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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进一步深化的农村金融市场(孙景煌等；12月28日)

文章作者：孙景煌 章小红 范传新

    当前，在我国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时期，作为农业大国，农村金融市场改革和发展已成为当今社会各方关注的焦点。如何进一步

发挥金融在经济领域中的核心作用，有效推动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帮助农民致富，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融资需求矛盾，是当

前各级金融部门值得深思和探讨的课题。通过调查，我们深深地感到，农村金融市场确实要进一步改革和加强，“三农”渴望金融服务。 

  有效投入不足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江西省乐平市地处赣东北“金三角”的中心，其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农村资源优势明显。有闻名全国的绿色蔬菜基地，有颇具规模的对

周边具有强大辐射力的赣东北农贸交易大市场，并且是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然而，资金短缺、有效信贷投入不足已成为制约当地农村经济

发展的主要问题。 

  从资金需求角度看，乐平市农村金融市场需求趋旺，但缺口较大。目前，在国家政策向农村地区倾斜的情况下，各乡镇农业产业化投

入、种养殖业发展、种粮等积极性普遍提高，既成为一种趋势，也体现出乡镇领导和农民的强烈愿望，但金融部门收缩贷款权限，且偏重于

短期农业项目投入的现状，使农村、农民多样化的资金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资金缺口仍然较大。 

  另外，目前农村金融服务功能单一，难以满足农村多元化经济需求。江西省乐平市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主要有农发行、农行、农村信用社

及邮政储蓄等金融机构，经营的业务只有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产品相对匮乏，选择余地小。从这四家金融机构的服务功能看，农发行作为政

策性银行，只负责粮棉收购资金的运作，尚未开办其他业务；农行正逐步退出农村市场，其所辖的农村金融网点基本成为单纯的吸存窗口，

支农功能呈弱化趋势；邮政储蓄只存不贷的特殊制度，是农村资金流失的主渠道；只有农村信用社作为目前支农的“主力军”，担负着支农重

任。然而，现阶段农村信用社自身正处在体制改革过程中，无论是从资金实力，还是从服务手段上与现代金融要求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支

农服务功能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机构网点的偏少造成了资金供应渠道狭窄，农村资金需求缺口较大。据调查了解，目前，乐平市有资金需求的农户约24000户，资金需

求在25000万元，农户民间借贷约占资金需求的四成，这种小金额的借贷一般是亲朋之间的借贷，大部分是无息或与银行存款利息相当的利

率水平。从今年上半年乐平市农村信用联社累计发放一般农户贷款11600万元情况测算，一般农户资金需求尚有3400万元未得到满足。从以

上情况可以看出，当地“三农”资金的投入，主要来源于农村信用社及民间借贷，供应渠道不广，资金需求还存在较大的缺口。 

  解决“三农”问题，离不开金融的支持解决“三农”问题，离不开金融的支持。而农村金融其重要性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目前面临的情

况是农业效益低、农民贷款难、农村金融服务缺位。这三者之间互为关联，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农村金融边缘化，如果相关部门不能跳出农业

看农业，跳出金融看金融，就缺乏为“三农”服务意识，爱农、为农、支农的思想就得不到真正落实。目前，国家可出台一些相关政策，在促

进农村金融机构为农村这个暂时还处于低效市场服务的同时，给予适当的补贴或贴息。 

  人民银行要切实履行央行职责，加强金融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一是强化窗口指导作用，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农村金融市场的资金

投入。二是要充分运用好“支农再贷款”这一货币政策工具，及时向农村信用社发放支农再贷款，并认真督促信用社将这部分资金投向“三农”

领域，以缓解农村资金供应不足的矛盾。三是加强对农村市场的调研，对农村金融运行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及时反映、及时建言献策。 

  要进一步构建完善的“三农”服务金融体系。对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网点进行功能定位和调整，建立一个分

层服务、有主有辅、更完善、更具活力的“三农”服务金融体系。努力提高农村金融机构服务水平，加强对农村金融从业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技

能培训，大力开发适应农村市场的金融产品，更新改造农村金融机构网点服务设施，提升结算效率。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适当增加对农村

金融机构授信权限，减少贷款手续、环节，要完善农村资金回流机制，缓解农村资金供求矛盾。鼓励各种渠道的资金进入农村金融市场，支

持组织结构的创新。进一步解决好邮政储蓄资金回流农村的途径，积极组织来源于农村的储蓄资金返回农村金融市场，在目前情况下，可委

托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代理运作。要出台优惠政策，动员民间资金和商业金融机构，引导其加大对农村资金市场的投入，初步形成支农资

金来源的多元化和常规化，扩大农村市场资金的供应量，改变农村融资渠道狭窄的现状。地方政府也要进一步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充分利

用本市粮食主产区、蔬菜基地等地方资源优势，加大政策、资金和科技等方面的投入，发展和壮大一批有地方特色、规模化生产、竞争能力

强的农村龙头企业，为农村金融市场培育众多的经济载体，拓宽农村金融市场空间，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繁荣。 

文章出处：《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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