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村镇银行发展与我国农村金融改革 

文/范依梅 

   一、村镇银行概述 
   村镇银行是指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批准，由境内外金融机构、
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境内自然人出资，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
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这里的农村地区特指中西部、东北和海南省的县（市）及县（市）以下地区，以及其他省
（区、市）的国定贫困县和省定贫困县。为何选择在这些地区开展试点呢？是根据现实的经济金融
发展状况与金融服务需求决定的。 
   二、村镇银行的试点情况 
   银监会选择了四川仪陇惠民村镇银行、吉林东丰诚信村镇银行、吉林磐石融丰村镇银行三家
村镇进行首批试点，正是体现了此轮国家的农村金融新政对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偏爱和照顾，也反映
了国家对提高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改善金融竞争不充分与金融供给不足状况、大力支持
中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信心和决心。 
   以四川仪陇惠民村镇银行为例，其由南充市商业银行发起，明宇集团等5家当地民营企业共同
投资组建，注册资本200万元，其中，南充商业银行占50%的股权。惠民村镇银行将贷款分为小额农
户、微小企业、专业农户三类，小额农户最高贷款额不超过2万元，只凭信用、无需担保即可获
得，其余两类贷款金额不超过10万元，需要信用和担保，贷款人只需向客户经理提出贷款申请，通
过客户经理的调查和银行审批后，就可发放贷款。贷款期限分半年期、一年期和三年期。贷款利率
可由双方协商确定。 
   首批村镇银行的开业试点，标志着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中又增添了一支新的生力军，一个
投资多元、种类多样、覆盖全面、治理灵活、服务高效的新型农村银行业金融服务体系正在逐步建
立，也标志着农村金融在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又迈出了新的步伐。 
   三、村镇银行的特点 
   （一）对社会资本的全面开放 
   村镇银行的设立体现了允许包括境内外银行资本、产业资本和民间资本在内的社会资本都可
以到农村地区投资、收购、新设村镇银行，这是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对社会资本第一次全面开放的伟
大实践，在我国农村金融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属于制度创新的范畴。 
   （二）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资格 
   村镇银行是股份有限公司性质，享有由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依法享有民事权
利，并以全部法人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
权利，并以其出资额或认购股份为限对村镇银行的债务承担责任。这是我国县及其以下级别的金融
机构首次获得法人资格，属于制度创新。 
   （三）调低注册资本，调整投资人资格及持股比例 
   《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要求在县（市）设立的村镇银行，注册资本不得低于300万元人民
币；在乡（镇）设立的村镇银行，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00万元人民币。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村镇
银行的发起人或出资人中应至少有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其最大股东或惟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
机构。  
  （四）市场定位于服务当地微小企业及农户的小额贷款需求 
   为了确保村镇银行服务“三农”宗旨的贯彻执行，《规定》要求村镇银行在缴足存款准备金
后，其可用资金应全部用于当地农村经济建设，且不得发放异地贷款。村镇银行发放贷款应首先充
分满足县域内农户、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已满足当地农村资金需求的，其富余资金才能
投放当地其他产业、购买涉农债券或向其他金融机构融资。 
   （五）贷款额度小，利率低，无须担保，审批程序简便 
   村镇银行发放的贷款一般为2万-10万的小额贷款，其中2万以下的小额农户贷款无需实物抵押
担保，只需根据农户的信用状况来决定是否贷款，且贷款的期限较灵活，利率也可在国家基准利率
的基础上略做上浮自行商议决定，较农信社低。其中，小额农户的信用评级，是根据申请人上年收
入、上两年节余、家庭财产、品德、社会反映等五项指标来综合评定，凡够信用评级要求的，可立
刻领取2万以内的贷款额度。 
   （六）实行简洁、灵活、高效的“三会一长+独立董事”公司治理结构 
   《规定》要求村镇银行可只设立董事会，行使决策和监督职能；也可不设董事会，由执行董

 



事行使董事会相关职责。不设董事会的，应由利益相关者组成的监督部门（岗位）或利益相关者派
驻的专职人员行使监督检查职责。  
   四、村镇银行设立的意义 
   1、村镇银行的设立必将加剧农村金融生态竞争的激烈程度。村镇银行与农信社、农村合作银
行、农村商业银行、邮储银行、农行、小额贷款公司、民间金融等形成多元竞争格局。  
   2、村镇银行为大量民间资本找到了投资渠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目前较为严重的固
定资产投资过热。我国经济中存在明显的结构性过热，部分行业长期存在超常规增长与投资过热现
象，形成了大量的经济泡沫。  
   3、村镇银行的设立使小额信贷机构合法化，可以有效解决农村灰色金融现象。由于农信社与
农发行一般不向普通农户提供2万元以下的小额贷款，而大多数农户都从事传统的种植业、种养
业，需要的贷款额度一般都较小，因此，农信社与农发行都不能有效满足这些农户的小额贷款需
求。因此，村镇银行的出现使得从事小额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合法化，填补了农信社和其他金融机
构无法满足的小额信贷空白，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农村地区民间非法借贷现象（作者单位：西
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200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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