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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县域农村信用社经过管理体制改革，已经由两级法人体制转变为县级统一法人经营管理体制，特
别是省级联社的成立，进一步完善了县级统一法人体制，形成了统一业务经营和统一业务管理双重管
理机制。这是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改革取得的突破和进步，更是农村信用社向集约化经营迈出的坚实
一步。在这一轮改革中，全国农村信用社业务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以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县为例，从200
4年末到2008年4年间，全县各项存款由42，880万元增加到154，991万元，增长261%了；各项贷款由2
5，325万元增加到83，590万元，增长了230%。 
目前，一方面经过改革，农村信用社的体制机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健全和完善，得到了比较优越的发展
机遇；但另一方面，农村信用社城乡两极分化明显、发展极不平衡、发展后劲不足、农村金融市场开
发不足等发展问题也比较突出。 
一、发展机遇 
一是改革机遇。2005年，以产权制度改革为主以转换经营机制为目标的农村信用社改革给农村金融的
改革和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使农村信用社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首先农村信用社改革得到了各
方面的积极响应，尤其是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以支持农村金融改革为目的帮助农村信用社清收
公职人员欠贷；以税收减免方式减免农村信用社营业税；保值储蓄补贴兑现。其次是人民银行的资金
支持和引导：2005年人民银行向农村信用社发行专项中央银行票据1，000万元，2008年3月31日票据成
功兑付。 
二是市场机遇。随着金融改革的推进，上个世纪以行业分类分设县域金融机构和业务的格局已不复存
在。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相继退出县域市场，农业银行也进行了大幅度的收缩和调整，只在
县城保留了六个营业机构，农业发展银行业务单一，邮政储蓄单边发展，农村信用社获得了广阔的农
村市场。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县级机构在退出时将存贷款全部划归农村信用社，农行因机构调整也将
所有乡镇存贷款账户余额全部划归农村信用社。农村信用社不仅获得了广阔的农村市场空间，同时获
得了稳定和充裕的信贷资金来源。 
三是经济发展机遇。国家应对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下滑而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
策，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也为农村金融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在以粮食和烟草产业为主
的农业产业稳步发展的同时，地方政府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承接东中部地区产业转移，开辟了以实
施工业强县为战略目标的工业园区开发建设，实施水电、矿产开发、农特产品深加工等项目大招商，
以滇能集团、云铜、上海川云农产品加工为代表的一批产业集群成功落户，为地方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也为金融服务创新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四是科学发展机遇。科学发展观这个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深化了人们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认
识，揭示了发展的内涵和实质，对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对各行业的发展同样具有
现实和长远的指导意义。 
二、现状与存在问题 
一是信用社自身发展的不平衡性突出，面临市场细分和市场选择。对信用社县级（城区）和县以下机
构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农村信用社在国有银行退出后，县以下机构业务发展缓慢，在可以统筹兼顾的
一体化管理体制下拉大了二元经济发展的差距。2008年末县以下机构各项存款余额59，169万元，比20
04年增加36，215万元，各项贷款余额29，023万元，比2004年增加14，025万元，分别增长了157.77%
和93.51%。县城区屏山镇和联社营业部2008年末各项存款余额95，822万元，各项贷款余额54，567万
元，比2004年末分别增加了75，869万元和44，241万元，增长了380.75%和428.44%。从这个对比可以
看出，农村信用社自身发展的不平衡性，而由此引起的各乡镇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实际情况看，信用社业务发展得好的地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就好。换言之，农村信用社对市
场的选择直接决定着相关经济的发展，如果不重视乡镇农村信用社自身发展和业务发展，不发挥金融
经济核心的作用，势必拉大农村与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 
二是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和人员较少，不能满足农村金融服务需求。2004年末全县农村信用社机构网点2
8个，从业人员176人，2008年末农村信用社机构网点24个，从业人员235人，其中县以下15个乡镇，机
