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经  济  研  究

● 西 部 大 开 发

● 改  革  探  索

● 新    观     察

● 理  论  经  纬

● 三  农  问  题

● 热  门  话  题

● 企  业  论  坛

● 区  域  经  济

● 财  经  论  坛 

● 对外开放和 贸易

● 综  合  论  坛

● 经 济全 球 化

● 产业集群研究

● 社会主义劳动理论探讨

●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我国农村金融的“结构—行为—效率”分析

上传日期：2008年1月9日    编辑：现代经济编辑部     点击:249次

 

                                                                           
我国农村金融的“结构—行为—效率”分析 

李雅娟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福建福州 350007） 

   
  

摘 要：利用产业组织理论：市场结构— — 市场行为—— 市场绩效分析框架（即SCP分
析框架），对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进行了初步分析，由此反映
出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的基本问题并得出基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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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基础 
2O世纪3O年代，以梅森(Mason)和贝恩(J．B．Bain)为代表形成的哈佛学派，建立了SCP

分析框架。他们认为市场结构(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市场绩效(Performance)
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即市场结构决定企业行为，企业行为决定市场运行的经济绩效，要获得
理想的市场绩效，最重要的是通过公共政策来调整不合理的市场结构。在SCP分析框架中，对
市场集中度和利润率之间关系的研究处于核心地位。在哈佛学派看来，在垄断或者寡占的市场
结构中，会产生少数寡头企业间的共谋、协调行为以及通过高进入壁垒限制竞争对手进入市场
的寡占行为，其结果往往是削弱了市场的竞性，产生超额利润，导致不良的市场绩效，造成资
源配置的非效率或者社会福利的净损失等，这就是“集中度——利润率”假说。因此，有效的
产业组织政策首先应该着眼于形成和维护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并对经济生活中的垄断和寡占
采取规制政策，采取企业分割、禁止兼并等直接作用于市场结构的公共政策，以恢复和维护有
效竞争的市场秩序。对于哈佛学派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公共政策”这
一分析程序和框架，经济理论界一直进行着争论，但是，无论观点怎样不同，都没有否定掉这
一分析框架的内在联系或者分析方法。中国的银行业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具有独特的产
业特征，应用SCP分析框架对中国农村金融产业进行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二、农村金融的市场结构 
（一）市场集中度高 
自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以后，国有商业银行管理体系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和改革：国有

商业银行的机构网点逐步向大中城市收缩；经营目标和方式的“趋利性”导致资金流向中“马
太效应”的出现；贷款权限上收，各基层商行贷款权限有限，贷款总量呈下降趋势。至今，国
有商业银行已基本撤离农村地区。曾经农村金融体系中的“三驾马车”（农村信用社、农业银
行和农业发展银行），如今只有农村信用社由于其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它必须坚守着农村大本
营。另外，农村信用社处于农村金融最基层，网点众多，而且是国家性的一种制度安排，这使
得农村信用社确立了其在农村正规金融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农村信用社在农业贷款中的份额，
从2001年的53.5%到2006年的81%一直处于平稳快速上升的发展态势中；同期间，在农村贷款
中的所占份额也有62.8%上升到78.3%；在乡镇企业的贷款份额中也有所上升，虽然上升幅度
不是特别突出（见图1）。然而，这种垄断地位的取得并不是在市场竞争中通过击败对手而赢
得的，而是商业银行主动退出后别无选择地获得的。这种垄断并不意味着高效率，更不能代表
着高利润，而是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弱点和缺陷。 

数据来源：根据各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整理。农村贷款余额为农业贷款余额与乡镇企业贷
款余额之和。 

  
（二）进入壁垒高 
农村金融市场的集中度与其进入壁垒是直接相关的。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存在的进入壁垒主

要是结构性壁垒： 
首先，农村信用社是一种制度性安排，是一种行政性垄断。 
农村信用社虽长期冠以合作称号，其实际经营行为早巳违背“实行一人一票制的民主管

理，对会员平等开放、为会员服务，不以盈利为目的，不对外负债经营以保护会员利益”等合
作金融制度的基本原则。由于农信社的产权不明晰，全体社员对他们出资组建的信用合作社只
有名义上的产权，事实上的产权是由国家控制的。过强的政策性干预也导致了农信社不良资产
比例甚高，农户贷款难，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信用社的结构和体制性改革依然迟迟没得到推
进，而农民缺乏资金支持的问题始终存在，成为农业长期落后的原因之一。 

其次，国家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打压。 
在国家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打压中，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兴衰是最为典型的一例。农村

合作基金会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非正规金融组织，其经营资本主要依赖于农户的资金注
入。农村合作基金会对农村经济的融资需求提供了极大的支持，一项全国性的调查表明，农村
合作基金会45％的贷款提供给了农户，24％的贷款提供给了乡镇企业。这不仅大大超过了农业
银行的相应贷款比例，而且超过了农村信用社的贷款中投入农村经济的比例(章奇，2004)。由
于农村合作基金会不受货币当局的利率管制，因此其贷款利率较农村信用合作社更为灵活，贷
款的平均收益也更高(Brandt，Park和Wang；2001)。为了消除来自农村合作基金会的竞争对
农村信用社经营所造成的冲击(Park，2001)，1997年国家做出了清理整顿、关闭合并农村合
作基金会的决定。随后在1998～1999年，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合作基金会被彻底解散、清算。
近年来，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发展依然是在地下踽踽独行。 

