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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东川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发展现状调查 【字体：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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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正大力推进，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发展现状
如何？从笔者不久前的调查情况看，东川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发展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亟待加强。 
一、东川扶农贷款及涉农业务的基本情况 
东川区辖内7镇1乡，144个自然村，总人口31余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3.6万余人，城镇人口8万余人，
东川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辖内涉及12个经营社，截至2009年7月末，存量贷款161735万元，其中涉农贷
款70472万元，人均贷款2876.40元。近几年涉及政府支持扶助农业、农村、农户及下岗失业人员贷款
力度较大，推广完善农户信用评级，大力推行农户小额信用贷款。 
（一）与政府部门联合开办贴息贷款业务。经东川区政府扶贫办与东川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委托
贷款协议书，对借款户入户调查工作由各乡镇工作站组织工作人员落实。从2006年到2009年，连续4年
累计对八个乡镇发放小额扶贫贷款4300万元，支持近300名农户养殖羊、猪、水果、水利、公路等，目
前该项目贷款已到期全部收回，达到了政府、信用社、农户三方共赢效果。 
（二）根据昆劳社通（2006）28、（2007）87·昆农信联(2007)334号文件，昆明市联社与市妇联签订
小额担保贷款业务合作协议，市妇联与东川区妇联签订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项目执行协议，组
织调查工作由区妇联开展，信用社组织审核发放。昆明市联社安排指标给东川联社，东川联社2008—
—2009年共计累计发放下岗失业人员贷款1300万元。 
（三）2004年12月启动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以来，东川人行积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
认真贯彻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政策，积极与当地劳动保障部门和财政部门协调配合，认真贯彻
各项政策，切实落实财政担保基金，并根据当地实际，确定小额担保贷款的承贷金融机构。东川区下
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实行由区劳动就业局进行资格审查，区乡企业开发公司进行担保，农业银行
东川支行承贷的管理模式进行。之前，经昆明市财政拨入400万元担保基金给东川区乡企业开发公司，
并在农业银行东川区支行设立专户进行管理。截止2009年7月末，全区累计发放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
贷款2367万元，累计收回2195万元，余额172万元。支持下岗失业人员812人再就业。 
（四）为支持新农村建设，农行创新金融产品，扩大农村信贷支持。于2008年为打破农信社垄断农户
贷款市场的局面，刺激农村消费，农行2008年开始推出了惠农卡业务。该项业务属于联保无抵押、直
接授信的贷款业务，以信用卡放贷的方式满足农民资金需求。7月底，全辖累计发放“惠农卡”272
张，授信72万元。 
（五）农村信用社共对东川区辖农户及城镇人口发放金碧卡27770张。2009年计划发行金碧惠农卡5000
张，发行工作已全面开展，对金碧惠农卡授信工作由碧谷信用社先行开展，对72户村民做了入户调
查。7月底，共发金碧惠农卡600张卡，授信120张，金额320万元。 
二、农村金融服务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制约因素 
（一）农信社垄断农村金融市场，支农主体缺位，缺乏有效竞争，制约金融服务的发展 
东川是一个欠发达的贫困县，全区国土面积1859平方公里，辖7镇1乡，全辖人口31万人，其中农业人
口23.6万人，占总人口的76.12%。金融网点的大举撤军导致支农供给体系残缺不全，乡镇银行机构出
现农信社一枝独秀的局面，农信社在每个乡镇设立一个营业网点，长期以来，一直垄断农村金融市
场，竞争和创新意识严重弱化。缺乏竞争机制势必弱化县域金融机构对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
的内动力。 
（二）出于风险考虑以及商业银行盈利的本性，弱势农户群体难以得到有效金融支持 
国家对新农村建设出台取消农业税、实行种粮补贴等以财政政策为主的政策支持，但金融作为农村支
持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力量，在政策层面上缺少实质性的扶持政策。“农业落后、农村贫穷、农民困
苦”是当前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特别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形成了收入差距巨大、社
会结构层次十分明显，处于最底层的则是我国农村居民中为温饱所困扰的弱势群体。从目前情况看，
由于农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尚未建立，弱势的农户群体与有限的归还能力难以获得有效金融的支持。 
（三）农民意识落后造成信贷创新产品供需矛盾 
如东川农行创新推出以农户联保方式的“惠农卡”支农贷款，只需三户以上非直系亲属的农户签署贷
款联保协议，农行即可给予每户农户授信3000元至50000元的贷款额度，无需抵押；贷款期限内农户有
钱随时可还本付息；贷款利率上浮30%，在同档次的基础上比当地农信社少上浮10%至70%；惠农卡每年
每张卡只收手续费5元，比其他银行卡优惠50%。由于农民意识落后以及对担保责任的顾虑，多数农民
不愿与他人组成联保小组，且农民中符合担保条件的人不多，大量的支农贷款供给得不到相应的需
求，造成了金融产品创新供需矛盾，一定程度上挫伤金融机构创新积极性。 
三、对策建议 
（一）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形成支农合力 
1.在农村建立政策性金融机构，建全农发行分支机构。建议农发行在所有的县增设分支机构，通过农
发行渠道增加对“三农”政策性资金的投入。 
2.完善农村金融合作服务体系，形成支农合力。在农村要建立以农信社为主体，政策性银行、农业银
行以及邮政储蓄银行并存的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形成支农合力，有力支持农村建设。 
（二）调整商业银行经营策略，制定农户贷款利率补贴政策，调动农民和金融机构双向贷款积极性 
商业银行要注意发挥基层行靠近农村、贴近农民的优势，适当下放贷款审批权限。农村信用社要发挥
地处农村、与农民联系紧密的优势，在防范风险条件下，简化贷款手续，加强对“三农”的信贷支
持，调动农户和金融机构双向贷款的积极性。 
（三）加强农村征信宣传，建立和完善农户信用档案信息，综合运用评价指标体系对农户进行授信，
支持“三农”经济发展 
积极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提高农户信用意识，多渠道多层次地开展征信宣传活动，让征信等金融
知识深入农村千家万户。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东川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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