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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下，金融支持迪庆县域经济发展情况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迪庆县域经济发展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迪庆县域金融积极贯彻国家宏观调
控政策，切实发挥金融支持经济的核心作用，多层次多方向支持县域经济发展。截止2009年9月末，县
域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453253万元，较年初增加64316万元，同比增长18.97%，新增存款中
60%为企业贷款所产生的派生存款。各项贷款余额为457073万元，较年初增加99018万元，同比增长1
8.83%。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县域金融机构对县域经济的支持呈加速趋势，特别是第二季度，信
贷增幅明显，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显现。 
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在迪庆辖区的传导效应分析 
（一）全辖信贷快速增长 
人行迪庆中支认真贯彻执行差别存款准备金政策，积极运用再贷款政策工具，为辖内金融机构执行政
策提供了充裕流动性。1至9月，辖内金融机构累计发放贷款25.59亿元，同比增长0.9倍；月末各项贷
款余额69.04亿元，比年初增加16.60亿元，同比增加15.05亿元，增长27.88%。各项存款余额76.60亿
元，比年初增加16.65亿元，同比增加23.54亿元，增长44.36%。 
（二）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得到有效缓解 
1至9月，辖内金融机构累计向113家中小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10.86亿元，中小企业流动资金困难局
面得到了有效缓解。据抽样调查，50家样本企业中有36家得到了金融机构的有效贷款支持，贷款满足
率为72%，同比高出22个百分点。 
（三）涉农贷款投入大幅度增加 
截至9月末，辖区农业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5.43亿元，同比多增1.17亿元。金融机构累计发放“三农”
贷款8.65亿元，基本解决了农业生产、返乡民工创业和非生产性投资的资金需求。银行业在支农服务
方式和支持纵深度上明显改进：农业银行“惠农卡”试点推广全面展开，截止9月末，农业银行授信额
度达2亿元，有效增加了农村信贷服务途径。农村信用社小额信用贷款授信额度提高至5万元；邮政储
蓄银行新开办小额信贷业务。 
（四）社会对经济增长的预期进一步提高 
社会居民对货币政策调整反映敏感。9月末，储蓄存款余额27.64亿元，比年初增加3.95亿元，其中定
期存款增加0.29亿元，活期存款增加3.66亿元。新增定期存款比例3.85%，比上年同期下降24个百分
点，居民储蓄流动性增强，理财方式多样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提高了社会对经济增长的预期。 
三、金融支持迪庆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矛盾 
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迪庆县域金融支持力度明显增强，但与县域经济多样化，多层次的金融需
求存在巨大差距，供求等矛盾依然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金融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 
迪庆属地处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济相对薄弱，融资难度大，经济发展对金融依赖程度较
高，金融支持的强弱直接影响县域经济的发展。2009年上半年，我们对迪庆县域24户规模以上企业进
行了调查，经统计，信贷资金需求总额约10亿元，而金融机构满足率仅为40%，存在近60%的信贷资金
缺口，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企业生产举步维艰，资金短缺成为上半年县域工业产值下降的主要因
素。 
（二）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与单一金融服务的矛盾 
县域经济对金融需求具有对多样性和对层次性，在融资规模、融资期限、融资渠道、融资方式等不同
需求，而迪庆县域金融机构仅有4家，基本为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和少量的代理、汇兑业务，金融支持方
式极为单一，中间业务量不到2%，且普遍存在惜贷现象。同时金融创新少，金融资源配置低下，制约
着县域经济发展。 
（三）县域经济发展与金融服务弱化的矛盾 
一是县域金融机构的大量撤并，现有金融机构难以满足经济发展需求。从1998年到2009年，迪庆共撤
销县域金融分支机构5个，营业网点23个。德钦县仅存农行、农信社、邮政储蓄三家金融机构，各乡镇
基本为农信社独家经营，每个网点经办人员仅3-4人。网点的大量收缩极大虚弱了县域金融支持经济发
展的能力，导致县域经济资金供给失衡，严重堵塞了县域经济融资渠道。二是县域金融存贷增长速度
不匹配，贷款增量减弱。2009年上半年，县域金融机构存贷比仅为41.52%，存款同比增长34.55%，贷
款仅增长13.45%，贷款增幅较存款低21.1个百分点。金融支持力度明显不足。三是信贷结构不合理，
信贷投放不均衡。县域金融机构嫌贫爱富磊大户现象比较普遍，贷款集中度高度集中，对“三农”支
持力度较弱，只有农村信用社一家独木难支，成了农村金融“孤立军”，特别是面向广大农户的小额
贷款发放额度小，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 
（四）县域金融机构资金分流现象突出，抑制了信贷支持规模 
商业银行终身责任制的信贷体制管理制约了信贷资金投放本地的积极性，多数分支机构成为上级行的
储蓄所，“吸收贷款，收回旧贷款、少放新贷款”，在资金运用上过分强调零风险。以农行为例，截
