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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政策性信贷政策亟待调整(王克勇；2004年7月7日)

文章作者：王克勇

    目前，正在推行得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对1998年以来推行的粮食流通体制“三项政策、一项改革”的政策作出了战略性的调整，这一调

整打破了农业政策性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的政策基础和理论基础。农发行信贷资金运行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而显著的变化。农发行亟

待分析和审视这些变化对农业政策性信贷管理带来的冲击和机遇，适时调整和完善农业政策性信贷管理机制，更好地履行农发行支持和促进

农村经济稳健发展的职能作用。 

    明显的事实是，农发行贷款风险的性质发生了明确的变化，由主要为国家政策性风险转向银行自身经营风险为主。过去，农发行主要

是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和企业敞开收购的数量投放贷款。对这一部分贷款形成的各类风险基本上由国家政策承担。如两次大规模的粮食财务挂

账包袱的清理和消化，以及陈化粮损失价差占贷等风险损失的认定都是最明显的例证，因为这种损失和风险是执行政策的结果。然而，随着

市场的推进，对部分粮食品种贷与不贷，贷多贷少的抉择权国家不再干预，怎么贷，贷多少主要由银行作出判断。这样农业政策性贷款风险

的性质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一变化客观上要求农发行高度关注经营风险，改变和完善现行风险的防范与控制、补偿机制。 

    因而必须重新梳理和明确农业政策性信贷职能的理念和基础。这是得于科学准确定位农业政策性信贷管理体系的根本前提。农业政策

性信贷资金运动是一种特殊的金融活动，它必须服务和服从于国家农业生产结构战略性调整政策，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市场经济的根本目标。

其实，当收购资金“三项政策、一项改革”的政策基础被打破的同时，其新的政策基础和理论基础正在产生，那就是粮食生产和流通市场化。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粮食资源的作用，已成为国家调控粮食生产和流通的基本选择。市场化的根本特性就是竞争性、自主性、多样性、开

放性。只有适应市场其固有的特性农业政策性金融才有顽强的生命力，农业政策性信贷必须在此基础上来衍生，来发展，同时又促进市场性

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因此，目前在农业政策性信贷职能理念上必须突破两个误区。一个是必须突破只有支持特定的对象即国有粮食购销企业

才体现粮食收购资金政策性的认识误区，确立只要是投放于粮食生产流通领域就是充分发挥了政策性作用的观念。同时，必须突破农业政策

性资金不能追逐利润的认识，确立政策性资金商业化管理的观念。只有这样，在目前市场化改革的情况下才能推动农发行信贷资金体制的创

新，才能促进农业政策性信贷资金的良性运行。 

    同时必须重新确立符合市场化要求的农业政策性信贷基本原则。 

    第一，必须进一步明确粮食收购资金的职能作用。粮食收购资金职能至少要体现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要服务于支持国家粮食安全的

粮食储备调控体系；要服务于中央和地方分级负责的粮食供求平衡管理体系；要服务于国家促进粮食稳定增产的生产管理调节体系；要服务

于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粮食市场体系；要服务于国家的粮食基本消费保障供应体系；要服务于促进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体

系。 

    第二，必须进一步明确和把握信贷管理的基本原则。农业政策性信贷管理必须坚持以销定贷、以效定贷的原则；区别对待、择优扶持

原则；贷款物质保证原则；封闭管理原则；风险控制和补偿原则。这五大原则是是实现政策性信贷职能的基本条件和前提。 

    还要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政策性信贷管理体系。 

    第一，必须建立开放的具有选择性的客户管理体系。要迅速打破目前农发行对贷款对象不具有选择权的局面。既然粮食市场放开，那

么除粮食储备单位具有独特作用外，其他粮食经营企业在粮食市场中的作用和功能基本相同。因此，农发行粮食收购资金投放对象应适应市

场竞争性的要求，具有多样选择性。 

    第二，必须适当拓宽贷款范围，形成粮食产业链经营体系。要迅速打破目前贷款仅局限于收购环节的局面，向粮食流通的两极延伸。

一方面要向粮食生产领域渗透。积极支持粮食生产基础设施改造、科研、种子等的发展，为保护粮食生产能力提供金融支撑；另一方面要向

粮食产业化经营延伸，发挥政策性资金在农业产业化链条中的连接作用，为粮食生产、收购、加工、销售、消费提供一条龙服务，引导国有

粮食企业、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户实行联营，形成粮食产业化利益共同体，进一步提高粮食经营效益。 

    第三，建立灵敏的多元化的筹资管理体系，为农业政策性信贷职能发挥提供稳定充裕的资金保证。 

    第四，建立严密的风险防范管理体系。当前农发行信贷管理体制创新面临的风险化解机制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过去在执行

保护价敞开收购过程中形成的存量风险如何化解问题，另一个是增量风险如何防范的问题。存量风险主要是解决“老账、老粮、老人”三老问

题，即过去在支持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过程中形成的企业老的亏损挂账占贷、老保护价粮占贷、沉重的冗员包袱问题。这一问题不能妥善解

决，创新就是一句空话。关于老账宜采取“延期搁置、停息挂账、待机消化”的措施预以处理。关于老粮要采取“锁定基数、政府买断、企业

代理、逐年消化、价亏占贷补贴”的思路化解。关于老人要迅速推进“全员买断、量换身份、适当补贴”的办法解决。增量风险关键在于建立

科学的预警、防范、补偿机制。预警监测体系的建立必须借鉴现代商业银行的基本制度来确立。这是政策性银行的银行性决定的，必须满足

银行风险管理的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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