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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辖内农业银行基本状况 
（一）总体情况 
目前，曲靖市辖内农行共有对外营业机构64个，职工1066人，成为全市网点最广、人员最多、业务辐
射范围最大的国有商业银行。截止2008年5月末，全行各项存款余额152.3亿元，其中储蓄存款余额8
0.5亿元，共有各项贷款余额104.6亿元，均居全市银行业机构首位，占全市存贷款份额的近四成；截
至一季末，全行资产总额336亿元，负债总额335.1亿元，实现利润总额0.9亿元，也居全市金融机构首
位，业务优势明显。 
（二）股份制改革进展 
按照农总行的股改要求，为确保股改工作顺利推进，农行曲靖市分行成立了风管、计财、信贷、监
察、法律等部门组成的股改工作领导小组。自2007年3月以来，已初步完成固定资产确权评估、不良资
产清查和档案资料整理等股改基础工作，通过逐笔清理核对，辖内农行土地房产确权率、可疑类法人
客户尽职调查率、不良贷款法人客户档案清理面及不良贷款责任认定率均达到100％，扎实完成了股改
各项主要基础工作。目前，农总行股改方案尚未最终确定，资产处置、法律尽职调查和责任认定与追
究等工作仍在进行中，不良贷款尚待核查验收，实施剥离。 
二、股份制改革中的难点 
（一）不良资产历史负担沉重 
农业银行是最后一家尚未完成股改上市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近年来，农行曲靖市分行加强信贷管
理、加大不良资产清收处置力度，但不良贷款余额与不良贷款率均远高于其他国有商业银行。调查显
示，截至2008年5月末，农行曲靖市分行不良贷款余额17.1亿元，占全市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的5
1％，不良贷款率为16.3%，比其他三大股改国有商业银行高14.7个百分点，辖内会泽县支行不良率甚
至达49.6%。主要原因：一是农行经营范围集中在县域农村经济欠发达地区、弱势人群和弱质产业，历
史上形成的不良贷款包袱沉重；二是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经过多次剥离，不良率明显下降，而辖内
农行近年大规模的不良资产核销和剥离较少，不良率多年来高位徘徊，下降不明显。 
（二）机构、人员结构不尽合理 
农行网点基本上按行政区划设置，机构数量多、规模小、效益差且功能单一，过长的网点战线、过宽
的覆盖范围，成为网点营运、核算、网络三大管理的包袱，给基层农行的有效监管和服务造成了极大
困难。另外，农行以县域为主要经营区域，具有部分支农职能，不能像其他国有商业银行一样，以效
益最大化为目标，实施大规模的机构和人员的整合，造成基层员工绝对数量的过剩和人力资本的相对
匮乏问题并存。如辖内农行会泽县支行干部职工队伍总体年龄偏大，知识和技能更新缓慢，市场营销
管理人才缺乏，很大一部分人员来自撤并前的乡镇营业网点，员工综合素质难以适应农行股份制改革
后城乡一体化综合发展的需要。 
（三）服务“三农”缺乏竞争优势 
农业银行改革已被明确定位为“面向三农”，但与农信社、农发行、邮政储蓄等其他涉农金融机构相
比，农业银行在农村地区贴近度和客户认知度欠缺，农村业务市场并无优势。一方面，近年农行实施
商业化改革后，经过大规模撤并农村营业网点，由原来农村金融的主力军，转化为城市中的商业银
行，逐步退出了基层农村市场，缺乏服务“三农”的有效载体和网络优势；另一方面，我国实施城市
金融与农村金融有别的优惠政策，国家对农村信用社资金支持、存款准备金率、税费减免、存贷款利
率等优惠政策较多，而农行集城市和农村金融服务于一身，却无政策优势，造成经营相同的农村金融
业务，相对于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的条件更高、优惠更少、成本较高、风险较大，盈利空间较小。 
（四）商业化经营与政策性服务矛盾较大 
一方面，从金融理论角度讲，资金流动具有特定的规律性，即从低利产业向高利产业，从不发达地区
向发达地区流动，而“三农”产业具有高风险、低盈利、周期长的特点，是资金的流出端，如果没有
相应的优惠政策，理论上资金很难从城市流入农村，从其他产业流入农业。另一方面，商业运作具有
