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镇养老保险体系的“对接”问题。农

民工进城具有流动性强、去留不定、收

入水平有限等特点，因此简单要求农

民工直接参加城镇养老保险是不现实

的，完全不变更其在农村的养老保险

管理户籍也难以做到，因此必须采取

有效措施完成城乡养老保险“对接”制

度设计，以免除交纳养老保险农民进

城的后顾之忧和保证农民进城后养老

保险的可持续性。具体做法上可借助

城乡统一的金融服务体系，借助银行

统一的账户管理办法，为农民开设养

老保险缴费专户，坚持“方便农民与城

镇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衔接”的原则。在

银行服务网络技术的支持下，灵活地

处理参保人身份、缴费方式和携带转

账等信息。在农民进城务工、婚嫁或迁

徙等情况下，保证将其账户上积累的

养老保险金划转到新址养老保险机构

为他们所设立的账户上。采取人动但

账户基金积累相对稳定的做法。农民

进城后的缴费仍然可以由银行自动划

账完成，以保证农民养老保险缴费的

可持续性和基金账户的查询与满期给

付的及时性、安全性。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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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探讨

农村金融体系的建构研究

满相忠  路 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农业银行

的恢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成

立、以及农村信用社的分离，我国农村

金融部门逐步形成了商业性金融、政

策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共存的基本格

局，但由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在市场竞

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存在着农村金融

体系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支持乏

力、农村金融边缘化、总量供不应求、

农民贷款难等问题。不仅如此，农村居

民大量的储蓄存款通过农村金融体系

流入到城镇经济发展中。因此，农村金

融没有充分起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

作用。

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对 2 万

多农户借款的调查，银行农村信用社

贷款占 32.7%，私人借款占 65.97%，

其他占 1.24%。特别是中部地区，农户

银行贷款仅占 5.36%，私人借款则占

了71.26%；东部地区农户借贷资金中

绝大部分来自民间金融。农户借贷资

金用于生活开支方面的比例高达

47.8%，而用于农业生产方面的开支

仅占11.7%。由此可见，解决农业和农

村经济发展融资难问题，不能把城市

的金融发展模式简单移植到农村，不

能完全寄希望于包括外资机构在内的

金融机构竞争带来的效率改善和服务

质量提高，必须把金融的市场调节和

政府的政策扶持有机结合起来，构造

适合我国国情的功能完善的农村金融

服务体系，包括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银

行金融、合作性金融、保障性金融、民

间金融以及其他市场性金融服务，其

中至为关键的是要建立强有力的农村

政策性金融服务体系。

1.政策性金融。在 W TO 框架下，

国内农业支持在性质上属于政府行为，

农业政策性金融从资金支出来看，大

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政府通过财政资

金直接对农业提供一般政府服务，如

政府财政直接增加对农业科研、病虫

害控制、培训和咨询服务、检验服务、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资。二

是财政补贴，包括直接对农业生产、经

营主体进行收入性质的补贴，如粮食

安全储备补贴、对生产者的直接补贴

等；通过政策性信贷活动对农业的间

接补贴，如贷款利息补贴等。三是通过

农业政策性金融方式予以资金支持，

如粮食安全储备贷款、农业综合开发

贷款、农业基建和技术改造贷款、农业

结构调整贷款、农业基础设施贷款、农

业政策性保险等。政策性金融的实施

主体包括政策性银行、保险机构、信托

投资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在政策性

金融的实施环节上，应将原来按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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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定业务为主的模式转变为按机构划

定业务与业务招投标并存的发展模式，

以改善政策性金融的运作方式和效率。

在机构上仍保持一定分工，如国家开

发银行主要负责农村大中基础设施项

目的资金投入，农业发展银行则负责

农村中、小型项目的资金投入等。

2.商业性银行金融。包括向农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行业协会等农村微

观经济组织、乡镇企业提供贷款、支付

体系（代收代付、转账结算）等。农业

银行在这方面有着其他金融机构不具

备的长期服务于“三农”的经验和网点

优势。但是，只要政策到位、有利可图，

就能够引导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开展

农村金融业务。

3.合作性金融。主要业务包括传

统的存款、放款、汇兑等，主要发放农

户生活性、生产性小额贷款，对农村微

观经济组织提供资金支持。随着市场

竞争的加剧和合并重组活动的开展，

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功能可以走向齐全

化。在立足“三农”、服务“三农”的

基础上，合作性金融可以积极拓展服

务领域，创新服务品种，增加服务手

段，逐步开办代理、担保、信用卡等中

间业务，以及尝试票据贴现、外汇交

易、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等业务创新，

为农户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金融服务。

4.保障性金融。主要包括农业保

险和农村人身保险。可以建立专门的

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也可以由国家

财政对商业性保险机构和农村信用社

予以补贴，鼓励其从事农业保险业务。

同时，积极引导多形式的商业性保险

进入农村市场，特别是加大商业性农

村人身保险的供给，为失地农民、农民

工等广大农村居民面临的养老、医疗、

生育、失去土地、意外事故等风险提供

保障。

5.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现代农业

仅仅依靠当前农户和农村微观经济组

织的自身积累、国家财政支持及金融

机构信贷投入，还无法解决资金供求

的矛盾。应大力培育资本市场，通过发

行股票和债券筹集农业资金和企业资

金 ，为农业发展和农村乡镇企业可持

续发展提供推动力。

6.农村民间金融。民间借贷虽属

非正规金融，但实际上具有正规金融

所不具备的制度优势、信息优势、成本

优势、速度优势。农村地区人口相对分

散、融资额度较小，金融服务产品较

少，农村民间借贷可以与正规金融形

成互补，能有力促进民营经济与中小

企业发展。应采取措施，切实改善民间

借贷发展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坚

决打击高利贷等违法行为，使其成为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有益的组成部分。

7.其他制度安排和市场性金融服

务。其他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信用制度、

担保制度。农村贷款难的重要原因是

信贷双方信息不对称，农村经济主体

自身资本实力不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弱，信贷风险大。在社会信用制度框架

内建立各经济主体的信用记录档案，

有利于消除信贷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

称问题；合作性或政策性的担保可以

减小信贷风险，减少金融机构在农村

地区放贷的顾虑。其他金融服务主要

包括农村证券经纪业务、农村信托租

赁业务、企业财务顾问、企业法律顾问

和咨询业务等。

（作者单位：山 东省贸易职工 大学

  山东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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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滑县财政局书画比赛

丰富职工文化生活

近日，河南省滑县财政干部职工以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讲正气、树新风”为主题，举办了软、硬笔书法和国画、水粉

画、 素描、漫画比赛，丰富了职工业余文化生活。

（王子瑞  杨卫华  摄影报道）中
国
财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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