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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穗惠农卡是农业银行为贯彻落实面向“三农”的市场定位，按照“普惠制、广覆盖、商业化”的要
求而专门研发的集储蓄、贷款、理财、汇兑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银行卡产品，是农业银行根据中
央惠农政策推出的“以农户为重点，以惠农卡为载体，以小额农户贷款为推手”的“三农”金融服务
策略，2008年8月在全国农村推广应用。农业银行永胜县支行作为农业银行丽江市分行系统金穗惠农卡
发行及授信工作试点行，于2008年9月17日在永胜南片率先开展此项工作，九个多月以来，此项工作一
直得到县乡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人民群众的大力欢迎，为此，发卡及贷款授
信工作进展顺利，惠农政策效应初步显现。 
一、惠农卡发行及授信工作现状 
至2008年12月末，仅3个多月时间，向南片乡镇农户发卡5399张(户)，授信农户1088户，授信金额96
5.7万元，至2009年6月末，试点工作向全县铺开后，发卡农户达6552户，授信金额33，556，000元，
涉及农户2067户，实际用信24，363，000元，覆盖10个乡镇，发卡数占全市农行发卡总数的47.5%，授
信金额占93.7%，授信农户占96.4%，实际用信即实际贷款量占92.2%。持卡农户获得授信后，其按季结
息率达100%，无不守信现象。 
二、主要做法 
（一）加强宣传，营造声势 
农行永胜县支行在接受市农行发卡授信试点工作之后，以最快速度制定了工作计划，明确了工作重
点，理清了工作思路，并及时向县委、政府、人民银行、银监等部门汇报，以取得各方的支持和配
合；在发卡前期，全行上下统一步调，充分利用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介向社会公众广泛宣传惠农卡及
小额贷款基本知识，安排所有营业网点悬挂布标、粘贴标语、向农户发放宣传手册，营造强大的宣传
声势，让广大人民群众深入了解惠农卡的特色功能、用途、发放的条件、小额贷款办理程序、额度、
利率、期限、用途等，使广大农户能接受惠农卡并通过其获得方便快捷的信贷服务。 
（二）组织机构落实，职责明确 
抽调业务能力强、能吃苦、具有奉献精神并熟悉基层农村工作的精兵强将，成立了专司惠农卡发行推
广及贷款授信管理工作的职能部门——个人客户部，对全行网点开展此项工作进行组织、指导、协
调，同时负责县城片区的小额贷款发放管理，与此同时，支行还加大了对全县POS机、ATM机、转账电
话等机具的布放力度，为农民办卡、用卡提供了便利。 
（三）适时组织有针对性的培训 
一是由行领导及参加过省市分行培训的同志主讲，对全行干部职工进行集中培训，其目的就是让农行
员工能准确把握惠农卡广覆盖、普惠制的市场定位，充分认识惠农卡发行和农户小额贷款发放的重要
意义以及农行在扶持“三农”经济中的职责所在，进一步明确惠农卡的特色功能、发放程序、小额贷
款管理的基本要求，从而使全行员工积极参与到此项工作中来；二是在工作组进驻乡村后，对乡镇村
干部、农科员、甘科员、果品蔬菜协会会长、农民代表进行培训，培训后通过他们做好对农户的宣传
工作，使广大人民群众尽快了解惠农卡的特色服务功能，如通存通兑、安全可靠；用簿对账、清楚明
白；财政补贴，直达每户；社保医保，轻松办理；水费电费，缴纳方便；农户贷款，真情助农；进一
步明白办理惠农卡的优惠条件，如：惠农卡只限对农民发卡，免收惠农卡主卡工本费、免收惠农卡交
易明细簿工本费、减半收取主卡年费、免收小额账记报务费、异地取款每笔手续费为取款总额的
0.8%，最高不超过20元。 
（四）理清思路，突出重点，举全行之力，稳步推进发卡工作 
班子成员认识统一，把发卡工作列为全行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求全面开花，力求重点突破，为此，把
永胜南片经济作物重点乡——涛源乡作为试点，从支行各部门抽调人员，组成20多人的工作组，由班
子成员带队分赴涛源乡各村委会分头开展工作，工作组成员发扬一不怕苦，二能连续作战的精神，主
动放去双休日，采取“白+黑”即白天和晚上，“5+2”即5天工作日和双休日，连续奋战3个月，深入