典型的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特点，经营自主，资金来去自如、逐利性非常明显，而农业银行股改与其他
三家国有商业银行不同，它定位为商业银行，但业务方向“面向三农”，具有政策性服务和市场化运
作的双重要求，资金逆向操作有悖于经济规律，而其获得的政策性扶持远远不足，服务“三农”这一
弱质产业与商业化经营的目标难以兼顾。 
（五）公司治理与运作机制不够完善 
近年来，曲靖市辖内农行在组织体系、风险管理模式、信贷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体制，中
间业务发展、产品及服务创新等方面都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与已股改上市的国有商
业银行相比，基层农行不良资产率、资产费用率、平均网点规模、人均资产规模、中间业务占比等指
标较差，人力资源配置不合理，经营手段单一，盈利能力低下，风险管理薄弱，业务竞争力不强等问
题依然突出，尚未形成完善的公司管理机制和现代商业银行运行机制，从根本上制约了城市业务的可
持续发展，限制了“服务三农”目标的实现。 
（六）股改基础工作问题不少 
一是不良贷款尽职调查难。目前，不良贷款尽职调查工作已近尾声，但因时间较长和成因复杂，剩余
的部分调查较难。一些企业因改制、撤销或破产关闭，债务承担主体几经变更，无法找到法人代表，
难以对形成的不良贷款进行尽职调查；二是债权、产权确权困难。一些企业虽然已确认过债权，但因
关闭时间较长，经营场所变更，现在的贷款主体不承担债务，不主动配合，无法进一步确认债权。而
固定资产确权涉及城建、土地、税务等部门，工作难度大、进度慢，有些土地、房产因与农信社、农
发行财产分割不清，造成产权纠纷，部分国有租赁性质土地、无证划拨土地归属也不明确，办证确权
困难；三是档案资料补充难。由于贷款时间较长，借据、不良贷款认定等内部资料，企业营业执照、
法人代表身份证明、自然人身份证明、催收通知书等外部资料缺实较多，加上借款人下落不明，资料
收集困难，难以补齐相关资料。 
三、政策建议 
（一）减轻不良资产负担 
曲靖市辖内农行系统不良资产非常庞大，单靠自身基础已无法消化历史包袱，需要内外互动，实行大



规模剥离核销，顺利实现股改上市。一方面，要加强内部管理，整合各类监测手段和监管力量，加强
基层农行信贷风险控制，严格追究有关人员责任，有效防控各类风险，防止产生新的不良资产；另一
方面，可参考三家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模式，先向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一部分不良资产，然后国家加
大注资力度，引进战略投资者，补充银行资本金，核销一部分不良资产，最后通过股改上市，进一步
加强各项管理，用利润核销一部分不良资产，全面提高资产质量。 
（二）优化机构、人力资源组合 
首先，要根据市场发展和支持“三农”的需要，确定农行的机构设置。可以按照市场化的手段，裁撤
业绩不好的营业网点，面向“三农”，恢复重建乡镇网点，为农行的长远可持续发展提前进行战略布
局；然后，根据机构设置，优化人员组合，对于缺乏开拓创新精神、利润考核不达标、涉嫌渎职的相
关管理人员，要坚决罢免或辞退，对于素质偏低、年龄老化的员工要全盘考虑，实行提前退休或买断
工龄政策，畅通人员进出通道。同时及时吸收年纪轻、有活力、综合素质高的人员充实到管理队伍和
一线柜台，实现基层农行机构、人员组合的最大效益。 
（三）积极实施面向“三农”的战略转型 
随着国家各项优惠政策和支农措施的推出，“三农”和县域成为日益广阔的市场，基层农行要依托其
资金、网络、专业和品牌优势，抢占县域金融市场制高点，把“三农”和县域业务打造成最具特色和
竞争力的业务。一是围绕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和县域经济发展产生的金融需求，加快移植推广成
熟的金融产品，通过向广大农民发放贷款卡、研发农户联保贷款等方式，加紧创新“面向三农”的特
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二是改革绩效考核、资源配置、激励约束、信贷政策、风险控制等制度，建立一
整套针对县域机构和“三农”的特色政策体系，提升县支行的竞争能力、经营活力和风险控制水平；
