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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新农村的两个重大课题 

韩俊 
 

引言：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最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社会主义新农村

该怎么建？记者采访了长期研究三农问题的专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

韩俊。  

        韩俊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具有纲领性的重要概念，是一个统领“十一五”发展全

局的新提法。他说，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有发展农村经济的内容，又有发展农村社

会事业的内容；既有农村综合改革的内容，又有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而加快培育新的农

村金融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建设新农村的两个重大课题。  

        中国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民贷款的覆盖率极低，只有20%。  

        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大的思路已确定，要发展适合农村特点的金融组织，探索和发展农业保

险，改善农村金融服务。  

     

        农村金融改革“十一五”必须破题  

     

        现在农村金融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状况？农民从哪能借到钱？  

        韩：根据最近我们对近2000个农户的问卷调查，我们有两个发现。  

        第一个发现是，根据调查推算，目前大约只有1/5的农户能够从正规农村金融机构获得贷款

支持。亲戚朋友之间的私人借贷仍是农村资金融通的主要渠道，正规农村金融机构服务不到位

问题依然相当突出。并且，农村信用社已成为农村唯一为农民提供信贷服务的机构，而其他金

融机构，包括农业银行、工商银行等，基本上是储蓄机构。这说明正规的金融机构对农民贷款

的覆盖率非常低。  

        第二个发现是，农民即使能贷到款，也只是一些小额贷款，通常在3000～5000元间，而

5000元以上的大额贷款很困难。因为通常大额贷款都需要担保或抵押，而农民既没什么可担保

的物品，更缺乏可抵押品。  

        两个发现说明，一方面覆盖率很低，另一方面，即使覆盖到，也只能满足农民简单再生产

的信贷需求，如果要搞扩大再生产，比如深加工等所需的大额信贷需求，基本上很难满足。这

就是农村的现实。  

     

        普通农民是这样，那么农村中小企业呢？  

        韩：中小企业也一样，我们调查的200多家农村中小企业中在2001～2004年期间有外部借款

的占有效样本的61%，这说明大部分企业都有资金融入需要。这些企业的所有借款来自非正规渠

道的占到了48%。  

     

        当下农村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贷款难，这将成为下一步农村发展的瓶颈吗？  

        韩：是的，下一步很关键的就是农村金融改革。最近两个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农村金融改

革，都有非常好的提法，但是，改革进展是最缓慢的。  



        其实大的思路，原则都讲清楚了，就是要发展适合农村特点、满足其需求的多元化的农村

金融体系。  

     

        在这样一个新的农村金融体系里，信用社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韩：从国际上看，最成功的农村金融是发达国家的信用社。  

        我刚从加拿大回来，我了解到，一个省的350个社区，其中150个社区内没有任何其他的金

融机构，只有信用社。  

     

        中国的信用社改革从2002年就开始了，到现在为止，情况怎样？  

        韩：信用社改革从2002年开始试点，到现在，已扩展到除西藏外的所有省份。用周小川的

话说，就是拿钱买机制。拿多少钱？央行扶持资金总额1688亿，财政税收减免100多亿。买一个

怎样的机制？就是要成为为农民提供服务的、内部治理结构完善的社区性的金融企业。  

        2002年，信用社资不抵债3300亿元，资本金充足率为负8%，当年亏损58亿元，历史亏挂

1300亿，很多人认为应该破产。但中国现有60多万个村庄，如果让这些信用社破产，那今后农

民贷款就更难了。所以，已经达成共识，改革的思路首先是帮信用社脱困。怎么脱困呢？央行

的思路是，拿出1688亿扶持资金，承担其中一半的坏账，信用社若想改革，就要增资扩股，承

担另一半坏账，这样，资本金充足率就必须变成正的。这两年，信用社增资扩股速度非常快。

到今年底，全国信用社资本金充足率可达4%，经营状况将有很大改善。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提出，信用社在改善内部治理结构和增加对农民的服务方面，要

取得明显进展。  

     

        如何评价信用社改革是否成功？有哪些标准？  

        韩：评价信用社改革是否成功，最重要的两个标准是，一是花钱有没有买来一个好机制；

二是对农民覆盖率是否有明显提高。  

        如果这两个标准达不到，信用社改革就不成功。要实现这个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  

     

        建立新的农村金融体系，除了信用社之外，还包括哪些金融机构？  

        韩：满足农民信贷需求，首先要靠信用社。但光靠信用社还不能真正满足农业、农村和农

民整个的需求。农村金融体系，除了信用社之外，第二个要考虑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与农业联系越来越弱的银行，农业贷款只占10%，农业银行作为