各村各户，耐心讲解政策，认真了解农户情况，细心收集农户基本信息，发卡工作从未因天热、下
雨、路难行而放松过，在试点乡镇打出了农行“惠农卡”工作作风，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充分认
可。 
（五）明确授信基本要求，从快办理农户贷款 
农民通过办理惠农卡，可以通过企业担保、公务员担保、农林产权、荒山承包权、三户联保即可获得
小额贷款，起点为3仟元，最高不超过3万元，2009年6月调整为5万元，期限为一年，利率按基准利率
上浮10%执行。持卡农户在急需用钱时，只要提供惠农卡、户口册、身份证、担保人、填写两张表格及
签订合同，三天后即可获得贷款。 
（六）采取“三包一挂”办法强化农户小额贷款管理 
即包发放、包管理、包收回，贷款收益及风险与信贷人员及部门负责人绩效工资挂钩，强化激励约束
机制，既能有效落实贷款管理责任，又能调动信贷人员的积极性，切实防范和化解小额贷款风险。 
三、存在问题 
（一）授信权限相对集中，给持卡人获取贷款带来不便 
目前，农行永胜县支行的小额贷款授信权限全部集中在县支行，无农行营业网点乡镇的持卡人在急需
资金时，要到具有农行营业网点的乡镇去办理贷款手续，农行营业网点审查合格后，还得把审核合格
的相关资料报县支行审批，这样增加了贷款审批环节，违背了方便快捷的服务初衷，使农户不能及时
获取所需的生产经营资金，从而误了农时，丢了商机。 
（二）农行基层网点少，服务盲区多，相关网点服务半径过大，所提供的服务难以做到广覆盖，体现
普惠制 
目前农行永胜县支行仅在两个乡镇设有营业网点，有十多个乡镇属农行服务盲区，这些乡镇的农户很
难享受到农行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无论是需要办卡还是需要贷款，均需往返几十里甚至上百里才能
到相关乡镇去办理，若遇资料不全或所提供材料不符合要求，则农户需往返多次才能办好，形成延误
农时和商机，增加了农民办事成本。 
（三）乡镇ATM机、POS机配备过少，持卡农户用现不便 
尽管农行与农村信用社、邮政局、有关超市签订了ATM机、POS机使用协议，但目前永胜县内大多数乡



镇仍未配备ATM机和POS机，致使持卡并获得授信的农户在用现时仍需到有ATM机或农行营业网点的乡镇
去取现。 
（四）征信系统信息更新不及时，农户非恶意不良信用记录较为普遍，致使一些农户获取贷款的难度
加大 
农行在惠农卡授信工作中，发现农村信用社、公积金中心对农户、农村个体经营户的相关信用信息在
征信系统中未及时进行更新，对贷款人的诚信要求不严或信用行为提示不够，加之大多数农户对征信
系统相关知识了解不多，对自身信用行为重视不够，无按月或按季付息的习惯，只想到贷款到期一次
还清本息了事，致使一些农户贷款本息结清了，但系统中仍未作真实反映，大多数农户则是出现了多
次非恶意不良信用记录，导致准入条件不符合要求，难以得到农行的小额贷款支持。 
（五）抵押权属管理部门不明确，授信工作操作难 
农行规定，持卡农户获取授信，除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提供保证担保，农户三户联保外，农村林
权、荒山荒地承包权仍可作为抵押，但从9个多月的授信工作情况看，林权、荒山荒地承包权归谁管、
有权登记部门为谁、怎样进行登记等均不清楚，而且部门之间配合不够，扯皮事情较多，这一便民举
措在农村仍难落实，加之公务员、单位人员很少有人愿意为农民担保，为此授信工作仍有较大难度，
农民贷款难、担保难的问题仍难解决。 
（六）贷款利率偏高，未能最大限度地让利给农户 
农行以惠农卡为载体而发放的小额贷款，其利率执行5.841%（一年期年），在人民银行基准利率基础
上上浮了10%，相比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而言，这一利率定价算是较低的了，但与农总行开办小额贷款
业务的基本要求（保本微利）和惠农初衷相比，仍感不尽如人意。 
（七）贷款期限统一执行一年，与“三农”经济发展的实际不相符 
对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办理婚丧事、看病等的农户来说，贷款期限定为一年还相对合理，但对那些从
事生产经营周期较长的种养殖业农户而言，一年期限显然不切实际。 
四、措施及建议 
（一）适当下放授信权限，减少审批环节，提高工作效率 
由于农行对以惠农卡为载体的农户小额贷款实行“三包一挂”的管理办法，充分考虑了信贷人员的