再者，政府对民间借贷的放任自流。 
曹力群（2000）的计算结果表明，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在农户借款总额中只占20%—

25%（1995—1999），而民间私人贷款占到70%左右。温铁军等(2001)对中国东部、中部、西
部共15个省份24个市县的一些村庄进行了个案调查，发现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 ，高利
息的民间借贷发生率达到了85％。农户的融资顺序是（张杰，2004）：内源融资——国家救
济——亲朋借贷——求贷（高利贷或信用社贷款）。这些都说明了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民
间借贷现象是十分普遍的，而我国政府对于这块融资缺乏规范和引导、放任自流。另外，“金
融门槛”之高使得民间借贷也无缘正规金融市场。 

（三）金融产品差异化程度低 
农村金融工具种类单一，农村金融工具主要是贷款(以短期贷款为主)，2004-2006年，农

信社短期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重分别高达93.37％、90.94％和90.40％。在这种情况下，农业
保险逐步萎缩，农业类证券发行发展缓慢，农业金融市场发展严重滞后。单一的金融资产形式
和落后的金融市场使得投融资者不具备按照偏好进行选择的可能，更不具备采取最优资产组
合、实现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可能。农村金融的发展主要从供给角度出发，由农村金融
机构和资金供给方单方面地提供资金借贷服务；而没有从需求角度来入手，没有考虑和满足需
求者需求的资金品种和金融服务。导致了金融产品单一，无法满足农民投融资的需要。 

三、农村金融的市场行为 
（一）市场竞争行为 
在中国的农村金融市场中，主要是存在着国有商业银行（即农业银行）、合作性银行（即

农村信用社）、政策性银行（即农业发展银行）和民间金融这四大块。但由于农业发展银行主
要承担政策性金融供给，保本微利，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不予考虑其市场竞争行为。 

首先，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间的市场竞争行为 
国有商业银行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市场化和商业化进程的加快，为了追求

更高的效益和准备上市，调整经营战略和贷款投向，纷纷退出县及县以下农村乡镇网点。这使
得农村信用社独占农村金融市场、独挑支农重负。由表1的对比情况可以看出，至2005年在农
村金融市场上，农村信用社的机构总数达到96297个，是农村商业银行总数的近328倍；其正
式职工人数达到628154人，是农村商业银行正式职工人数的近279倍，在规模上两者存在很大
差距。 

表1  农村信用合作社各级机构数及职工人数统计（2005年） 

表1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 
由此可以看出，在农村居民储蓄的吸收上，部分乡镇仍然有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与农村信

用社争存款，特别是邮政储蓄网点较多且在吸收农村居民储蓄上做得比较到位，每年都能抽走
大量的存款；在贷款方面，由于大部分农村商业银行“只收不放”，大部分贷款只能有农村信
用社来提供，所以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在这方面的竞争比较不明显。 

其次，农村金融与民间借贷的市场竞争行为 
在融资（特别是借贷）这方面的竞争上，民间借贷（即非正规金融）具有农村正规金融所

不具备的优势：一是，较完全的市场化优势，由于我国特殊的金融制度安排，正规金融机构的
贷款行为有时会受到行政等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贷款基准利率实行的是管制利率，而民间融资
中的借贷行为和利率都是市场化的，更为灵活有效。二是，信息优势，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中的
信息不对称现象普遍存在，而民间融资中的借贷双方彼此都比较了解，与融资相关的信息极易
获得且透明度高。三是，速度优势，民间融资由于信息对称，无繁琐的交易手续，交易过程快
捷，融资效率高。 

而农村正规金融交易成本高，交易成本高是指农户或者求贷无门，或者要支付高于贷款利
息多得多的费用（见表2）。交易成本过高妨碍了正常的信贷需求的满足，同时也限制了农村
金融自身的发展，也容易滋长“寻租”行为。在谢平、陆磊（2003）实际调查的数据当中，在
全国的平均水平上，申请费用就占到贷款额度的5.9%，更不用说华北地区的8.7%。要是把为
维持信贷关系的花费也算进来，则所花费用总额可达所贷款额的近9%，而华北地区则达到
12.825%。 

