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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邮储商业化与提供农村金融支持(彭兴韵；4月10日)

文章作者：

  “只有存款、没有贷款”一度为邮政储蓄引为自豪的广告语。不过，无风险地倒吃央行利差也将只是邮储的一段美好回忆。银监会刘明康

主席曾表示，将尽快批复邮政储蓄银行筹建方案，确保年内各级邮政储蓄银行机构组建到位，正式对外挂牌。日前，他在安徽考察时再次强

调，要及时启动邮政储蓄机构改革，建立健全邮储资金有偿返回农村，支持农业的新机制。银监会正在筹建监管四部，以便对邮政储蓄银

行、政策性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监管。邮政储蓄银行的成立已经是弦上之箭了。 

  邮政储蓄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阶段性产物。过去，邮政储蓄要全额上缴中央银行，它成了我国基础货币回笼的重要渠道之一。在外

汇占款急剧增加的情况下，它不失为一种自动稳定货币供给的良好机制。但是，这也造成了两个不利的影响。首先，它为邮储提供了一种倒

吃央行利差的机会。对于其它存款吸收机构而言，这显然造成了机会的不均等。其次，它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资金供给的结构性失衡，因为，

将大量的农村剩余资金回笼到了央行，使得本来存在大量资金需求的广大农村地区资金供给更是捉襟见肘。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

下，通过邮政储蓄改革扩大农村经济活动的资金供给，银监会试图把农村信用社建设成为社区银行，以及央行正在力推的小额贷款公司，都

是中国在试图突破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瓶颈。 

  早在2003年，中国就开始了邮政储蓄的改革。是年，央行要求邮政储蓄不再缴存央行，需要它们自己在货币市场上去寻找投资收益。

这给邮政储蓄的生存带来了较大的挑战：一方面，邮政储蓄长期以来缺乏在市场上运作资金和进行风险管理的经验，另一方面仅仅陷于货币

市场的资金拆放又极大地限制了邮政储蓄的业务拓展空间和竞争能力。在此背景下，同时也为了避免通过邮政储蓄抽取农村剩余资金，让邮

储成为既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还兼做其它各项中间业务的金融百货公司，便成了邮政储蓄改革的基本思路。 

  但是，单纯将“只存不贷”的邮政储蓄改为一家商业银行，并不一定就能够保证会增加农村的资金供给。鉴于农村对资金需求的分散性、

小额性、农产品市场的变化和天气与气候等自然灾害，决定了农村信贷的单位成本和信贷风险都可能远远高于城市工商业贷款。已经变为商

业银行的邮政储蓄银行，将会同其它商业银行一样，要根据收益与风险的匹配来配置各类资产。在利润至上商业原则中，邮政储蓄银行总行

仍然可能将其分支机构吸收的储蓄资金转移到市场机会较多的城镇中。这有四大行的前车之鉴。早年在各个县都设立了支行的四大国有银

行，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撤消了一些落后地区的县级支行。因此，若要使邮政储蓄成为商业化银行后很好地保证农村的资

金供给，仍需一些配套的制度安排。 

  据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先生最近在清华的演讲中透露，针对邮储的“抽水机”功能，中国正在讨论“强制比例”问题，即要求农村金融机构

必须有一定存款比例投入到农村地区。如果这一建议获得批准，固然可以将部分资金留在农村地区，但其中又要把握好行政力量制约银行商

业银行市场化经营的“度”。 

  邮储改革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是不可简单地加以等同的。保证农村的资金供给，一方面在邮储改革中必须要有一套良好的机制设

计，比如把邮政储蓄改成单一银行制，而不是总分行制。另一方面又必须将思路拓展到邮政储蓄之外— —从已有的政策迹象来看，小额贷款

公司和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可能会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文章出处：《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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