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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中要发挥金融的作用
汤 敏

新
农村建设已经成为“十一五”期间各级政府工作的重

中之重。然而，在财政加大资金投入的同时，农村资

金却在以每年数千亿元的规模大量流出，长此下去，工业反

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战略以及新农村建设的效果可能

会大打折扣。最近，几个民间小额贷款试点公司的成立，标

志着多元化农村金融的开放。如何使多元化农村金融做多

做强，找出在新农村建设中适合的金融形式，是新农村建设

中的当务之急。

农村金融形势不乐观

在过去的几年里，为减轻农民负担，中央与地方财政都

加大了对农村的投入。仅取消农业税一项，2005年就减少

了农民负担 220 亿元，人均 28元。此外还对农民种粮进

行补贴。这些措施都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了

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然而，在财政增加投入的同时，农村资金却在通过金融

机构流向城市。如 1.2万亿元的邮政储蓄存款就有 1/ 3 来

自农村，只存不贷的机构性质使这些存款都流到城市。而农

村信用社则是通过多存少贷的方式，从农村抽出资金，其

2005 年 1 1 月的存款余额达 3.2万亿元 ，存贷差高达上万

亿。粗略估算，一般认为农村每年的资金流出至少在 2000

- 3000 亿元之间，而 2004 年农民纯收入也仅为 2.2万亿

元，农村失血可见一斑。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随着以降低不良资产，提高商业化

程度为主的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深入，农村金融缺位的问题

有可能会愈演愈烈。自 2003年开始的农信社改革，在减少

不良资产、扩大资本金投入、机构改革以及降低经营风险的

同时，由于大部分农信社法人从乡一级上升到县一级，很可

能会导致资金更多地流向县城经济、工商业和城市。从银行

管理的角度看，过多的网点、过小规模的贷款都会增加银行

的经营成本，农信社及农业商业银行可能会更多更快地从

农村撤离，特别是从贫困地区的农村撤出，如20世纪90年

代末商业银行网点大规模从县城和贫困地区撤离就是明证。

农村金融呼唤新机制

10多年来，很多国家打破以国有银行为主的农村金融

中的低利率、低回报方式，以创新的模式，通过民间投资，

成功地发展了一批商业上可持续的农村银行。

国际经验证明，在合适的机制下，农村金融完全可以以

商业化的形式存在并发展壮大。如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

农村小额贷款运动，就是新型农村金融最成功的典范。这一

起源于孟加拉国、针对农村与城市低收入人群的新型贷款

取得成功后，又在印度、尼泊尔、菲律宾等国得到推广，现

已遍及全世界，使好几亿人受益。与小额贷款类似的泰国农

村和农业合作银行（B A A C）、印尼人民银行（BR I）等，都

是亚洲国家成功地推行农村金融的典范。中南美以及东欧、

中亚等国改革农村小额贷款方式，将其推广到城市贫困人

口开办的微型企业中，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些小额贷款

银行不但不需要国家的补贴，而且还能创造很高的利润。根

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一些好的小额贷款银行资本回报率甚

至高于全球最好的大商业银行。

在政府支持下，近年来亚洲一些比较贫困的国家如蒙

古、柬埔寨、巴基斯坦等国也成立了一些以小额贷款为主要

业务的农村银行，并在短短的几年里发展成为本国效益最

好的银行。其中，蒙古的可汗银行把几近破产的一个国有农

业银行改造成了一个有全新所有制结构、全新业务的可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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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金融机构，成为蒙古国盈利最高的银行之一。2000年才

