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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信社信贷结构调整要理顺五个关系(张保国、赵泽轩；2004年3月3日)

文章作者：张保国 赵泽轩

农村信用社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农村信贷结构的调整又是农村信用社工作的主攻方向、改革发展的中心任务，它受国家货币传导机

制的影响和调控，牵扯到农村信用社工作的方方面面，其具体任务相当艰巨。笔者认为在农村信用社信贷结构调整中要正确处理好五个关

系。 

一是变与不变的关系。即农村信贷结构的变化与支农基础地位不变的关系。近年来，农村信用社信贷结构随着信用社业务的发展，社

会的变革，农村产业改革的变化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与其赖以生存的支农基础地位仍没有变。农村信贷结构调整是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变化而变化的，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始终保持着因果关系。农村信贷结构的变化取决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也促使产业结构的调整。从信贷主

体业务上看，目前农村信用社存款主要来源于广大农村、农村经济和农户，其贷款投放也主要用于“三农”，二者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存在

着积极的反哺和刺激作用，是互为促进和相互转化的。时下，尽管某些地区农村信贷结构比例失控，资金供求长期短缺，但始终都是把信贷

支农放在首位。因此，在农村信用社信贷结构调整中，要进一步加大信贷支农力度，以信贷支农促信贷结构调整，同时还要抓住国家扩大内

需、实施积极的信贷倾斜政策，抓住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机遇，有保有压，优增盘存，以严格的资产负债比例促进稳健自主经营。 

二是多与少的关系。即总量和质量的关系，信贷资金是立社之本、效益之源，是信用社赖以生存的基础。近年来，农村信用社信贷业

务虽然得到了稳步增长，但也相应出现了质量不高、比例失调、结构失衡风险加剧等现象。因此，农村信用社既要保证总量的积极扩张，又

要确保信贷质量的提高，做到存款低成本、贷款高效益，以信贷总量优化质量，以质量效益提高总量，既不能单纯追求总量规模的有效扩大

而忽视了质量的提高，又不能过多追求质量的提高而影响了规模扩张，只有保质保量、结构适宜，才能促进信贷业务良性循环、良性发展。 

三是广度和深度的关系。即适应性调整和战略性调整的关系。农村信贷结构调整是在社会金融经济宏观调控指导下进行的，它不仅仅

是解决资金供求矛盾、合理存贷比例关系、优化资产负债结构的权宜之计，也不是一般适应性的调整，而是要提高农村信贷结构整体质量和

效益，是一项事关生存发展的战略性任务，是实现稳健经营的重要手段。所谓广度，就是在不放松信贷支农的前提下，大力发展中间业务，

代收保管业务；所谓的深度就是优增盘存，提高资金效益，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积极发展信贷业务与调整信贷结构、优化信贷质量是密不

可分、相互促进的，在具体工作中，绝不能把信贷结构调整仅仅理解为“调增”和“调减”问题，也绝不是存款多少、贷款多少问题，而是

比例控制、结构优化和质量提高问题。因此，农村信用社在调整信贷结构中，要处理好广度和深度、适应性调整和战略性调整的关系，立足

于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发展，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追求效益最大化，由单纯的注重数量向提高效益转变；由一般的金融产品向科学服务

转变；由单一的存贷业务向多元化业务转变，确保信用社可持续发展。 

四是调控与引导的关系。即要增强调控和引导的关系。信贷结构调整既要科学调控，又要正确引导，促其沿着科学管理的轨道发展。

目前，有一些信用社信贷结构调整不是从经营稳健发展的意愿出发，而是随其自然调整和发展，从而造成不可回避的经营风险。因此，农村

信用社必须根据工作实际，加强科学引导，抓好“一个基础三个体系”，即：坚持信贷业务发展基础，进一步完善风险管理调控体系、风险

预警、报警体系、风险防范化解体系，要通过分析预测金融经济形势．实施积极的货币信贷政策，从而进行有效调控，实现稳健经营。 

五是增与减的关系。即增加利息收入和降低经营成本的关系。优化调整信贷结构的目的就是要在确保稳健经营的基础上实现效益最大

化。具体来说也就是努力增加利息收入和努力减少利息支出。因为在存贷利率一定的情况下，只有合理优化信贷结构，才能调节和实现效益

最大化。因此，农村信用社要在扩充存款总量的基础，通过扩大自营业务降低存款成本：通过提高低成本存款比重降低利息支出额。与此同

时，还要在膨胀贷款增量的基础上自觉遵守国家利率政策，坚持罚息加息制度，坚持利率上浮标准，以增加贷款利息收入。要在金融政策许

可的条件下，努力拓展增收渠道，扩大业务收人。目前，农村信用社收入渠道单一、狭窄，存款成本过高，再加上社会信用环境差，贷款质

量低劣，致使亏损经营问题相当严重，单靠提高利率扩充存款总量，依靠外延型扩张来增加收人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因此，农村信用社要在

目前经营微利微效的情况下通过相应扩大存贷规模，不断增加自营业务，减少代办业务比重，用足用活用好资金来实现减亏增效，来扭转经

营亏损问题，这既是农村信用社当务之急，也是农村信用社生存发展的战略选择。 

文章出处：《中国信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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