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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金融“失血”制约“三农”发展(李晓敏；11月25日)

文章作者：李晓敏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等专家在日前由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十一五”规划战略研究》中指出，我国实现国内生产

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的经济发展目标，面临着12大制约因素，金融体制效率低下便是其中之一。 

  毋庸置疑，中国要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性发展，无论是金融创新能力，金融制度结构还是金融工具结构都应全面改革，中国农村的金融

体制改革更应该走在前列。 

  1993年以来，中国农业信贷规模占全国信贷规模之比在3.1%和5.3%之间，这与农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极不对称。 

  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不足，严重地影响了农村地区的发展。资本的不足将导致经济体的发展陷入“贫穷陷阱”，因此农村地区后续经

济实力不强，不仅使贫困恶性循环，而且将使农业的产业态势逐渐弱化。更严重的是，农业和乡镇企业作为消化农村劳动力以及吸收农村剩

余劳动力的主要产业和部门，一旦失去发展的源泉，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难度将大大加大。不但影响和谐社会的建立，而且危及社会的长

治久安。 

  另外一方面，“贫血”的农村经济还在继续向城市“献血”。长期以来，由于资金的逐利性，金融资源不断从贫困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从农

村流向城市，从农业流向非农产业，导致金融空洞化。金融资源的匮乏必然影响贫困地区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影响农业先进技术的引进以

及影响农村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增产增收的难度将加大。 

  一面是农村地区金融资源的匮乏，一面却是农村地区金融资源的大规模转移。可谓是“冰火两重天”。这其中就暴露出中国农村金融体制

的滞后性和不合理性。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伊始，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二元金融结构（在工业化过程中，金融是内生的；对于农村经济，金融则是外生的）必

然使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同时存在于我国金融发展过程中，而且必然表现为以农村的金融抑制来达到城市金融深化的目的，这与工业化进程

中，国家对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资源和经济剩余的制度性控制、大规模动员和过度调度是一致的。 

  如今，国家的工业化已经大致成型，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也日益突出，可这贡献的后面却是以牺牲农村金融为代价的。中国农村金融

体制的滞后性可见一斑。 

  正规金融机构如国有商业银行不断从农村地区撤出，金融供给日益减少；国家对非正规金融的打击与排挤，更加使农村的金融供给窘

迫。就市场准入来讲，中国农村金融市场是由农村信用社和农业发展银行垄断的（邮政储蓄只存不贷），其实质仍然是由政府控制，不具有

真正的自主权和独立权，而且金融产品单一。 

  统计资料显示，即使到了2000年底，金融机构存贷款占金融资产总量的比重仍然高达78.4%，而债券、股票、保险占总资产的比重仅为

10.6。产品的单一，将大大降低农村金融机构的融资效率，影响贫困地区农村的金融融通。 

  中国的利率形成机制也是不合理的。就中国农村而言，虽然农信社的贷款利率可以在官方公布的利率上浮动，但这种浮动也只是在服务

“三农”前提下的向下优惠浮动，更何况存款利率仍然是官方利率。因此在中国，市场利率不是通过金融市场的有效竞争而形成的，它只是作

为一种政府的宏观调控工具而存在。 

  当然，由于国家财产所有权不明确、导致权利和责任不清，在信贷扶贫实践中，扶贫发放贷款投放不准确、贷款拖欠严重甚至腐败等问

题都不约而同地存在着。这就加重了中国农村金融体制的不合理性。 

  武汉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世界银行专家邹恒甫指出：金融发展程度的高低将影响收入分配。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长期落后与金融发

展的萎靡有很大关系。农村金融各局部市场存在着供给远远小于需求的情况，这就从根本上阻碍了农村金融体制资金配置功能的充分发挥，

导致低效率的配置水平长期维持，形成不均衡中的“均衡陷阱”。 

  顾及于此，改革现有的农村金融体制已经是迫在眉睫。就笔者而言，既然政府已经在金融体制进程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那么就更应该

稳定地坚持下去。改革农信社、农业发展银行以及农业银行的产权和法人治理结构，使其服从发展目标的需要，重点吸收法人股东甚至战略

投资者，逐步过渡到以投资者为取向的公司型企业，按商业银行的规范进行管理和监督，使之逐步成为商业银行。 

  对于非正规的农村金融组织，政府应将其纳入正规的地方金融管理之中，依靠其授权的行业管理组织，通过规范程序来考察和提名法人

代表和高管人员，从而使政府真正成为金融风险责任的主体和对广大金融消费者特别是农村金融消费者的最终责任主体。而且随着农村经济

发展，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农民对金融产品的消费与需求会逐渐从“奢侈品”转向“必需品”，因此政府必须促使农村金融服务向多层面、多样

化的方向演变。 

  改革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政府部门任重而道远。改革成功与否，不仅影响GDP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且将影响“十一五”规划的任务完

成和小康社会的实现，最终将给中国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 

文章出处：《国际金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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