法实现其政策调节农村经济的目的，发挥其政
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 
目前，农村信用社是分支机构最多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其分支机构遍及几乎所有的乡镇，也是农村
正规金融机构中唯一的一个与农业、农户具有直接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但实际上，作为“合作性金
融机构”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缺乏合作性，具有浓厚“官办”色彩，资金也越来越远离农民，有向城市
倒流的趋势。 
农村商业银行属于新生的股份制银行，但目前只有原来的农村信用社改造而成的极少数几家。学习外
国经验而开办的“村镇银行”从2007年3月1日开始设立，但是那目前不见数量少而且经营行为很不规
范。此外，农村保险发展十分滞后，远远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民间金融行为一直收到打击和排挤。但是在中国农村正规金融制度安排难
以满足农村金融需求的情况下，非正规金融组织对扩大农村生产经营资金、活跃农村金融市场、提高
金融效率等方面发挥了不可缺少的积极作用。但是我国民间金融仍基本处于分散、隐蔽和不稳定的状
态，有时甚至成为政府打击、取缔的对象。 
（二）主观优势 
1. 网点优势 
邮政储蓄银行开展业务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依托邮政网络。再城乡的分支机构网点虽然各大的商业银
行都很多，但是与邮储相比，尤其是在广袤的县域领域中更是相形见绰。因为邮储网点遍步城乡，真
正可谓是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截至2008年4月，全国邮政储蓄营业网点已经超过37000个。其中县
及县以下农村网点占到2/3以上。邮政储蓄有60%的网点、邮政汇兑有70%的网点分布在县以下农村地
区。在国家政策逐渐向“三农”倾斜的基础上，这种网点的分布数量和结构都非常有利于邮储银行其
他优势的发挥。 
2. 资金优势 
一方面，邮储银行在资金来源的数量上具有优势，可谓是“后起之秀”。截至2008年4月末，邮政储蓄
存款余额市场占有率目前已经达到9.56％。而这种优势在充分利用广泛的农村网点的前提下，邮储银
行的资金来源仍存在巨大的增长空间。邮政储蓄存款余额为18650亿元，存款余额居中国工商银行、中
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及中国银行之后，列第5位。另一方面邮储银行在资金运用的质量上具有优
势。目前中国邮政储蓄没有任何坏账之忧。未来邮储银行在借鉴国有商业银行大量不良贷款教训的基
础上，通过利用与邮政在客户信息方面实现共享，以期在争取客户以及管理信贷风险、业务营销等方
面保证资金运用的质量。这两方面对于商业银行都是十分重要的，是所有商业银行生存的根本。 
基于以上分析，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要逐渐形成以邮政储蓄银行为主，其他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为
辅，民间金融为补的新型金融版图，共同促进县域经济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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