表2  农村信用社所获租金的估计 
数据来
源：谢
平、陆
磊
(2003) 
从这两
方面的

对比不难看出农村金融与民间借贷在融资上的竞争状况，其实，近年来，民间金融的蓬勃发
展，也说明了农村金融需求型金融抑制的严重性。 

（二）市场协调行为 
在我国的农村金融市场上，虽然存在的金融机构类型只有三大块，但由于农村金融产业的

发展还相当脆弱，加上很多行政干预等政策性因素的存在，金融机构之间自主采取的市场协调
行为并不明显。更多、更经常的是国家在其间进行干预、调配，如对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
社职能的定位和发展方向的确定；对农业银行硬性的政策性要求；对农村信用社的扶持、减轻
或减免其历史包袱；对非正规金融的打压等。国家宏观调空这一“看得见的手”对农村金融市
场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国家是农村金融市场协调中的主角。 

四、农村金融的市场绩效 
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等商业性银行和农村发展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市场经营

困难，表现在其经营收益主要依赖投资收益，贷款经营出现亏损。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银行的
内在运行机制不适合农村需求（如申请程序、抵押要求等）和其“趋利性”造成其“慎贷、惜
贷、不贷”而引起的。农村金融机构对一般农户小额贷款的排斥，也使得其贷款组合的风险比
较高，或者执行国家信贷政策导致不盈利的贷款业务。（详见表3）（注：由于找不到农村信
用社的经营状况数据，故无法具体分析，但由其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可知其高垄断性并不能
带来规模经济性，更不能带来高额利润，相反的它存在的不良资产比重是很大的，这从它的历
史包袱就可见一斑）  

表53 中国农业银行损益表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2002~2005 
但是政策性银行的经营特征，也使得其经营盈利很低，一般维持或扩大经营活动都需要政

府的补贴。而且它们贷款的拖欠率很高，蒙受成本大于收入的损失。（详见表4） 
表4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损益表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2002~2005 
综上所述可看出，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盈利能力都相对较低，其市场绩效是不

容乐观的。而民间借贷由于贷款利息较高，信用度也较高，交易效率较高、成本较低，这都会
导致其市场绩效较好。 

五、基本结论——产业组织政策的导入 
所谓产业组织政策，是指为了获得理想的市场绩效，由政府制定用以干预和调整产业的市

场结构和市场行为的公共政策。 
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还很低，且存在着寡占的市场结构、不经济的市场行为和低

下的市场绩效，这都意味着我国的农村金融市场还有待国家的进一步引导和扶持，产业组织政
策的有效运用及其作用的充分发挥对我国农村金融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政府要做好配套的政策措施，推进健全农村金融体系的建立。重新对农业银行、农
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进行功能定位和调整，建立一个更完善、更有活力的农村金融机构体
系。 

其次，要引入竞争机制，使农村金融市场走出寡占型的市场状态，使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
率、降低交易成本，用竞争激活沉闷的农村金融市场。 

再着，要放低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引导民间金融正规化，科学界定合法与非法的边界。
使得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间相互衔接，互相促进，加速我国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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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数（人） 正式职工人数（人） 
临时职工人数

（人） 
合计 96297 628154 70694

省级联社 6 338 12
省级协会 5 120 2
市联社 58 2399 222
县联社 2460 108840 9930

 其中：联社营业
部 2148 40861 2805

信用社 33020 307387 42550
信用分社 48898 168583 13315
储蓄所 11822 40243 4627

培训中心及其他 28 244 36

农户问卷：每10000元贷款实际发生的申请费用      
全国 华北 东北 华中 华东 华南 西部 

589.9551 869.333 332.353 707.317 248 600 782.727
农户问卷：为维持信贷关系所花费费用折合年利
率（%）      

全国 华北 东北 华中 华东 华南 西部 
2.930083 4.125 3.89 2.455882 1.743939 3.052632 2.313043

项目 2001 2000 1999 1998 1997
一、营业收入 855.38 882.05 965.60 358.82 317.18
二、营业支出 857.91 865.66 954.95 358.79 300.46
三、营业税金及附
加 

57.56 60.43 42.88 46.71 53.32

四、营业利润 -60.09 -44.04 -32.23 -46.68 -36.60
   加：投资收益 71.48 48.83 41.29 54.04 55.82
       营业外收入 8.23 11.88 2.33 2.81 2.35
   减：营业外支出 8.19 13.70 11.65 13.95 11.32
五、税前利润 11.52 2.97 -3.55 9.13 7.86
   减：所得税         2.59
六、税后净利润 11.52 2.97 -3.55 -9.13 5.27

项目 2001 2000 1999 1998 1997
一、营业收入 321.38 378.26 413.72 591.32 654.87
二、营业支出 296.22 383.79 408.30 709.06 771.76
三、营业税金及附加 17.45 20.57 22.48 31.38 34.02
四、营业利润 7.72 -26.12 -17.06 -149.11 -150.8
加：补贴收入   49.07 31.00 156 -127.00
    营业外收入 0.84 0.15 0.03 0.30 0.05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2.44 0.02 -0.2407 - -0.01
减：营业外支出 0.42 0.34 2.96 3.03 0.36
五、利润总额 10.58 22.78 10.77 4.16 -24.22
减：所得税 8.74 10.23 10.27 2.77 1.09
六、净利润 1.84 12.55 0.50 1.39 -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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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农村信用社占农村信贷市场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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