至2009年9月末，德钦、维西两县县域农行存款余额合计为108533万元，贷款余额为31735万元，存贷
比仅为29.24%，用于支持本地金融发展的资金不到存款的三分子一，大部分存款通过上存二级准备金
的形式集中到了上级分行，使本来就金融资源短缺的县域经济金融支持更加乏力。9月末，县域邮政储
蓄存款余额为21832万元，贷款余额仅为323万元，德钦，维西2个县级机构均还未开展个人小额信贷业
务，大部分资金都已上存上级行，未发挥应有的金融支持作用。 
三、金融支持迪庆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 
（一）进一步完善县域金融组织体系，拓宽融资渠道 
一是完善涉农金融机构的改革，纠正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过程中偏离农村的倾向。农业银行股改要紧紧
围绕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进一步强化面向“三农”的市场定位，稳步发展在农村地区的网点和
业务，建立三农事业部管理体制，不断增加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全面改进金融服务。应充分考虑
县域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保留必要的农村金融网点，考虑适当下放贷款审批权限，简化审批程
序和环节，保证不低于50%的新增存款资金用于本地信贷。农村信用社应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切
实发挥支持“三农”的主力军作用，加大农户联保、小额信贷的额度和范围，创新金融信贷产品，促



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更好为农村经济服务。农业发展银行在拓宽业务范围，提升农业服务深度，服务
方向由流通环节向生产环节转型，在确保政策性农副产品收购的同时，加大对农业综合开发、农田水
利基本建设、农产品龙头企业的资金投入。 
二是积极借鉴小额信贷实践经验，大胆进行金融产品创新。农村金融改革体制创新是核心，金融产品
创新是关键。孟加拉乡村银行通过分期付款、小组模式、随机回访等一系列风险防范措施，在无需抵
押和担保的情况下，保证了资金的安全性，为盈利创造了条件，并通过小组成员之间互相鼓励、互相
监督，形成了内生性激励机制替代了抵押担保制度，成为乡村银行成功的重要因素；玻利维亚阳光银
行则采取银行与保险合作的方式，通过保险来分散贷款风险。这些成功金融产品、服务方式创新模式
无疑对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建议创新小额信贷方式，积极支持发展适
合农村特点的其他农村金融服务方式。加强对农村小额贷款组织试点经验的总结、宣传和推广，大力
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引导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加强对
联保贷款、等级评分法、小额授信贷款等小额信贷专业技术的学习，积极探索服务农户和微小型客户
的机制，鼓励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三是丰富金融产品，多渠道、多层次满足县域金融需求。在现行货币政策下，根据县域工业经济的特
点，可以尝试开办产权证质押、库存抵押、订单抵押、金融租赁、票据融资等多种信贷产品，帮助企
业走出困境。建立完善县域中小企业担保机构。目前迪庆县域信用担保机构处于空白，可根据县域经
济农户多、个体企业多、经营主体小等特点，建立多种类型担保机构。积极推进在县域担保机构的试
点工作，完善金融保障体系，分散金融风险，构建金融支持防护网。 
（二）加快征信体系建设步伐，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社会信用环境的好坏成为县域金融资源能否积极使用于本地经济建设的前提。目前迪庆辖内上征信系
统的有500家，占辖内中小企业数比例不到50%，必须加大征信信息的采集和统计，上线工作。要进一
步强化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信用观念，完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贷款信用评估和信用登记制度。政府要
和金融机构一起积极协调、引导、促进贷款担保和资产评估等社会信用中介机构的建立，建立健全贷
款担保体系，为银企之间构建良好的链接机制。同时，政府应重视地区信用环境的整治工作，坚决制
止国有企业借改制之名逃废银行债务，支持金融部门依法维护债权，积极协调司法部门严厉打击逃废
金融债务的行为。在全社会积极推进“诚信迪庆”建设，引导企业树立良好的信用观念。加大对广大
农村金融知识宣传，建立农户信用等级档案，给予信用等级高的农户更多信贷政策优惠，以建立信用
村、信用社区为突破口，逐步渗透，彻底改变整善县域信用环境，努力建成金融生态示范县。 
（三）努力争取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优惠金融政策 
一是实行有差别的贷款准备金政策，可以适当减低少数民族地区县域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通过货币乘数作用，扩大其贷款能力；二是采取灵活的利率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要区别对待，给以
更多的特殊的优惠政策，可适当提高县域金融机构的存款利率，引导更多的社会闲散资金进入少数民
族地区，扩大资金来源，解决县域金融资源短缺问题；三是对县域金融机构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由国
家财政给与税收补贴，缓解金融企业经营压力；四是可借鉴西藏等地区做法，实施贷款利率优惠政
策，减轻企业还贷能力，国家给与财政贴息。五是扩大民族用品生产企业和民贸企业的贷款利率优惠
范围和力度，最大限度低减轻少数民族地区民贸企业的生产、经营压力，发展壮大民族经济。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迪庆州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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