责、权、利因素，为此，建议将授信权限下放给县城及乡镇的各营业网点，明确2万元以下的贷款由两
名信贷员调查、审核后即可发放，2-5万元的贷款由信贷人员审核后报网点负责人审批发放，县支行可
视季度农户结息、到期贷款归还的监测情况，适时开展对相关网点的小额贷款发放管理情况检查，对
违规问题加大考核力度并及时纠正，真正体现方便、快捷、惠农的服务宗旨。 
（二）采取灵活务实措施，加大对网点盲区群众的服务工作 
县支行要做好各乡镇政府、信用社的协调工作，请其提供办公场所、办公条件及安全保障措施，在此
基础之上，倡导并鼓励各基层网点抽调信贷人员组成工作组，利用网点盲区乡镇街天，到固定场所现
场办公，开展流动服务，以方便农户办理贷款，及时获取所需资金。同时，县支行还要统筹安排，适
时向基层网点提供人力支持和交通便利。 
（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持卡农户取现、消费提供便利 
目前，ATM机的跨行使用手续费不断提高，而农行ATM机在乡镇的配备又十分有限，既不便持卡并获授
信的农户取现，还将增大农户取现成本，基层群众很有意见，为此，建议农行积极向上级行争取专项
资金，在人口密集的乡镇安装ATM机，在乡镇超市安装POS机。 
（四）做好征信服务工作，及时更新信息，为农户贷款消除障碍 
各涉农金融机构对农户发放贷款、结息、到期偿还等情况，要及时在个人征信系统中作真实反映，同
时，对农户发放的贷款，属按月还本付息、按季结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要耐心地向农户讲清
楚，使其按合同履约，避免出现非恶意不良信用行为，影响农户的贷款准入。 
（五）尽快明确抵押权属管理部门，切实解决农民贷款抵押难问题 
县支行要积极向地方党政部门及相关部门反映、沟通，请政府协调，明确相关部门的职能职责，同
时，还要向上级行反映，争取上级行通过上级政府尽快解决这一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六）从农村工作实际出发，科学定价，合理确定贷款期限 
惠农卡发放及授信工作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可谓面广量大利薄成本高，这也算得上是农总
行用实际行动体现惠农政策的重大举措，基层农行应充分领会总行的政策意图，惠农贷款业务力求保
本微利，为此，建议农行发放小额贷款执行人民银行基准利率，不予上浮，贷款期限按农民生产经营
周期合理确定，并视农户贷款的不同用途分别确定其期限。 
五、前景分析 
截至2009年5月末，农行永胜县支行各项存款余额为83，705万元，占全县金融机构存款总额的29.3%，
各项贷款余额为15734万元，占全县贷款总额的12.5%，存贷比为18.8%，存贷差额为67，971万元。若
按75%的比例控制，其贷款规模可做到62，779万元，扣除已放贷款15，734万元和留足准备金、备付金
后，仍有4亿多的资金可用于放贷。可见，农行永胜县支行存贷比偏低，存贷差额过大，闲置资金过
多，信贷投放力度较弱，同时也可看出其资金非常充足，具备向农村拓展业务和扶持“三农”经济发
展的实力和优势；至6月末，农行永胜县支行仅用9个多月时间就发放惠农卡6552张（户），占全县农
户总数8.9万户的7.4%，授信农户2067户（占发卡农户的31.5%），授信金额3，356万元，平均每户授
信用1.6万元，照此推算，农行若在今明两年内将发卡数提高到30%，授信农户比例提高到50%，按平均
每户授信1.6万元算，则授信金额可达21，360万元，甚至还可将规模做得更大。可见，农行在乡村推
行惠农卡发放及小额信贷工作，既具有资金实力优势，又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只要农行全体员工继
续努力，做细做深推广及相关服务工作，农行定能在农村将“惠农金融蛋糕”做大做强，从根本上扭
转目前农行贷款难和农户款难贷的不利局面，在农村站稳脚跟，实现农行农户双赢，真正发挥农村金
融的骨干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永胜县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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