商业性银行，其经营战略是非常清晰的，向城市发展，而非农业拓展。  

        但是，农业银行植于农村，下一步，应当承担为农业、农村提供相应金融服务的任务。要

看到，农村是有巨大金融需求的，而这需求就是一个市场。农业银行产品要不断创新，满足这

种需求，特别是相关政策，要鼓励农业银行发放更多的农业贷款和农村贷款。  

        这方面可以参考泰国。在泰国，明文规定所有在农村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必须把20%的储

蓄拿出来交给泰国的农业银行，让其集中发放农业贷款。  

     

        除了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又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韩：农业发展银行，基本上丧失了银行的功能。过去是一个粮食、棉花、农产品收购银

行，但现在随着国有企业在粮食等领域的比例越来越低，其业务也越来越萎缩。  

        未来，可以探讨农业发展银行如何成为真正的政策性银行。如把一些政策性的财政资金，

包括政策性贷款整合起来，作为中长期的农业政策贷款，支持新农村建议，支持农业生态工程

等。这方面，农业发展银行是应该有所作为的。  

     



 

        小额信贷作为一种新的金融工具，为什么迟迟发展不起来？  

        韩：小额贷款，已有十几年历史，但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金融机构，往往是以项目形式存

在。  

        目前，小额信贷已经不再是一种扶贫手段，而是一种新的金融工具。中国农村发展非常需

要小额、短期的贷款，信用社一直在搞小额担保贷款，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额信贷。这方

面央行正在做试点。  

     

        具体思路是怎样的？  

        韩：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建立一种批发式的小额信贷机构，主要面向农村。一些企业如

果有钱，可以注册小额信贷批发机构，发放小额贷款，但只能用自己的钱，不能吸收存款。第

二步，等发展成熟了，再让其吸收存款，这中间主要是一个监管问题。这是在信用社之外，又

开辟了一个新的体系，也更灵活，更适合农村的贷款需求。但要先试点，加大监管力度。我希

望这个步子迈得越快越好。  

     

        农村金融问题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防止资金外流，有何具体措施？  

        韩：农村金融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资金外流。比如邮政储蓄每年要拿走六七千亿，邮政储蓄

70%是来自县及县以下，相当一部分来自农村。要制定相关政策加以控制、引导。  

     

        农村金融中另一个问题就是抵押品缺乏，未来土地能否成为抵押品呢？  

        韩：关于抵押，将来的方向是土地肯定能抵押，但现在还不行。这次物权法讨论中，一开

始也是不允许抵押，后来全国人大在修改时提出，如果抵押以后，不影响农民的正常生活，也

可以做抵押，开了一个小口子。农村最重要的可抵押物就是土地，从全世界来看，几乎所有国

家，均允许农民抵押土地。最近我们与世行的课题，就明确提出，将来的政策调整方向，就是

应该让农民拿着土地的承包权做抵押。前不久，总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土地使用权和经

营权要永远交给农民，不要再变。  

        目前看，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还没有形成大的气候。  

        合作组织要想发展，必须要让农民自主选择，政府既不能越俎代庖，又不能放任不管。  

        某种程度上，提高农村组织化程度要比金融改革还难。  

        提高农村组织化程度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除了农村金融改革，“十一五”期间，农民合作组织也将面临发展机遇。有关农民合作组

织，农村部曾与世界银行，以及加拿大等方面合作，进行了大量调查，能简单谈谈吗？  

        韩：可以。关于农民合作组织，我们曾与世界银行合作，调查了3个省46家合作社，最近又

与加拿大国际发展署合作，进行了9个省140家合作社的调查。  

     

        合作组织有几种类型？  

        韩：有三类形态。一是传统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改革后，大部分名存实亡。二是传统的合

作组织。比如供销社、信用社，但很多也都异化了，丧失了合作组织的特性。三是新的合作经

济组织。  

        在新的合作经济组织中，又划为三大类别。第一，是大量的研究会、协会。严格地讲，它

并不属于一种合作经济组织，只是一种服务性机构，比如养鸡协会，属于农民的集体行动。第

二，是专业性的合作社，如几十户种菜农民搞一个合作社，有共同的销售、营销、加工等需

求；第三，股份式合作组织。  

        总体来看，中国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还没有形成大的气候。  

 



     

