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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湖南省已

初步形成了以农 村信用合 作社为主体，

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

行等联手服务，村镇银 行等农 村 新型

金融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广覆盖的农

村金融服务体系，有力地支持了农村经

济的发展。为进一步创新适合农村特点

的金融产品，完善农 村金融服务 体系，

2009 年 6月至 9月，湖南省财政 厅会同

省政府金融办先后对郴州、益阳、邵阳、

娄底、长沙等地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进

行了专项调研。

当前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农村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力

度不够。一是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网点

不足。由于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乡

镇几乎没有设点，农村信用社成为农村

基层的主要金融机构。近年来，农村信

用社的村镇代办员也在不断清退，一个

乡镇甚至几个乡镇才有一个网点，农民

办理存贷业务非常不便。以娄底市农村

信用合 作社为例，近年来，该信用社清

退了 900 多名农 村代办员，农民到乡镇

网点甚至要走十几公里路，严重影响了

农民办理存贷业务的积极性。二是 农

村金融机构的产品创新针对性不强。目

前农 村金融产品主要有小额信用贷款、

个人商务贷款、存单质押贷款、农户联

保贷款、农业订单贷款、企业联保贷款

等。据调查统计，近 80% 的农户和个体

工商户希望金融机构开发多种形式的贴

近农村的金融产品，增加“三农”服务产

品种类。同时，农村金融机构对涉农贷

款的服务缺乏针对性。如湖南省部分地

区出现了通过土地流转方式将土地向专

业种植大户集中、通过土地入股参与股

份合 作组织等方式发 展适度规 模经营

的现象，但大部分金融机构针对这种农

村新型经济合 作组织的贷款以及对农

村集体产权担保的贷款的探索仍基本空

白。三是信贷投放缺少对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的支持。如新邵县大竹村地处边远

山区，为了进行村村通道路建设，财政

按每公里 12.5 万元安排了建设资金，村

里通过一事一议筹集了部分资金，但仍

有资金缺口，希望从当地信用社贷款来

解决资金问题，但多次与信用社沟通后

仍然未果。

2.农户、农业龙头企业等融资难。

调查显示，90% 的农户认为在银行和信

用社等金融机 构贷款比较困难，其中

68% 的农户认为贷款难的原因是没有

合适的抵押或者担保。例如，娄底市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百雄堂在当地农发行

以房屋为抵押进行贷款，由于抵押资产

必须一年一评，且评估手续较复杂，本

来以 5.31% 的基准利率进行借款，但加

上抵押资产评估费用后，融资成本达到

8% 以上。

3.农 业保险发 展还比较滞后。农

业保险是促进农 村经济平稳发 展，完

善农村金融市场的重要工具，是农村金

融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目前湖南省已

开展水 稻、棉花、油菜、能繁 母猪、奶

牛、育肥猪、森林等政策性农业保险。

从调研情况来看，能繁母猪农民参保的

积极性 都很高，但部分地区农民对水

稻、棉花、油菜等种植业保险还不是很

了解，参保的积极性不高。这种情况导

致农业生产缺乏保障，农村金融市场的

信贷体系难以建立。

4.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有待进一步

改善。截至 2009 年 6月，郴州市邮政储

蓄银行在资兴市发放小额贷款 3000多万

元，共有 500 多万元呆账。该行负责人

表示，贷款收不回有其客户选择的原因，

但信用环境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当地居

民的信用意识比较薄弱，不想还贷的居

多，其中农户联保贷款问题最大，一户

不还，联保户均不还。农民还贷的信用

程度受到某一区域内的社会风气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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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明显的“跟风效应”。

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 

财税政策建议

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要综合运

用财税 杠 杆手段，加强财政 政策和金

融政策的配合，使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

形成合力，更好地发挥各自在农村金融

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作用。

1.鼓励农村金融组织和金融产品

创新，构建适度竞争的金融市场。一是

支持 和鼓 励发 展 村镇银行、小额贷款

公司等农村新型金融机构和服务实体。

对按规定已组建且经营良好的新型农

村金融组织给予奖励，实行优惠的税收

政策 ；对新型农 村金融组织的存款准

备 金率进行倾斜 ；降 低准入门槛，鼓

励民间资本参与，对其资本金要求可以

在现有基础上降低 50%，同时，扩大试

点面，实现每个县市都有村镇银行和小

额贷款公司。二是鼓励探索适合农村金

融需求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在风险

可控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合作组织+农

户”贷款、土地流转抵押贷款、林权抵

押贷款及完善资产抵 押评 估体系等金

融服务。对积极试点的金融机构，按其

试点规模的一定比例由财政给予一定的

奖励。

2.创新和完善农村担保方式和保

险机制。一是创新农村担保方式和扩大

有效担保范围。建议由财政出资，农民、

农村企业入股成立担保基金，加快农村

信贷发 展。同时，借鉴国外经验，以农

产品保护价格作为计价基础，允许用农

产品进行抵押担保。此外，可以借鉴长

沙县土地流转贷款的经验，由政府成立

土地流转中心，保证以土地成本价收购

土地，扩大有效担保的范围。二是完善

农业保险机制。建议继续加大财政对农

业政策性保险的保费补贴，适度提高农

业种植业保险的保险金额，调动农民参

加保险的积极性，建立农业保险的长效

机制，提高农民抗风险的能力。

3.完善现有的激 励机制。一是对

农村信用社实行差别的奖励政策。根据

《中央财政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

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门对县域

金融机构上年末涉农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超过 15% 的部分，按 2% 的比例给予奖

励 ；对上年末不良贷款率同比上升的金

融机构，不予奖励。农村信用社一直是

农 村金 融服务的主力军，近 90% 为涉

农贷款，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完成涉

农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5%，难度要大得

多。因此，建议适度降低对农村信用社

的考核标准，农村信用社上年末涉农贷

款余额同比增长超过 10% 的部分，且不

良贷款同比没有上升，即可按 2% 的比

例给予奖励。二是建立财政存款的激励

机制。涉农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财

政性存款可以适当比例存放于农村金融

机 构 ；财政性涉农资金可按 金融机 构

涉农贷款比例存放，增强农村金融机构

的信贷服务能力。三是完善“三农”信贷

风险补偿基金。风险补偿金可以由财政

出资等形成，风险补偿的对象为所有发

放涉农贷款的银行类金融机构，风险补

偿要侧重于对涉农金融机构农户信用贷

款的风险补贴。同时，“三农”信贷风险

补偿基金可对银行涉农贷款的增量进行

风险补贴 ；对涉农贷款 风险控制好的

银行进行奖励 ；对商业银行涉农贷款

业务，提供利差补贴和非人为因素造成

的呆账款损失弥补，帮助银行业金融机

构提高涉农贷款的风险覆盖面，调动其

服务农村的积极性，减弱资金回流城市

的动力。四是延续税收优惠政策。根据

国家给予中西部地区农村信用社的税收

优惠政策，自 2005 年农信社挂牌成立

起免征五年的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减按

3% 征收。目前，五年期限即将到期，鉴

于农村信用社经营现状以及对农服务发

挥的重要作用，建议延续对农村信用社

的税收优惠政策。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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