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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的关键 

 

 

作为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的发展滞后,已经成为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2004年以来，连

续七年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在锁定“三农”的同时都对农村金融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

的主旨突出强调要“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提出的手段和政策较之以往更加明确和具体。这一方

面反映了中央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决心，同时也表明，农村金融向纵深发展面临的挑战十分艰巨，深化农

村金融改革的任务任重道远。 

    从金融发展理论的最新研究动态来看，金融发展不仅应该包含金融深度，而且也应该包含金融宽度，前

者主要指金融机构种类和数量的增长，而后者主要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金融发展是这两个维度的有机统

一。因此，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是农村金融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近年来，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在深度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初步形成了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

和其他金融组织功能互补、相互协作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一是农村信用社（含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

银行）改革稳步推进，支农主力军的地位不断得到巩固。二是农业银行完善“三农”金融事业部运作机制，

构建专业化的支农服务体系。2009年发放惠农卡 2526万张，发卡总量达到 3336万张，覆盖全国 3319万

农户，按每户 4人计算，惠及 1.3亿多农民。三是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明确，

业务范围也不断拓展，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农业产业化经营贷款大幅增加。四是邮政储蓄银行加

快网点改造，提升县（市）网点功能，积极探索发展小额贷款业务。五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快速发展。截

至 2009年末，共有 172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开业，其中村镇银行 148家，贷款公司 8家和农村资金互助社

16家。目前，已开业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269亿元，贷款余额 181亿元，其中农户贷款 5.1万户、

65.5亿元，小企业贷款 0.5万户、91.2亿元，分别占其贷款余额的 36.2%和 50.4%。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农村金融宽度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观。从总体上看，农村金融在服务理

念、服务范围、产品种类、经营机制、政策支持体系等与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

的要求尚有较大差距。表现在： 

    一是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普遍偏低，且区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据银监会官方网站公布

的《农村金融服务分布图集》显示：2008年末，平均每万名农民拥有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 1.5个，金融服

务严重不足（机构网点≤1）的乡镇有 11885个，占全国乡镇总数的 39%，2751个镇（乡）未设任何银行业

机构营业网点，其中绝大部分分布在中西部地区（2303个，占 83.7%）。 

    二是涉农贷款虽然增长过快，但涉农贷款的不良率偏高，获取贷款的农户比例仍然偏低。根据中国人民

银行等部门的联合权威统计，2009年末，全口径涉农贷款余额 9.14万亿元，占同期各项贷款余额的 21.5%，

余额同比增长 32.3%，比上年末高 11.5个百分点。但涉农贷款的不良率是 7.4%，工业贷款不良率是 2.29%，

大企业是 1.15%，中小企业是 4.5%。涉农贷款的不良率大大高于其他贷款。2008年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

贷款的农户比例仅为农户总数的 28%。 

三是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存贷比偏低，资金外流比较明显。全国 31个地区中仅有山东、江苏、浙江、福建、

河南、内蒙古、云南、贵州 9个地区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存贷比超过 50%，绝大部分在 40%左右。虽然

从风险控制的角度看，存贷比越低，信贷资金风险越小，但从盈利的角度看，其他因素不变，存贷比越高

表明金融机构资产使用效率和盈利能力越强。因此对有放贷冲动且在城市存贷比接近监管红线的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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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存贷比偏低很大程度上是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不愿意发放涉农贷款，农村信贷资金利用效率低，大

量资金流出农村，致使农村经济一直处于失血状态。 

    四是农村金融产品供给单一。目前，农村金融产品供给大部分仅限于存款、取款、贷款和一般的汇兑，

重点放在了生产环节。但来自各方面的信息表明，农村对金融产品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除去生产环节，

消费、理财、保障等需求正在日益增加。因此，我们在不断丰富农村金融产品的同时，也要注意产品结构

的优化，补齐木桶的短板，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整体功效。 

    中国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不高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农村地区存在较为严重的金融排斥（Financial 

Exclusion）阻遏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金融排斥是一个多维度的动态复合概念，不仅与金融服务的地理可

达性即地理排斥有关，而且还包括评估排斥、条件排斥、价格排斥、营销排斥和自我排斥五个维度。在我

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前五种金融排斥表现得较为明显：如农村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农民难以就近获得