        为什么80年代后期就在提倡，却一直没有形成大的气候？大量的自生自灭，而国外却高度

发达？  

        韩：首先，中国过去没有一个良好的适合环境。过去粮食是国家垄断，棉花、种子、肥料

也都是垄断，农民不可能介入这些领域，金融更是如此。放开以后，市场也很快被划分完毕，

农民因为弱小，又缺乏技能、经验、资金及社会关系网络，也不可能进来。其次，没有一个合

适的法制环境。没有合作社法规的国家非常少，过去越南和中国都没有，现在越南也有了，中

国则正在制定，有望明年能通过。第三，农民虽然有需求，但缺乏一批带头人。  

     

        能否介绍一下国外的经验？建立合作组织需要哪些条件？  

        韩：在加拿大，我问农民为什么需要合作组织？他们回答很干脆：服务。其实，无论是民

主化管理，还是利润返还，或入股分红，农民都不是太在意的，对他们最有吸引力的还是服

务。  

        我访问的一个机构，在过去十年间，帮助农民搞了十几个合作组织，有90%的存活下来。他

们介绍建立合作组织需要5个条件：1. 农民必须有共同利益、共同需求；2. 一定要有商业机会；

3. 要有带头人，这方面需要政府支持引导，包括培养火种— —积极分子等；4. 有一套完善的内

部管理制度，包括会计制度，否则，会导致内部人控制；5. 政府应有一些支持给予政策。  

     

        能否举例说明，合作组织是怎样的组织，很规范吗？  

        韩：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是一个目标、方向，但一定要强调，这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

程，千万不能着急，既要让农民自主地发展，也不能放任不管。  

        最容易产生合作组织的，是以市场为导向、有共同销售目标的农民。比如四川一个地区，

有三万个养兔户，当地一家龙头企业，与这三万户农民建立联系，并在很多乡镇，依托养殖大

户成立了养兔协会，这就是合作组织，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比如，他会告诉农民哪个品种好，

哪种饲料好，如何防疫，怎样回收等；对养殖大户还有担保，允许其贷款。这就是一种农民的

集体行动。  

        在加拿大，有很多的合作组织，但没有完全一样的，有些还很不规范。我见到一个养牛组

织的董事长，问他们为什么成立合作组织？他回答很简单，就因为政府出台了一个政策，如果

是合作社共同贷款，贷款还不上，政府替他还20%。于是几十户农民就搞了这个合作社。  

        美国有一个最大的玉米合作社，我问负责人会员来自哪？他说，他也不知道，凡是把玉米

卖给他的农民都是社员。美国农地产业集团，在全美有50万会员（美国一共有250万农民），有

1400个基层合作社，通过联合重组，已经成为一个大型商业组织。  

     

        中国要搞合作组织，应该特别注意什么？  

        韩：千万不要着急，更不能代替农民去选择，要让农民自主地去选择，不能搞成挂牌运

动，比如一村一社等，一定要符合5个条件。  

     

        前面讲到农村金融，现在讲到合作组织，这两方面是否可以结合？哪个走得更快些？  

        韩：两相比较，在发展合作金融方面，应该走得更快些。  

        在某种意义上，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要比金融改革还难。金融改革政府可以主导，因为资

源在政府手里；但提高组织化程度，主动权在农民自己手里，政府着急也没有用，这是农民自

己的事，但政府也不能放任不管。  

     

        关于合作组织，您能否做番总结？  



        韩：可以总结出十点。  

        1. 发达国家，农民合作组织经过上百年发展，已经形成了大气候。目前，几乎涉及所有领

域，形式也非常灵活。什么是合作组织呢？并没有一个精确的定义，首先是农民的集体行动，

其次是由农民控制的、为农民提供服务的，农民是主人。  

        2. 从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来看，农民合作组织在促进农业发展，特别是促进农村社区方面

的作用，是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美国、加拿大的小镇，随处都可看到这类组织，比如信用

社、杂货店、小门市部，无处不在。  

        3. 发达国家有完备的法律法规，有法可依，中国要加以借鉴。  

        4. 在国外，合作组织是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过程，在中国起码应该是自下而上与自上

而下相结合的过程。政府不能替农民做出选择，更不能控制合作组织，否则就异化了。  

        5. 政府需要做什么？从加拿大的经验看，政府并没有提供税收的优惠，也没有什么特殊保

护政策，关键是通过信贷担保给予支持。  

        6. 让我们感觉到了第三方的作用，除了农民、政府外，作为非政府组织的第三方的地位越

来越显现。  

        7. 需要在社区层面有一批积极分子来推动，即带头人很重要。  

        8. 需要做大量的培训及示范。  

        9. 对中国的启示，中国农民现在最需要解决的是什么？是难以得到正规的贷款，所以合作

组织应该从这方面入手。  

        10. 行业协会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将来每种产品都要组织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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