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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农村金融边缘化(陈遇雨；3月3日)

文章作者：陈遇雨

    根据“十一五”规划，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在国家倾力支持“三农”之时，作为农村经济核心的农村金融

却渐呈边缘化趋势，亟待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 

  农村金融的边缘化趋势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金融体系萎缩。随着商业银行机构改革及其战略定位向大城市转移，商业银行在农村的营业网点锐减。除粮棉油政策性收购业务

外，事实上目前服务农村的金融机构形成了农村信用社“一家独大”的局面。而农村信用社一方面从体制到机制都还未理顺，服务三农明显力

不从心；另一方面“单打独斗”又使农村金融市场缺乏竞争，农民及农村企业融资渠道日趋狭窄，阻碍了农村经济的正常发展。 

  二是金融服务缺失。面向农村的信用社只有最基本的存贷款业务，缺少丰富多彩的现代银行业务；而且贷款手续繁杂，贷款利率一浮到

顶，加重了农民负担。当农村资金需求多样化，农村信用社依然钟情小额农贷，不能根据种植和养殖产业化的周期规律来合理确定贷款额度

和期限。在贷款方式上，除对少数已评级农户以信用方式发放小额贷款外，其余贷款一般都要提供相应的抵押或质押，且抵押的品种仅有机

具、房屋等有限的品种。此外，农村电子信息网络不完善，银联卡还不能在多数乡镇使用，资金结算难以实现“一汇通”，在商业银行瞬息间

可到账的资金，信用社往往要几天才能到账。 

  三是金融支持倒挂。农村银行网点机构吸储资金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于支持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大部分上划至上级行，极少回流农村；

遍布于乡村的邮政储蓄机构，由于体制原因更是只存不贷，成为名副其实的农村资金“抽水机”。农村现有的金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从农村获

取净储蓄的机制，农村资金的持续流出，动摇了农村地区发展的信贷根基。 

  四是金融生态断裂。由于宣传不到位及受教育程度差，农民的金融意识淡漠，投融资意识缺乏。一方面，不轻易向银行贷款，宁愿选择

民间借贷；另一方面，即使手中有闲钱，也没有到银行购买基金或国债等投资意识，需求不足，供应难保。而农村及农户贷款一般金额小、

成本高，特别是小额农贷，一家一户，山高路远，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无形中增加了贷款成本。使商业银行不

愿意将资金过多投放在农村金融市场，其他股份制银行更无意于农村金融市场。 

  要彻底扭转当前农村金融边缘化局面，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必须重构农村金融体系，疏通农村融资渠道，激活农村沉淀资金，建立

农村保障机制，加强农村金融监管，构建和谐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为此，笔者建议： 

  首先，应建立分工合理、功能齐全、辐射全面、互补互助的农村金融体系。即以政策性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为主体，商业性金融机

构、地方金融、邮政储蓄银行并存，民间金融辅助配合的多元化、适合农村特色的金融体系。 

  其次，扩大信贷服务领域，贷款规模应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以满足农户和农村企业实际生产经营需要；强化政策性银行的扶持作

用，加大对农村公共事业的政策性投入；要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农村金融市场，放宽对民间金融的管制，通过合理规范，正确引导，促使民间

金融转化为专业化的金融中介或民间金融机构。 

  第三，国有商业银行要继续退出农村金融市场，堵塞其从农村大量抽取资金的管道；邮政储蓄在农村吸收的资金应通过合理途径回归农

村地区。 

  第四，要提高农村金融的科技化、电子化、信息化水平，加强农村金融的硬件配置，尽快建立便利的电子网络体系。 

  第五，政府应加大对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针对农业、农村、农民需要开发新险种，分流金融机构独立抵御农业灾害带来的信贷风险。 

文章出处：《国际金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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