金融服务，农村信贷的风险评估手段较为严格，农村信贷条件比较苛刻，农村信贷利率上浮较大，有的金

融机构甚至一浮到顶，超出了农村经济主体的偿付能力，抑制了贷款的需求，农村信贷营销目标上也有离

“农”的倾向。而自我排斥与被排斥主体的自身经历和心理因素相关，如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由于分

散而且相对封闭，造成金融知识缺乏和金融习惯的不同，产生了对金融机构的不信任，主动将自身排斥在

主流金融体系之外。由于六个维度相互强化，不断累积，加上其他因素的合力影响，导致农村经济社会陷

入了不同程度的金融排斥之中。农村金融排斥的普遍存在又会通过“马太效应”，使我国不少农村，特别是

落后地区的农村陷入经济与金融的恶性循环圈，引发农村步入金融更加排斥、经济更加落后、社会更加不

稳的境地，从而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着力点在于通过

解决农村金融排斥问题来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大力破解农村金融排斥，促进农村金融融合将是

未来一段时期农村金融工作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农村金融排斥是农村金融服务领域的市场失灵，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因此，政府有责任对农村金融

排斥进行合理干预。首先，政府应建立普惠性的农村金融体系，保障社会每个经济主体金融权利的平等。

完整的金融体系应为包容性的，普遍惠及一切需要金融服务的社会群体，尤其应惠及于被传统金融体系所

忽视的农村贫困群体。其次，制定相关的防止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撤并机构的政策，如颁布类似于美国《社

区再投资法》的法律，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评级考量指标之一就是其在欠发达地区提供的存贷款服务，

从而防止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撤并机构。规定在农村地区的所有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必须将一定比例的新增存款投放当地。这样的制度设计在提高当地存贷比的同时，将有效遏制农村资金的

持续外流。 

    二、金融排斥的本质是金融资源的不公平分配。因此，破解农村金融排斥必须处理好农村金融公平与效

率之间的关系。过去我们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经济上如此，金融上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之初，城乡金

融资源配置不平衡，大量的金融资源向城市倾斜，农村金融被抑制。现在这个观念需要改变，城乡金融资

源配置差距的拉大引致的城乡发展差距持续拉大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央提出要加

大城乡统筹发展力度，在金融上就表现为城乡金融资源要合理配置，注重公平，加大农村金融资源的投入。 

三、我国的农村金融排斥主要是“供给诱导型”的金融排斥，是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者——涉农金融机构出

于自身价值最大化经营目标对成本收益权衡后作出的理性决策。因此，破解农村金融排斥要平衡和协调好

涉农金融机构盈利诉求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嫌贫爱富”是金融的天性，无可非议，但政府要思考如何

调动各类金融机构支持“三农”的积极性和责任心，而且这种调动还必须是可持续的，是讲效率的，这就需

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涉农贷款税收优惠、定向费用补贴、增量奖励等正向激励政策。与此同时，要积极引

导涉农金融机构践行社会责任。践行社会责任是国际通行规则，也是所有市场化国家评价一个企业的一项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重要标准。农村金融机构作为金融公平的直接推动者更是责无旁贷，如通过培训、宣传、咨询等方式普及

农民的金融知识，强化农民的金融意识，培养农民独立的金融人格，这是克服金融自我排斥的有效途径之

一。 

    四、破解农村金融排斥要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农村金融服务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

要充分认识到目前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的加快发展趋势，要充分认识到农村金融需求多样化的发展趋

势，要针对农村金融市场的特点来研发出具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格莱珉银行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立足

于金融服务方式创新基础之上的，是破解农村金融排斥的典型范例。 

    五、破解农村金融排斥要与完善农业保障支持体系结合起来。农业具有较大的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是各

国面临的共性问题,但中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农业生产缺乏与其相关的农业保险、农村

担保、产业基金、信用评级等一系列农业发展的保障体系。在农业保障支持体系缺乏的状态下,农村金融机

构难以抵御和分散由农业风险所引致的借贷风险。因此,引导金融支农,必须要求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担保、

基金、信用评级等农业保障支持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