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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及服务(高小琼；11月23日)

文章作者：高小琼

  经济薄弱环节是整体经济的一个部分，它的弱质性具有市场的非竞争性；另一方面对经济薄弱环节并不是有投入产出对称的效应，对

“商品（经济薄弱环节）”支付价格的人不一定能得到消费，也就是不一定具有排他性。因此，经济薄弱环节具有准公共品性质。对于准公共

品光靠市场决策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它只是边际利益之和与边际成本相等，单一的难以达到均衡，在市场失灵的情形下须由政府来作出

公共选择，因此，经济薄弱环节对政策扶持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按照这一思路，要履行好金融对经济薄弱环节的支持服务功能，必须从金

融制度设计入手，以政策倾斜为先导，切入市场机制，构筑金融支持服务组织平台，完善贷款风险分担补偿机制，加强信用环境建设。 

  一、构建金融支持经济薄弱环节的良性循环机制 

  1、创新政策扶持制度和方式。要加快出台对“三农”、中小企业和下岗失业人员等经济薄弱环节发展的政策制度安排。制度是经济领域

的内生变量（舒尔茨，1968）。通过对金融的产业、财政、税收扶植和补贴政策，增强金融对经济薄弱环节的推力。包括：放宽中小银

行、民营银行和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制定创业和投资项目目录指引，继续减免对农信社营业所得税及相关附加费，建立制度性的政

策性支农银行的资本金补充渠道。在方式上可以直接贴补也可以间接贴补贴息，如对列入省级以上扶贫开发地区的生源地助学贷实行全额贴

息，而非贫困地区学生贴息50％；贴息资金由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方式解决50％，省级财政负担利息的30％，地市级财政负担20％。由

地方和政府共同出资来建立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担保基金，可以各按4∶1的比例分担小额信用贷款的风险等。 

  2、扩大市场参与范围。为了吸引更多金融资源的投入，减少金融风险，还应走政策倾斜与市场化倾向相结合的路子。一是扩大助学贷

款招标对象，扩大招标范围，由一家独办到两家互相竞争，由国有商业银行扩大到所有商业银行和信用社。发行助学投资基金，并上市交

易，实现助学贷款的证券化。二是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小额担保贷款可由银行扩大到社区办理，发挥社区在创业指导、策划、项目论证、市

场分析的直接作用。在担保基金中可吸纳社会民间资金的参与。三是加快对经济薄弱环节的商业保险市场制度研究，包括对农信社的存款保

险制度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贷款的保险等。四是对住房消费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消费卡应收款实施证券化。 

  二、构筑对经济薄弱环节支持的长效机制 

  1、整合功能，重塑组织体系。要对农村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重新进行功能定位和调整，建立以政策性金融为引导、

合作金融为主体、市场化金融为方向的高效配置资金的农村金融体系。一是农业发展银行贷款对象应由原来单一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逐步

扩大到国有控股粮食购销企业以及改制后能落实原有债务、具备贷款条件、继续从事粮食经营的非国有企业；要适当延伸对粮油产业链条的

信贷服务，支持具有收购资格的粮棉产业化龙头企业和粮食购销企业与加工企业开展联合经营；同时行使对农田水利建设，江河湖海治理以

及农业综合开发和利用的信贷职责。二是继续搞好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改革，真正实现经营机制转换，把它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

经济组织入股，为“三农”经济发展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发挥支持“三农”主力军作用。三是重构县域经济中的中小金融机构体系。模

式之一：对经营较差的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进行股权改造，成立省级行控股的独立法人机构；模式之二：把具有较好经营管理业绩的国有

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与县域中小金融机构进行产权、人员、机构、资产负债的合并。显然，这两种改革模式都是对目前国有商业银行从县域经

济中简单性撤离的一种扬弃。四是试点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将国家对农业的救济补贴转化为农业保费补贴，同时要加大商业保险向农

业渗透的力度。五是要建立银行和邮政储蓄的资金“反哺”机制。应以法规形式规定县域商业银行每年新增存款的一定比例投放到农业或涉农

领域；建立起邮政储蓄回流渠道；加大中央银行对农村信用社的再贷款支持力度。此外，还应当适度发展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以作为完善

农村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 

  2、改善信贷管理制度。一是对中小企业要减少报表的过分依赖，根据企业经营者品质素质、经营能力、贷款与企业自有资金比例、上

年（期）经营绩效和纳税等主要指标，综合评出符合中小企业、农户特点信用等级。二是适当下放授权授信权限，并实行多样化的授信原

则，对低风险信贷业务可采取随时增加授信的办法。 

  3、创新金融服务方式。对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要大力推进“创业培训＋小额贷款”模式，以增强小额贷款的适应性。对有市场、

有效益、有信用的中小企业，可拓展公司理财和账户托管业务；开展专利权、商标权等无形资产质押贷款等。发挥中小金融机构在项目评

估、产业信息、代客理财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为中小企业出谋划策，延伸服务内涵。 

  三、完善政策性贷款风险收益对称机制 

    1、充分利用利率覆盖风险贷款损失。充分运用当前贷款利率放开的契机，实现信贷风险价格补偿机制，在借贷双方自主定价的基础上

实现经济薄弱环节利益与风险的有效市场配置，通过风险溢价覆盖经济薄弱环节风险高、受益小的弊病，调动金融机构对经济薄弱环节贷款

的积极性。 

  2、创新风险分担制度。对政府出资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的补充应纳入财政预算，及时向信用担保机构补充资本金。要创新担保方

式，积极探索反担保、再担保措施，建立规范的委托专业担保机构担保机制，形成有约束有竞争的规范化的担保市场。 

  3、创新风险补偿制度。完善财政补偿机制，用少量的财政补贴引导社会资金流向“三农”、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和贫困学生就学等经济

薄弱环节领域。同时财政要加大实行转移支付的办法，以“绿箱政策”为重点，建立符合国情和世贸组织规则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支持、补

贴制度。 

  4、创新农业保险制度。一是设立政策性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二是建立互助保险组织，由农民、农村经济单位自愿出资形成非盈利性

的合作保险组织，承保理赔范围主要是农户养老、家养牲畜死亡及乡村企业职工失业保险等；三是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商业性涉农保险及互

助性保险要实行与一般商业保险有区别的再保险。 

  四、构建薄弱环节金融资源配置的互动机制 



  1、加快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优化金融支持薄弱环节的信用环境。建立企业和个人信用监督体系并积极创造条件，实现信用信息的登

记、汇总、查询、披露及共享社会化，共筑制止逃废债务的“防火墙”。建立失信惩诫和守信褒奖机制。 

  2、加快健全政策和法律体系，优化金融支持薄弱环节的法规环境。加紧研究制定《合作金融法》、《农村合作银行法》、《农业信贷

法》、《消费信贷法》、《个人破产法》以及专门法规或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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