三是支持“三农”是国策，要不分行业、不分机构，在优惠政策上一视同仁，确保支农资金同基同
策，公平竞争；四是适当降低信贷门槛。农业银行应结合农村金融大环境，视借款人偿还能力，创新
担保方式，充分利用农户联保机制，降低信贷条件，在农民、农业、农村三个层面上实现自身经济效
益和支农社会效益的有机结合；五是发挥优势，正确定位。将“面向三农”锁定为资金需求较大、收
益性较高、风险管理难度较大的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特色资源开发利用的县域
龙头企业，不与其他涉农金融机构的客户市场重叠。 
（四）妥善处理面向“三农”与商业运作的关系 
农业银行股改既要满足面向“三农”的政策要求，又要实现商业可持续发展，如何解决运行中的内在
矛盾难度不小。一是探索差异化管理模式。结合我国二元经济特点，可在地市级以上实行城市金融政
策，县以下实行农村金融政策，也可把涉农业务和非农业务分离，实行业务重组，分部门独立核算，
差异化政策提高了农业银行管理上可选择性，有利于银行资金按经济规律自由流动；二是拓宽农业银
行农村金融服务范围。可允许其开展农村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综合服务，不仅可以弥补其支农风
险，而且填补了农村证券业、保险业服务的空白；三是对支农业务实行政策优惠。按一定标准，向在
县域、乡村开展业务的农行分支机构，实行税费减免、财政补贴、放宽利率限制，降低准备金缴纳比
例等优惠措施；四是探索城乡综合经营。从农业产业链、县域经济、新型农民群体和农村就业促进体
系等层面挖掘有效资金需求，努力做好“三农”金融服务，实现面向“三农”和商业运作的有机结
合。 
（五）建立健全现代商业银行运行机制 
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实现股改上市，是建立现代商业银行运行机制的必然过程，农业银行既要达到国
有商业银行股改基本目标，又要满足“三农”经济发展的现实金融需求，难度相对更大，需要全面重
构各项公司运作管理机制。一是全面重构组织体系。要建立完善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
层的公司治理架构和管理制度，在此基础上，深入推进人力资源综合改革，从根本上解决基层农行在
所有人缺位、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和经营机制等方面的痼疾；二是结合农业银行横跨城乡经营特点，
建立一套独具特色的城乡业务综合管理模式。基层农行要发挥城乡联动的独特优势，在大力实施“三
农”业务发展战略的同时，坚持城市业务的支柱地位，努力形成城市业务和县域“三农”业务相互促
进、有机联结、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三是深入推进业务创新。基层农行要以股改上市为契机，零售业
务要逐步向理财和资产管理延伸，公司业务要逐步向投资、信托、租赁等方面延伸，中间业务要逐步
向高价值领域延伸，努力打造综合化服务平台，形成多元化收入结构，满足不同层次客户群体金融服
务需求。 
（六）积极支持农行股改上市基础工作 
农行股份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央行、财政、税务、国土、银监、工商、农业、法院等
部门，加快推进农行股改进程需要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一方面，针对股革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地方
政府相关部门应从尊重历史、支持国有金融机构改革高度，在农行不良资产尽职调查、原始贷款依据
完善、土地确权等工作中给予协调和支持；另一方面，进一步改善农行内外政策环境。基层农行要加
强内部管理，创新经营管理机制，提高综合服务水平，有效防控经营风险，改善面向“三农”的内部
环境。政府和监管部门也要适时推出相应的优惠政策，积极改善农行外部环境，支持农行股改上市、
服务“三农”各项工作，促进其实现商业性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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