构网点16个，从业人员172人，比2004年增加36人。县城区机构平均7.9人，县以下机构网点平均10.7
人。相对于全县4，929平方公里、45万人而言，机构和人员太少。特别是乡镇一级，方圆几十公里只
有一个营业机构，存取款都不方便，贷款难就可想而知。机构人员缺乏不仅制约了农村信用社自身发
展，也严重地制约了相应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三是与城市信贷业务发展相比农村信贷业务发展缓慢，农村金融服务严重不足。2008年末县城区信用
社机构各项贷款余额54，567万元，比2004年增加34，641万元。县以下机构各项贷款29，023万元，占
全社的34.72%，比2004年增加14，024万元。四年间县以下15个机构，平均增加仅为935万元，平均贷
款余额1，934万元。2009年6月末县以下机构贷款49，685万元，占全社贷款的38.35%。在县级统一法
人经营体制和机制下，强调单一非法人机构自身的存贷比例和单一机构保本经营有违统一法人经营原
则，也是不科学的。统一法人本身是要发挥群体优势、实现统一经营、规模经营、更好地服务三农，
而信用社基层战略仍无起色。统一法人体制下的基层经营机制仍然有待探索和研究。 
四是信贷资金异地流动增强，与之相比较农村信贷市场开发不足。据统计，2009年6月末农村信用社50
0万元以上大额贷款49笔，放款金额55，800万元，其中禄劝境外公司放款25笔（户），金额27，650万
元，而15个基社1至6月份新增贷款仅20，662万元，平均1，370万元，增量在1000万元以下的社有8
个，相比之下农村信贷市场开发严重不足。从2000年开展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至今，农村信用社建立农
户经济档案和发放贷款证34，260户，占全县农户数的31%，有的乡镇建档发证率还不到10%，信用村镇
建设工作没有得到持续有效开展，也标志着农村信贷市场没有得到很好的拓展。另一方面，为了寻找
投放市场又将大量不可多得的信贷资金放到异地。 
三、思考与建议 
一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三农兼顾城乡平行发展。客观上城镇战略也会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
但这种二元结构客观存在的矛盾性也会随之加剧。因此，对发展方式的选择与运用就必须兼顾二元经
济的客观性。考虑到农村信用社资金营运成本，国家在利率政策上给予信用社很大的空间，又对农村
信用社在农村信贷投入的实行奖励或风险补偿，鼓励农村信用社积极支持农民、农村、农业经济发



展，以资金支持农村信用社进行改革，其目的就是要让农村信用社更好地立足三农支持三农。作为地
方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要以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为己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深刻理解经济与金
融的关系、正确处理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坚持面向三农，在县级统一法人体制下实行统
一调度、统一经营、分级考核、平行发展的经营策略，拉动基层经营业务上规模上水平，将更多的资
金用于农村、促进城乡统筹平衡发展而不是形成新的城市单极化发展和新形式的资金外流。 
二是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扎扎实实拓展农村金融市场。国有商业银行在农村的退出，使信用
社拥有了广阔的农村市场，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市场优势并没有形成农村信用社特别是基层农村
信用社的信贷发展优势，有的甚至因为失去竞争而处于停滞状态，出现了空有市场难以发展和不求发
展的局面。因此，联社要站在全局高度、站在服务农村、发展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抓住
有利的市场机遇，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充实基社基层工作人员，加强基层社各项工作，改善基层经
营服务，实行统一经营、平行发展战略，大力拓展农村金融市场，把工作做细、把基础打牢，开展好
以村社为组织形式的社区金融服务。农村信用社只有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才能推动地方经济实现
跨越式发展。 
三是以新农村建设为己任，推进农村消费信贷业务。广大农村经过多年的产业调整和发展，消费水平
大幅度提高，目前很大一部分农户正处在“吃穿不愁、家电齐全、盖房缺钱”这样一种待升级的消费
需求状态，农村信用社推动农村以改善住房为先行的新农村建设正逢其时。农村信用社应积极探索农
村消费信贷市场的培育与创新方式，充分发挥农村经济核心的作用，加快推进农村消费信贷市场业
务，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步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四是以服务三农为宗旨，推进信用体系建设。服务三农是农村信用社不变的主题和基础，作为农村经
济的核心，农村信用社不仅是货币经营主体，更是农村信用文化的传播者和建设者，农村信用文化也
是农村金融企业文化的外在表现。而农村信用文化最好的载体就是信用村镇（社区）建设，信用村镇
建设需要溶入我们的劳动和智慧，既是建设就是要做出来的、建设出来的。在这方面，可以借鉴《云
南省再就业小额担保贷款信用社区建设工作实施意见》的做法，创新信贷模式，不断推进和改进农户
小额信用贷款实施办法，持之以恒地开展好创建信用村镇、信用社区工作，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提高金融服务覆盖面，把有限的金融资源尽可能的用于支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禄劝县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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