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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县域金融组织体系的再构造(王瑞华；2003年9月22日)

文章作者：王瑞华

     一、县域金融需求与县域金融供给的矛盾 

   县域资金供给与需求之间有着很大的矛盾。从金融供给方面来看，农村信用社由于历史包袱太重，经营管理水平太低，经营缺乏积极

性和创造性；商业银行信贷管理权上收，审贷程序复杂、审贷成本高以及对风险、担保、抵押、利率等方面的规定等抑制了对县域的信贷资

金投放。从县域经济方面来看，无论是中小企业还是农业产业化企业都存在资质不高、自身实力偏弱、市场竞争力较低、产品附加值不高、

市场拓展能力弱等问题，对金融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县域有限的信贷资金在投向上，仍是大企业、大项目，中小企业得不到应有的资金支持。县域中小企业量大、面广、规模小，对金融

的要求与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存在明显的不协调。第一，国有银行信贷权限向总行、省级分行集中，中小企业则要求国有商业银行县市级

分支机构有更多的信贷管理权。由于环节太多，程序复杂，有时，一个很有潜力的中小企业就因为不能及时得到资金支持而错过良好的发展

机会。第二，商业银行热衷于对大企业、大项目进行融资，以追求规模效益。银行对企业授信时要支出固定和变动两种成本，因而银行希望

每笔授信都能达到一定的规模，但中小企业不能承受也不需要大规模的资金。第三，商业银行关于担保、抵押方面的规定与中小企业的特点

不相符。第四，商业银行基层行未真正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管理层和操作层开展业务首先考虑的是不违规、不出事、不违背上级

行的要求和意图，只求努力完成上级行的考核指标，客户经理没有挖掘中小优质客户的动力。 

   从中小企业自身来看，经营随意性大，财务制度不健全，甚至隐瞒于己不利的各种信息，这些因素也影响了银行拓展中小企业信贷业

务的积极性。 

   信贷支农的任务主要由农村信用社承担，面对农业产业化对金融的需求，信用社力不从心。一是针对产业化趋向，信用社不能提供配

套的技术改造信贷、进出口结算等专业化服务；二是广大农村信用社高级管理人员素质普遍较低，职工业务素质不高，缺乏专业性的信贷评

估队伍。三是农业资金结算慢，跟不上新产品快速流通的要求，结算渠道不通畅，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四是农村信用社

制定的信用评级标准过高，与农村产业化企业的经济实力不相称，抑制了产业化企业的信贷需求。 

   二、重新构建县域金融组织体系的设想 

   1、成立区域性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 

   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对合作金融组织改造，再吸收地方政府、地方中小企业及民间资金入股设立，其宗旨就是服务于地方经

济。区域性中小银行具有地域性、特定性、灵活性等特点，在为县域经济服务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一是对地区经济状况熟悉，可降低贷款

可行性调查的成本；二是具有贷款审批程序少、灵活掌握等优势，及时满足地方经济的资金需求；三是中小银行吸收地方政府、地方中小企

业以及民间资金参股，与地方政府、企业、居民形成利益共同体，得到地方政府及民间的支持，容易建立适合其安全运行的外部环境和保障

体系。 

   2、农业银行应继续占领县域金融部分阵地。 

   国有商业银行要面对来自外资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图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在信贷投向上钟爱黄金大客户以获

得规模效益本来无可厚非，但就一个地区而言，优良客户毕竟有限，而且，大客户也存在成长期和衰退期，一旦这些企业出现问题，银行将

面临巨大风险，因此在发展大客户的同时，必须发展一批中小客户，以解决优质客户不足的问题。农业银行机构多，网点分布广，在小额贷

款的发放和管理上处于有利地位。加之农业银行多年来传统客户是中小客户，客户经理有丰富的对中小客户进行管理和服务的经验。 

   3、强化政策性金融在县域经济中的导向作用。 

   中小企业融资和农村金融在许多国家都不是完全由市场或一个部门来解决的。根据国外经验，要做好中小企业融资和农村融资，除了

要建立信用担保体系外，还必须建立政策扶持体系。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完善我国政策性金融在县域经济中的功能可以从

两方面着手。一是强化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功能。农业发展银行在确保政策性农副产品收购的同时，要增加对农业综合开发、农田水利基

本建设、龙头农业新产品加工企业的资金投入。二是可以考虑成立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解决中小企业在创业过程中和固定资产投

资中对中长期贷款的需求，对需要扶持的中小企业发放免息、贴息和低息贷款，从而确保农村和农村经济跟上发展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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