从一个民间组织（N G O ）转制成立的柬埔寨A C LED A 银行

到 2004年底，其财务实力被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评为 D 级，

为亚洲最好的国内银行之一，2005年，该行贷款增加52% ，

税后利润增加 104% 。

以上案例说明，农村金融需要有一个全新的机制、全新

的理念、全新的操作方式。因此，农村金融要打破传统银行

只对少数富裕的客户贷款的方式，把工作重点放到包括贫

困人群在内的广大农民身上。“穷人也能用好贷款”是全世

界几百家小额贷款机构的实践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这一

结论不仅适用于十分贫困的国家，也同样适用于中等收入

的国家甚至于发达国家。农村金融要取得成功，就要有一种

与一般商业银行不同的贷款与还贷机制，即首先要打破以

不动产抵押为核心的贷款抵押机制。如可通过投资项目的

未来现金流甚至通过几户联保等方式替代不动产抵押。为

广大农民服务，还要改变商业银行坐商式的经营方式，信贷

员要到村子里去，把业务做到田间地头。

要使参与小额贷款的金融机构能赚钱、可持续发展，国

际经验证明，最关键的是利率的高低要合适。小额信贷具有

额度小、成本高的特点，只有较高的存贷差才能弥补操作成

本。因此不能用一般银行对工商业以及较大的农业项目的

利率水平来套小额信贷的利率。在国际上，成功小额贷款的

存贷差一般要高达10-20% 左右。国内外各种调查都显示，

对于农民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能否借到钱，利率稍高一些

是可以承受的。

农村金融需要不断创新

在国际机构、民间组织的支持下，中国曾经有过300多

个小额贷款试点，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市。然而，除了农信社

开展的农户贷款之外，绝大部分的小额贷款试点都长不大。

为什么农村小额贷款银行甚至能够在那些贫困的、低增长

的亚洲国家成功，而在全球经济增长较快的中国就做不好、

做不大呢？

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大部分的小额贷款机构都是小规模

的试点，没有能升格为正规金融机构，也不能扩大运作范

围，因没有正式的名份，人们都把它当成一个短期的扶贫项

目来做，持续性不强。小额贷款是信用贷款，靠的是“有借

有还，再借不难”的还款激励机制，一旦人们知道这一项目

要结束了，就没人愿意还钱了。另外，小额贷款的培训、机

构管理、自我监督的成本很高，如果没有较大的贷款规模来

分担，也很难持续。另外，这些机构的工作目标在一开始就

存在偏差，往往强调它的扶贫功能，以公益性的小额贷款为

主，参与的组织也主要是妇联、慈善组织、研究机构等，而

不是以商业运作的方式来推动。

中国的小额贷款试点不成功的另一根本原因在于缺乏

资金扩大机制。国际经验证明，小额贷款机构如果不能吸收

存款，或是得到由商业银行或政策银行提供的批发贷款，就

不可能成为真正可赢利的商业机构。只贷不存的金融机构

要承担巨大的风险，付出很高的操作成本，但又不能像真正

的投资公司一样按股本收取回报，而是像银行一样收到的

仅是利息，没有可持续性。因此，当前的只贷不存的小额贷

款试点应该只是一个过渡措施，条件成熟时要及时调整，给

投资者一个长期发展的预期。

农村小额贷款机构的发展还需要有其它机制的配合。

农村金融主要是为农户的种植、养殖业服务的，而这些行业

受天气、市场的影响很大。除农村金融机构本身要建立风险

储备金之外，还应该配合建立农业保险体系，以减少信贷机

构的风险。经验证明，社区性的农村金融机构很难抵御大规

模的气候异常、大面积的病虫害等系统风险。只有通过更大

规模的农业保险才能解决这类问题。中国的农业保险才刚

刚起步，国家应该加快推广农业保险的步伐。

最近，亚行与北大经济研究中心设计的通过农业龙头

公司成立担保公司，也是多元化农村金融的一个可行的模

式。通过调查发现，龙头企业对生产基地内的农户的生产、

经营状况了如指掌，通过收购农产品他们又掌握着农户的

现金流。这些都是在金融上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和控制手段。

如果由龙头企业成立一家专业的担保公司来担保和其关系

紧密的农户向信用社或农行的贷款，农行、信用社风险就会

大幅降低，贷款意愿大大加强，农户就可以借到钱来发展生

产。对龙头企业来说给这些农户提供担保风险非常小，而

且，根据国家的规定，担保公司每一元的资本金可以给高达

5 至 10元的贷款提供担保。通过收取担保费，担保公司还

可以有一定的利润。推广这种龙头企业加担保公司加银行

加农户的四位一体的金融创新方式，龙头企业就可以迅速

扩大基地规模、做大做强。

借新农村建设的东风，中国的农村金融正处于一个大

发展的关键时刻。经过多方努力，去年底今年初，经有关部

门批准，在山西省平遥县成立了两个只贷不存的小额贷款

公司，四川省广元市的小额贷款公司也获批挂牌，标志着多

元化农村金融改革终于拉开了序幕，农村金融大有可为。当

前，政府的机构准入政策、税收政策、监管政策以及其它各

种支持政策对未来农村金融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

一个更开放的金融环境下，借力于民间资金，中国一定能在

农村金融的发展上取得重大突破。
（作者为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  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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