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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对“三农”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尤其是富农惠农政策对农民的补贴面和补贴项目的不断增
加，农村支付服务环境与城市支付服务环境间的差距日趋凸显。本来，现代化的支付结算工具在加速
资金周转和涉农补贴资金及时到位方面应该发挥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农村经济相对落后，不仅制约
了农村支付结算发展水平的提高，也严重影响了富农惠农政策的及时到位。这里，我们以云南省丽江
市华坪县为例，对欠发达地区农村支付结算服务环境谈点认识。 
一、华坪县支付结算现状 
华坪县地处四川攀西经济辐射范围，是一个面积为2200平方公里、人口只有16.38万的山区小县，县辖
5乡3镇和904个自然村，县城中心镇城镇人口不过1.9万人，县域经济主要以煤炭、石灰石开采加工，
小水电、建材、化工为主。县及县以下现有金融机构营业网点21个，其中：工行、农行、建行、农村
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设在县城的营业网点9个，县以下营业网点农行1个、邮政储蓄4个，农村信用社
7个。全县各机构共安装ATM机13台，其中：县城10台，乡镇3台；POS机157台，其中，县城146台，乡
镇11台。 
二、制约华坪县农村地区支付结算业务发展的因素 
（一）支付结算基础设施薄弱 
一是农村金融服务机构缺失，形成农村金融网点覆盖率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目前在县以下的乡镇设立
金融营业网点12个，占机构总数的57.14%。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农业银行在7个乡镇设立网点，还
有1个乡未设立任何金融机构。农村金融服务的主力军仍然是以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为主，2家机构
的农村网点分别占到了全县网点总数的33%和19%，其他银行机构对农村地区的金融辐射还十分有限。
工行、农行和建行由于长期“收缩”经营，受自身经营策略的影响，其营业网点和服务对象基本集中
在城区，缺少覆盖农村市场的网点。从全县金融网点的布局来看，存在着县城与农村不均衡的现象，
一方面县城内金融市场竞争激烈，各金融机构为提高自身在金融服务市场的占有率，纷纷推出多样的
金融产品，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另一方面占人口总数12%的城镇人口，享有43%的金融服务，形
成了农村金融网点覆盖广度和深度不够的现象。 
二是农村支付结算工具单一。目前，农村地区支付结算方式仍以传统的现金结算方式为主，银行卡和
支票结算业务虽占有一定比例，但电子化银行业务使用较少。支付结算工具十分单一，这既不能满足
农村客户安全、方便、快捷的服务要求，也制约了自身业务的拓展。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
是现金本身具有方便、简单、低成本等特点；二是农村地区对非现金支付工具认识不足；三是滞后的
支付基础设施和有限的支付服务水平，制约了非现金支付工具的使用。 
三是网络建设落后。县城以下主要以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机构为主，农村信用社各乡镇网点办理跨
行、跨系统业务时，先通过其管辖的县联社营业部“中转站”，再由营业部将该笔资金汇出，延长了
资金在途时间，增加了业务处理环节，大大降低了资金汇划效率，致使农村信用社点多面广的优势得
不到发挥和体现；而邮政储蓄还没有参加现代化支付系统，只能办理对私业务，不能跨行汇划。 
（二）支付结算环境有待改善 
一是金融服务网点少。县内虽然有工、农、建、邮政储蓄和农村信用社等银行业机构，但由于近几年
金融体制改革，营业网点大量撤并，县城内只有9个营业网点。而乡镇中普遍只有农村信用社，通达乡
甚至没有1家金融机构网点，如要办理开户、存取款等业务都要到邻近的乡镇，极不方便。 
二是支付结算工具分布不合理。如县城十字街几百米范围内就有工、农、建几家银行的ATM机，而有的
地段则过于稀疏。 
三是各营业网点不能通过柜面办理跨系统银行卡业务。 
（三）社会公众对新型支付业务和支付工具认识不足 
近年来，随着农村支付结算业务步伐的加快，不断出现品种齐全、功能多样的支付结算服务，据调
查，客户在支付结算各项业务使用方面和认知方面：对银行卡略有了解的占5％，较熟悉的占55％，没
有用过的占40％；票据中的支票较熟悉的占85％，没有用过的占15％；储值卡听说但不清楚的占2
0％，略有了解的占35％，没有用过的占45％；网上支付没听说也不感兴趣的占５％，略有了解的占2
0％，没有用过占75％。农村支付结算各项业务的使用率、认知度较低，主要是各涉农金融机构在支付
结算知识宣传上缺乏力度，一是各网点的一线人员和有关业务部门对大小额支付系统、网上银行、电
话银行、异地支票等特色支付工具知之甚少，更谈不上给社会公众做宣传；二是宣传形式和途径单
一，当前的农村宣传模式是各金融机构利用窗口、宣传标语、条幅等形式进行宣传。这种宣传方式被
动且覆盖面有限，只有到金融机构网点，才能了解宣传的内容。从而形成社会公众对该系统方便、快
捷的结算方式缺乏了解，仍然普遍停留在大量使用现金结算的观念上。 
三、改进措施和建议 
（一）加大支付结算基础设施投入 
适当增加ATM机、存取款一体机等自助支付结算设施的功能和数量，特别是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机构
要利用点多面广的优势，大力开展适合自身特点的支付结算工具。农村信用社更要加大网络建设的力
度，增强市场竞争力，改变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缺乏和落后的问题。 
（二）改善支付结算环境 
一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对自助支付结算设备进行合理摆放。 
二是根据农村居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合理配置和优化ATM机、POS机等现代化支付机具的布局，发展
银行卡特约商户，努力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满足农户多层次的需求。同时，优化支付结算组织管
理模式，提高基层营业网点大小额支付系统的覆盖面，畅通农村地区支付结算渠道。 
三是改变目前各项涉农补贴资金以现金、存折发放的方式，建议相关部门将各类补贴以银行卡发放，
赋予银行卡更多功能，促进银行卡的普及和使用。 
（三）加大对非现金支付工具的宣传，扩大社会认知度 
一是在业务的宣传推广方面，应建立人行牵头、各涉农金融机构共同参与的支付结算服务宣传活动长
效机制，形成全方位的宣传氛围。制定农村各层次喜闻乐见、易于接受、便于了解的宣传手册，着重
对使用支付结算服务常识进行宣传，使农村能够了解和使用安全、高效、低成本的支付结算工具。 
二是强化对网点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一线人员的素质和能力，让各网点都了解各项产品的功能，优



质高效地引导客户适应新型的服务方式，逐步改变农村居民常用现金的支付习惯。 
三是利用银行与企业之间办理结算业务频繁的有利条件，加强对企业和特约商户的非现金支付结算基
本知识和操作程序的培训，使其改变传统的结算观念，以此提高支付系统的使用率。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华坪县支行） 

【 评论 】【 推荐 】

评一评

正在读取… 

 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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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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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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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