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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信贷:农信社与农民“双赢”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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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作为一项增强信贷支农服务功能的重大政策措施，自2002年在全国范围全面推广以来，为解决农户贷款难问题，支持

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受到了广大农户的普遍欢迎。 

    当前，决定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能否成功、农民收入能否提高的主要因素有3个，即资金、信息和技术。在资金方面，农村信用社应立足

“扎根农村、服务三农”的办社宗旨，提高信贷支农意识，最大限度地放宽小额信贷条件，大力发展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改善金融

服务，为解决农民贷款难、促进农民增收提供支持。 

    小额信贷的产生和发展，有其深厚的经济基础和重要的社会意义。低收入阶层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客观存在，这类群体维持生存、发展

生产需要最基本的资金支持，但又没有获得商业贷款的抵押担保条件和能力。同时，这类群体又不属于社会赤贫者，不可能完全依靠政府

和社会的无偿救助满足其对资金的需求。以信誉或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小额信贷，解决了农户缺乏抵押物的问题。信用社通过频繁收集还

贷、社会压力、承诺提供重复贷款等途径解决了贷款拖欠问题，并帮助低收入贫困群体、低收入家庭和个体经营者培养和建立起了自我发

展的意识和能力。 

    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联系广大农民群众的金融纽带，在加快和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实现农民增加收

入等方面发挥了具大作用。农村信用社发放农户小额信贷意义重大。一是有利于农村信用社改变过去“垒大户”的不良倾向，分散在信贷

发放中的金融风险。二是有利于农民及时、方便、有效地获得贷款，通过生产经营不断提高收入。三是有利于增强信用社与农民群众的血

肉联系。致力于扶贫的小额信贷与传统意义上的银行信贷相比，具有贷款规模小、无需实物抵押作担保、网络覆盖面大等特点，因此，小

额信贷近年来在我国越来越受到低收入贫困农户的欢迎。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找准了信贷投入与经济发展的切入点，简化了贷款手续，方便

了群众，是实现农信社与农户之间的“双赢”的有效途径。 

    农信社宗旨：增加小额信贷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决定了我国农村的基本生产单位是农户，农村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户经济的发展，而资金短缺是制约

了农户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矛盾。要促进农户经济进而带动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向广大农户提供积极的信贷扶持。十多年来我国小

额信贷试点和推广的实践表明，小额信贷真正的生命力在于其根据低收入人群信贷需求的特点进行相应的金融制度和产品创新。 

    增加农户小额信贷是体现今后农村信用社的办社宗旨 

    农村信用社的办社宗旨是服务“三农”以农为本，只有大力发展农户小额信贷，支持千家万户脱贫致富，快速奔小康，才能体现了农村

信用社的办社宗旨。 

    增加农户小额信贷积极支持农户产前、产中、产后系列化服务的需要。 

    应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联系面广，信息多的优势，帮助农户选择致富项目，购进种苗原材料，聘请农业专家授课，讲授农业知识积极为

农户提供成本管理，产品销售，贷款结算等方面的服务，从而切实提高农户小额信贷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农村金融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农民也开阔了眼界，带来了新思想和新观念，农民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逐步地接受了部分市场经济的思想。入

世后，农业一体化的进程加快，必须加快中国农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同样也会使农民的民主觉悟与参与意识进一步提高。而

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必将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实际上是农村信用社健康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科教兴农”之路 

    中国农业入世后，农村信用社不要闭关自守，也要关注国际农业市场，树立起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理念，提高支农层次重点对绿色

农业，订单农业，公司＋农户的形式，支持科技农业，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提高农产品质量。同时，要因地制宜，发展具有国际力竞争

力的农产品，农村信用社要大力支持。对于盲目生产的农业项目，农村信用社在资金上要拒绝投放。农村信用社在支农的同时还要引导农

民发展生产，把资金投向符合市场需求的项目中去。 

    增加农户小额信贷是农民的产业结构和农产品进出口结构的调整需要 

    入世后，为保护农业这一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国家加大了支农力度。农产品市场对外开放，会迫使中国农业向更高层次加速发展。我

国较优势的水果、蔬菜、畜产品、水产品等这些产品，长期有效地解决了产业结构与农产品结构将随着农产品市场的逐步开放而得到合理

改善。 

    小额信贷的积极、健康发展，既是我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充分就业、减缓贫困的需要，也是金融深化和发展的要求。没有小额信贷的

健康发展，中低收入农户和小型、微型企业的发展面临的融资问题，就很难持续地获得解决；金融深化和金融市场的全面发育，也势必会

被延滞。 

文章出处：《中国经济周刊》 (2005年 第二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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