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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今年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

将扩大到哪些省？
有哪些具体要求？

2003年，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

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

知》精神，经国务院批准，吉林、山

东、江西、浙江、江苏、陕西、贵州、

重庆等 8 省市开展了改革试点工

作。一年来改革进展顺利，成效显

著。今年为一步推进农村信用社改

革，国务院决定将进一步扩大试点

范围。
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按照

自愿参加、严格审核的原则，国务院

同意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

古、辽宁、黑龙江、上海、安徽、福

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

四川、云南、甘肃、宁夏、青海、新

疆等21个省（区、市），作为进一步深

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地区。
国务院要求，扩大试点的地区

要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是以法人为单位，改革农村

信用社产权制度，明晰产权关系，完

善法人治理结构，区别各类情况，确

定不同的产权形式。在制度选择

上，可以实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

也可以继续完善合作制；在组织形

式上，有条件地区的农村信用社可

以改制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

作银行等银行类机构或实行以县（市）

为单位统一法人，其他地区也可以

继续实行乡镇信用社、县（市）联社各

为法人的体制。对少数严重资不抵

债、机构设置在城区或城郊、支农服

务需求较少的信用社，可以考虑按

《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予以撤销。
二是改革农村信用社管理体

制，将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交由省级

人民政府负责。农村信用社交由省

级人民政府管理后，有关方面要按

照“国家宏观调控，加强监管，省级

政府依法管理，落实责任，信用社自

我约束，自担风险”的要求，认真落

实监督管理责任。

三是转换农村信用社经营机

制，改善支农服务。要以改革为契

机，以加强支农服务、改善支农效果

为目标，加强内控制度建设，逐步推

进经营机制转换。
国家对扩大试点范围地区的农

村信用社给予的扶持政策总体上仍

按《试点方案》的规定执行，个别政

策进行微调。对 1994年一 1997年期

间亏损的农村信用社保值贴补息给

予补贴。从2004年 1月 1日起至2006

年底，对参与试点的中西部地区的

农村信用社一律暂免征收企业所得

税；其他试点地区的农村信用社，一

律按其应纳税额减半征收企业所得

税。从2004年 1月 1日起，对试点地

区农村信用社的营业税按 3% 税率征

收。
对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继续

按 2002 年底实际资不抵债数额的

50% ，由人民银行发行专项中央银行

票据或安排中央银行专项借款，其

中专项中央银行票据用于置换农村

信用社不良资产和历年挂账亏损。
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

点工作，在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由

银监会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参

加扩大改革试点工作的 21 个省（区、

市）人民政府要按照《试点方案》和

本意见要求，成立深化农村信用社

改革试点领导小组，抓紧制订改革

试点实施方案，经银监会会同人民

银行、财政部、税务总局审核，报国

务院批准后组织实施。管理体制改

革年底前要基本到位，产权制度改

革、内部经营机制转换等工作，要因

地制宜，积极稳妥推进。
国务院要求，改革试点中，要处

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保持

农村信用社各项业务和管理工作的

正常开展。要加强宣传和引导，组织

动员有关方面积极支持和参与改

革；要注意防范和处置可能出现的

支付风险，确保改革平稳进行；要遵

守纪律，顾全大局，防止借改革之机

突击进人、突击提干、突击花钱，防

范各类道德风险；要严格清查资

产，追讨债务，分清责任，严惩犯

罪；要特别注意做好改革期间的支

农服务工作，积极促进农业和农村

经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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