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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信用环境治理对策(喻建华等；2003年9月1日)

文章作者：喻建华 潘莉 舒勇胜

    农村信用环境的好坏是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我们要着眼长远，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紧扣中心，注重实效，建立、完善五个

机制，初步建立起有效的农村信用体系，改善农村信用环境。 

  一、着眼长远，建立社会综合治理机制。信用环境的改善离不开社会环境、行政环境和执法环境的支持。要打造良好的农村信用环境，首先政府要

带头讲诚信，要转变政府的行政方式，克服政策多变，杜绝执法的随意性，减少政府行为的短期性，增加行政和司法的透明度，加大执法力度，改进执

法环境，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提高行政公信力这一核心，开展政府信用建设；其次要发挥政府在信用环境整治中的主导作用。由政府牵头成立由政府、

司法等职能部门和金融机构组成的整治农村信用环境领导小组，建立整治农村信用环境联席会议制度，具体督查领导小组有关决议的贯彻落实等日常工

作。三是要把整治农村信用环境工作列入政府、司法等职能部门的年度工作目标责任制进行严格考核和责任追究，以形成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整治农

村信用环境工作机制。 

  二、因地制宜，建立农村信用等级评审机制。各级政府要按照“从上而下，递次完善”的原则，逐步建立健全农村信用环境创建工作领导机构和办

事机构，逐步铺开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信用企业的创建和评定工作；政府要大力规范和发展中介组织，由信用中介组织将分散的信用信息统一

征集，建立统一、规范的企业、农户信用信息记录制度和信用公共信息平台，并向社会开放，为经济主体提供服务。当前要建立农村信用评级认定小

组，行政村与乡镇农村信用社组成信用户评定小组，乡镇政府与县市农村信用联社组成农村信用村评定小组，制定好相应的评审标准和办法，广泛开展

评定“信用村”、“信用户”活动，逐步形成政府领导、社村配合、村组响应、村民参与的综合推进、良性互动的农户信用等级系统，最后将其纳入到

全社会信用体系当中。 

  三、突出重点，建立失信约束惩罚机制。建立对失信者的惩罚机制，是建立信用体系链条中最关键的一环。因此，政府应当依据现有法律法规，突

出“惩”字这一重点，立足本地实际尽早建立失信约束惩罚机制，这是营造良好的农村信用环境及至整个社会信用环境的关键。一是完善舆论监督制

度，建立“不守信用农户、村组、企业黑名单”制度，对恶意逃废债企业和农户利用各种媒体，多种形式予以公开曝光，使其借贷无门，信誉扫地；失

信于农村信用社就失信于社会；二是完善部门制裁制度和法律保障机制，依靠政府及司法部门，运用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手段对失信者予以严厉制

裁，强迫其规范信用行为，要在制度和法规上让失信者承担其行为造成的损害责任，付出经济上的代价，甚至刑事上的惩罚，真正实现“有信者荣，无

信者痛”。 

  四、紧扣中心，建立以“诚信”为主题的宣传引导机制。开展创建诚信守法活动，是贯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新的治国方略重要思想的具

体体现，要紧紧扣住“诚信”这一中心，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各种媒体，大力宣扬“守信用光荣，毁信用可耻”、“信用创造财富”、“人人

守信用，共同来致富”和“守信者走遍天下、失信者寸步难行”等信用口号，努力培养诚信文化，倡导“守信者光荣，失信者可耻”的观念，培育以

“诚信”为核心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道德规范。同时建立引导机制，对信用农户、信用企业，农村信用社实行贷款优先、利率优

惠、简化手续，并根据需要适当增加授信额度。将信用评级与乡镇政绩考核挂钩。每次信用环境等级考评结果将作为政府考核乡镇政府工作政绩的重要

内容之一。 

  五、注重实效，完善农村信用社内控机制。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而信用是金融业的生命。农村金融部门要建立完善的内控制度，发挥农村金融

在农村信用环境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努力成为农村社会信用的积极捍卫者和规范农村信用秩序的楷模。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信贷管理制度和办法，建

立严格的审批制度和监督制约机制，防止“人情贷款”、“干预贷款”等现象的发生，有效提高信贷资产质量；二要建立风险预警预报制度，有效防范

和化解金融风险，防止出现金融风波，确保农村经济、金融安全、稳定，树立农村信用社的“信用”品牌，做农村信用环境的守信楷模；三要建立优质

服务制度，为农村经济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处理好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在积极有效的信贷运作中，与政府、企业及相关部门重塑

良好信用关系，共同促进农村信用环境的根本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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