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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金融边缘化对策探讨  

http://www.crifs.org.cn  2007年11月29日  王丽君 杜梅 

农村金融的状况变得稍嫌滞后。整个社会都在关注着这个问题，国家已经出台了不少发展促进

农村金融的政策性文件，农业银行作出不脱农承诺，四川首家村镇银行已成立且试点迅速扩大，农

村贷款公司和资金互助社也已经出现。吉林大学的王丽君、杜梅通过对农村金融的深入调查，写出

了很有见地的分析文章，两位作者在文章中的提议有些已经或者正在成为现实。 

在经济体制变革强力推动下，我国金融市场化的程度有了很大提高，金融发展与创新取得了长

足进步。但就金融市场发展的地域结构看，城乡金融发展很不协调且呈加剧之势，金融二元结构特

征十分突出，农村金融被严重边缘化。这一问题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特别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

因素。 

我国农村金融问题和现状 

农村金融边缘化，是指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农村金融相对于国家金融的发展主流被严重削弱，

其发展空间受到严重挤压，难以发挥好支撑农村经济的主力作用。从当前来看，我国农村金融资源

供求正沿着两个极不对称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是农村经济的快速成长对金融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体制内正规金融的资金供给渠道却面临着不断减少甚至资金“抽血”的威胁。

具体地看，这种边缘化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县级金融机构大幅撤销，导致农村金融体系严重萎缩。县级及以下营业机构和网点，将经

营重心转向大城市、大行业、大企业、 大客户、大项目，加速了农村金融边缘化。 

二是银行信贷资金投放不足，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幸存下来的县级以下营业网点普遍被剥夺了

贷款决定权，变成单纯的吸存窗口，存款大多通过上存流向城市。邮政储蓄在农村的贷款业务发展

也不足。农村资金的“非农化”，使饱受资金短缺困扰的“三农”资金供给雪上加霜，农村信用社

虽然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但因其资本充足比率低，不良资产比率高，对“三农”的支持显得力不

从心。 

三是机构缩减，农村金融的服务功能弱化。面向农村的信用社只有最基本的存贷款业务，且贷

款手续繁杂，贷款利率一浮到顶，加重了农民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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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金融服务功能的弱化，使金融机构对农

民的服务水平很低，农民几乎分享不到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的成果。四是农村保险业严重落后。农

业生产周期长，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实现农业产业化，确保农业稳定

和发展，迫切需要保险业保驾护航。但我国的农业保险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农业保险的保费

收入，尚不足全国财险保费收入的1％，难以应对“三农”风险需求。 



同时，服务农业的银行“移情别恋”的现象十分严重。我国成立农业发展银行的初衷是国家用

专项贷款对粮、棉、油等农业战略性物资实施垄断性收购以保护农民利益，但在棉花、油料及部分

粮食作物已经市场化收购后农业发展银行的原有职能并没有做出相应调整。农业发展银行支持农

业、帮助农民、振兴农村的政策性金融作用不但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反而逐步萎缩。原以支持农业发

展为主的国有专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其贷款余额中支农份额也急剧下降。 

农村金融边缘化的原因分析 

首先，国有商业银行撤离农村市场。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提高资金使用安全

性，追求利润最大化，这种改革是不可逆转的，问题是国有商业银行撤出后的低端市场谁来进入、

谁来培育？ 

其次，农业项目获利周期长、利润率低、抵御风险能力差，因此不受银行青睐。 

再次，长期以来各种因素造成农村信用环境薄弱。“三农”贷款中不良贷款比例过高，农村金

融机构亏损面大，有的甚至严重亏损、入不敷出，这种现状加剧了农民贷款难的问题。 

对农村金融边缘化的措施 

笔者认为，应该从四个方面扭转农村金融边缘化的不利局面： 

一是重构农村金融体系。按照“有利于促进金融机构的公平竞争、有利于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

率、有利于保证金融的安全稳健运行”三条原则，既要解决资金问题，又要解决机构多元化的问

题，建立功能齐全、辐射全面、互补互助的农村金融体系。重构后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应该是政

策性、商业性、合作性和民营金融机构等多种形式并存、合理分工、功能互补、有序竞争的多层次

体系。 

二是注重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作用。农业高投入、低产出的特征决定了其具有高风险性。解决农

业和农村经济主体的融资难问题，不能把城市的金融发展模式简单移植到农村，而是必须把金融的

市场调节和政府的政策扶持有机结合起来，努力拓宽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支持其在农村的金

融供给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是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促其健康发展。农村是民间借贷发育的最肥沃土壤。据有关抽样调

查测算，2005年全国民间融资规模约8000亿元。民间借贷虽属非正规金融，但实际上具有正规金融

所不具备的优势，即信息优势和速度优势。这些独特优势，使其与正规金融形成了强烈的互补效

应，成为我国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四是发展多种类型的小型农村金融机构。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鼓励县域内设立多种所

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允许私有资本、外资等参股”。因此，发展社区金融机构、小额贷款组织、

小型金融担保公司等多种类型的小型金融机构，应成为农村金融改革的一个方向。 

 

    文章来源：国际商报      （责任编辑： z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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