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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晓山：让农民贷款不再难

作 者：     发布时间： 2005-9-6 15:24:33 

    买种子、买肥料样样要花钱，偏偏农民最缺钱。农民需要钱时怎么办？如何改善农村金融环境，从制度上保证农民贷到生产、生活急需的资金？

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研究员。  

    杜晓山说，农民需要钱，首选向亲友借，其次选择贷款。农民要贷到款也不容易，首先是金融机构要有“本钱”放贷。过去农民贷款有四大商业银

行、农信社、合作基金会等多个渠道，现在基本上只剩农信社了。由于商业银行的竞争，农村资金出现向城市集中的趋势，信用社吸纳不到足够的资

金。作为支农的主力军，农信社一方面要承担发放支农贷款、扶持农村经济发展的重任，另一方面却是自身实力不足、无钱支农。  

    杜晓山说，解决农信社资金来源是保证农民贷到需要资金的“头等大事”。中央对这个问题很重视，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对农信社发放低息

支农再贷款，由农信社以优惠的利息贷给农民。到2002年底，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额度已经达到960亿元，虽然再贷款每年都大幅度增加，但与日益

增长的农民贷款的需求相比，仍相去甚远。要根本解决问题，需要建立一个机制，把农村的资金留在农村。为解决这个问题，农信社的利率市场化改

革举措已经展开，实行浮动利率的农信社可以在国家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对存款利率最高浮动50％，贷款利率浮动范围为0.9—2.3倍之间。利息高

了，吸储能力就会增强。  

    信用社有了钱，怎么贷到农民手里？杜晓山介绍说，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推出了农村小额信贷业务。截至目前，全国绝大多数的农信社开办了

小额信用贷款，农业贷款余额增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势头。小额信贷范围较广，不仅种植、养殖等生产类可以申请贷款，购置生活用品、建房、

治病等消费类也可申请贷款。贷款不以实物、资金来担保，而以农户的信誉担保，总体上来说，中国农民讲究信誉，有信誉保证，还款是有保障的。  

    有农民会问，更大额度的贷款怎么办？现在，不少农信社推出了农户联保贷款，即从事规模经营的农民通过几户联合担保的形式，可拿到更大额

度的贷款。现在，农信社运作的小额信贷仍存在额小、面广、点多、业务量大与农信社追求利润目标的矛盾，如果要取得农信社和农户双赢的局面，

探索并搞好农信社的改革和发展是根本前提。  

    要让参与小额贷款的金融机构能赚钱，杜晓山说，由于受农业生产周期长、见效慢，还款预期难以把握等因素影响，使农信社在经营小额信贷上

风险较大。农信社小额信贷要学习国际规范小额信贷的成功经验。例如，对借贷户的表现实施奖惩机制，及时还贷者能及时获得新贷款，而且贷款额

度一次比一次多，并实行利息返还。国际上开展的小额贷款项目，不少要对贷款户进行业务培训。我国的农民同样亟待培训，他们不但要了解新技

术，特别要学会如何与市场打交道。建议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共同担负起对农民培训的重任。有了较好的培训，就能大大提高投资项目的成功率。  

    杜晓山说，农信社的小额信用贷款业务是服务广大农民的善事好事，应该“虽善小也为之”。然而，它替代不了国家和一些国际机构开展的扶贫到

户贷款项目的作用。因为，农信社不是“扶贫银行”，它的目标是赢利，它的主要服务对象基本上不包括无力还款的最贫困农户。因此，还要积极发展

扶贫小额信贷机构，建立起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体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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