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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农村金融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李耀光

农
民增收源于农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农村

经济的发展则有赖于农村金融体系的完善。

尽管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成

效，但仍存在农村金融机构经营状况不佳、金融服务滞

后等问题。目前，农村信用社等基础性农村金融机构，

由于经营绩效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要低很多，开展业

务的积极性不高。与此同时，由于农业生产风险大、利

润低，商业化金融机构或逐渐撤离农村市场，或呈现出

转攻县域工业的非农化趋势，进一步削弱了农村经济

发展的金融基础。因此，国家财政应进一步加大对农村

金融的支持力度，以降低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调

动金融资金参与支农的积极性，为农村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奠定基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农村金融具有两个特点。

一是具有一定公共性。农村信贷等金融业务能够带来

明显的外部经济效益，如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产业结构

优化、社会稳定、社会信用环境改善等，这些产出往往

不能构成农村金融的直接收入，但其效用为广大社会

成员无偿或低价共享，增加了社会总福利。而为公民提

供公共产品正是财政的重要职能，因此，国家财政有必

要对承担社会重任的农村金融机构给予一定的补贴。

二是容易出现市场失灵。农村金融业务存在还款保障

差、预期收益率低、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容易

造成市场失灵。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就需要财政来进

行调控，从而使农村金融达到均衡状态。

      另外，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尚不完善，需要财政予以

扶持。一方面农村金融机构经营状况不佳，具有代表性

的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率虽持续下降，但仍远高于综

合性商业银行，且抗风险能力较弱。另一方面，农村金

融市场竞争不完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后从农村小额

信贷市场的主动退出造成了农村信用社的“被动垄断”，

这种情况，既不利于农村信用社有效率的开展业务，更

增加了农民获得金融支持的难度和选择性。

目前，我国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尚未充分发挥联合

效应，一方面使得财政支农成本压力大，另一方面也导

致金融支农积极性不高。应当加强财政部门与金融部

门间的配合，最大限度地调动金融机构开展农村信贷

业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发挥财政和金融各

自在支农上的比较优势，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首

先，加强财政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引导和扶持，可以考虑

财政资金直接投入、税收优惠与农业保险相结合的模

式，直接给予农村金融机构一定的财政资金投入，改善

农村金融机构经营状况 ；通过税收优惠和农业保险缓

解农村经济对自然的依赖，以降低农村金融的风险。其

次，加快农村信用担保体系建设，通过农户联保、设立

地方专业担保机构、合理扩大担保品范围等措施，降低

农村金融融资成本，解决农民抵押难、担保难问题。此

外，可以将财政支农惠农补贴统一通过农村金融机构

来发放。如何将千头万绪的支农资金整合使用，统一规

范管理，防止挪用截流，发挥集合效应，一直是财政部

门在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而与金融机构合作恰是一

种很好的思路，既可增强资金的安全性，又能利用金

融机构相对较为广泛和完善的信息系统以及业务网点

来提高支农资金的拨付速度和使用效率，同时也可以

增加农村金融机构的业务量，提高其赢利能力。在监管

上，对财政直接投入金融机构的资金和通过金融渠道

发放的财政支农资金，可以采取财政部门与银行监管

部门联合、以财政部门为主的管理方式，建立部门联合

的双重监管，以加强监管的有效性，增强财政资金的使

用透明度与运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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