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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是一个与缅甸接壤的典型的边境农业地区，目前，以种植业为特征的、单
一的传统农业生产结构依旧占主导地位。笔者在对当前边境农村金融发展问题调查后发现，有四大问
题非常明显。 
正规金融服务能力弱化 
一是信贷主体大大减少。受前几年商业银行推行城市发展战略影响，一些金融机构向中心城市和发达
地区收缩，基层涉农营业网点大量撤并，信贷投向逐步向大城市和发达地区转移，四大国有银行近乎
全面退出，连信用社、邮政储蓄机构也从部分乡区市场退出，截止2007年末，辖内5个县市仅有27个邮
政储蓄网点和71个农村信用社网点在乡镇地区提供金融服务，其中6个建制乡镇没有金融机构营业网
点，部分农村地区金融服务工作早就出现了空白和盲点，尤其在经济发展落后的山区乡村金融服务工
作不到位的情况尤其突出。如今，辖内县以下支持“三农”经济发展的金融机构，基本只有依靠农村
信用联社一家，加之乡镇邮政储蓄又部分分流了当地信用社的资金来源，更让这唯一的支农金融机构
的信贷资金相对萎缩，农村金融资金供求矛盾愈发突出。据有关部门测算，德宏州农业政策性资金年
投入完成量在3～3.5亿元人民币左右，年配套缺口资金约占资金投入完成量的30%左右，即1亿元人民
币左右。近年来，由于政策性支农资金每年仅以约7%的速度增长，配套缺口资金始终处于扩大的趋
势。民间借贷一直处于活跃状态，充分说明正规金融业务与农村实际的借贷需求存在明显脱节。 
二是服务广大乡镇、农村经济的中小金融服务体系始终未形成。一方面，现有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
金融机构难以满足农村多层次的、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另一方面以合作性金融为基础、商业性
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尚未形成，进一步加剧了金融支农的乏力和后劲的不
足。 
三是可用信贷资金明显不足。虽然国家已经推出小额信用贷款政策，但其负增长的趋势令人担忧。原
因就在于县域地区信贷资金流出明显，资料显示，全州5个县市均为信贷资金的流出县。同时，由于受
各种因素制约或影响，金融部门在县域地区所发挥的支持作用并不充分。比如，作为主力军的信用
社，在改革中面临多种制约因素，发展虽有潜力，但束缚较多，经营自主性降低，在强调资金的集中
使用的前提下，许多基层机构往往把吸收的农村资金上存到县级以上机构；乡镇邮政储蓄机构所吸收
的农村资金仅限于发放少量的存单抵押贷款，吸收的多数资金同样上划地市级以上机构；农业银行由
于正在向股份制迈进，为了改善财务状况，不得不全行统筹、统一调度资金，支持也比较有限；农业
发展银行业务范围主要围绕政策性粮棉油收购等流通领域贷款，对农业生产基本上没有安排支持资
金。加之，人民银行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也明显缩减了县域地区信贷资金可用量。据调查，2007
年德宏州5县市信贷资金流出量（含存款准备金在内）合计为18.5亿元人民币。从机构分类看，信贷资
金流出量依次为农行、工行、建行、中行、信用社、邮政储汇局和农发行。 
农村贷款利率偏高 
由于主要涉及农户和个体工商户贷款的农村信用社实行的贷款利率通常上浮较大，使得农户和个体工
商户负担的贷款利率要高于其他贷款行。以2007年为例,县域金融机构发放的人民币贷款，执行基准利
率的占47％，利率下浮的占14％，利率上浮占39％，其中：上浮10～30%的占当年贷款累计发放额的1
4％，上浮30%以上占贷款累计发放额10％；从机构来看，农村信用社执行的利率相对要高，依据是否
社员、信用优质户等标准核定浮动幅度，其上浮利率的贷款占自身发放贷款的82％，上浮幅度根据贷
款种类、期限等在10～50%之间，分4个不同档次执行区间，与全州平均贷款利率水平相差较大；农业
贷款利率高，但需求不减，农户负担高利率局面长期存在；在相关农资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的压力下，
贷款利率的不断上调进一步加重了农民融资成本，生产生活压力进一步加重。 
主力军作用无法进一步发挥 
一是经营目标与农村经济的弱质性不相适应。农村传统的分散经营决定了农村金融业务额度小、笔数
多,同时，农村中小企业大部分尚处于成长期,规模小、市场竞争力弱、经营风险大,这与农村信用社实
现信贷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的三大经营目标有较大差距。 
二是服务产品单一。多数农村信用社机构的业务经营范围仍然主要局限于传统的存、贷、汇业务。农
业保险、信托、租赁等业务的开展仍处于探索之中,投资理财、网上银行、银行卡等新型金融业务少有
办理,金融服务产品的单一化，使其金融功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另外，“小额贷款”和“联保贷款”
为主体的业务,也无法满足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不断深入，带来的种养、加工专业户对资金需求量大幅增
加的需要。 
三是本身的资金实力有限。由于历史包袱沉重，农村信用社又面临着改革的压力，以及金融机构之间
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就使得其资金实力长期得不到增强，信贷投入的支持力度自然有限。 
金融生态环境欠佳 
由于县域地区本身存在着民营经济欠发达、农户经济状况不理想、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农村法制
建设较为滞后等客观事实，因此，整个信用状况显得一般，金融生态环境欠佳并呈现进一步恶化的趋
势，这更让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有所顾虑和担忧，支持“三农”经济发展的积极性进一步下降，形成
一种“金融无法满足‘三农’经济发展，‘三农’经济发展不能够促进金融做强”的恶性循环。 

【 评论 】【 推荐 】

评一评

正在读取… 

 笔名：

【注】 发表评论必需遵守以下条例： 

■ 尊重网上道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评论：

 发表评论 重写评论

[评论将在5分钟内被审核，请耐心等待]

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

的民事或刑事法律责任  

■ 本站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

言中的任意内容  

■ 本站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您的评论  

■ 参与本评论即表明您已经阅读并接受上

述条款  

Copyright ©2007-2008 时代金融 

EliteArticle System Version 3.00 Beta2

当前风格：经典风格

云南省昆明市正义路69号金融大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