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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三农∀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党中央和国务院重点关注的问题, 西藏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和历史原因,

农牧民的生活改善较为缓慢,长期以来中央一直给予高度的重视。农牧民小额信贷和农业保险工作在中央政府

特殊的优惠政策下相继进行,笔者认为可以将这两项工作结合在一起进行,以达到更有效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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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支持作用, 为促进西藏地区农牧

业经济的发展, 促进农牧民增收, 一直以来, 中央一直给与西藏地

区特殊优惠的金融政策, 在农牧民中大力开展信贷支持工作。

2006年底, 人保西藏分公司在西藏地区开展农业保险的试点工

作。"十一五 "规划把金融体制改革作为构建经济发展机制的关键,

在西藏地区开展金融体制改革, 笔者认为可以将农牧业信贷与农

业保险捆绑在一起进行,以达到减少成本, 降低风险等目的。

1 农牧业经济在西藏经济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长期以来, 农牧业一直是西藏的主导产业, 尽管近年来西藏农

牧业总产值在 GDP中所占的比重在逐年下降, 由 1995年的 62.

83%逐年降至 2005年的 22. 09% , 但在国民经济所占比重仍然较

大, 农牧业人口仍占全区人口的大部分 ,农牧业在西藏国民经济中

具有基础性的地位, 是西藏经济的基础产业,对西藏经济的发展起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大力发展农牧业信贷工作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党

中央、国务院赋予西藏一系列特殊优惠的货币政策, 其中, 与 "三

农 "有关的特殊优惠政策有:实行优惠贷款利率; 对农牧区不实行

现金管理; 对农牧区借款人的逾期贷款一律不加罚息; 对各家商业

银行实行利差补贴; 对农业银行给予特殊费用补贴等。

近年来, 西藏各级银行机构认真贯彻执行中中央赋予西藏农

牧区的特殊优惠金融政策, 改进农牧金融服务, 增加农牧信贷投

入, 在促进农牧区经济发展、农牧业结构调整、农牧民增收等方面,

做了大量的工作, 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 2006年末, 全区共发放

贷款证 (不含钻石卡 ) 344324本,占总农牧户的 87. 23% , 贷款证的

实际使用率达 91. 08% ,农牧民人均贷款达 1231元,获得小额信用

贷款的农牧户占全区农牧户的 79. 45%。 2006年度农行西藏分行

累计发放涉农贷款 31亿多元,贷款余额达 42. 7亿多元,占全行各

项贷款增加额的 64. 44% , 涉农贷款占全行贷款总额的 41. 03%。

增速比全行各项贷款速度高出 10. 65个百分点,比西藏 GDP增长

速度高出 12. 34个百分点。在各类涉农贷款中, 农牧民到户贷款

余额达 28. 9亿多元。其中小额贷款余额为 21. 3亿多元,使中央赋

予西藏的金融优惠政策惠及农牧区千家万户,有力地促进了农牧

民的安居乐业。

西藏农牧业信贷实施了贷款证制度, 其基本做法是: 信用放

款、一次核定、随用随贷、逐笔立据、余额控制、周转使用。贷款证

以农户为单位, 通过资信评定, 逐户核发, 一户一证。按农牧户年

人均纯收入 1500元、1300元、300元以上的标准, 分别发给金、银、

铜卡贷款证,信用额度分别为 1万元、6000元和 3000元。同时, 凡

人均收入在 1300元以下的农牧户的贷款为扶贫贷款,以进一步体

现中央对西藏实行特、优、宽的金融政策,减轻农牧民负担。这一

贷款证制度的实施,对农牧民增收起到了十分显著的效果。

3 西藏地区开展农业保险的必要性

保险是金融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 在分散风险,补偿损失方面

起着重要的作用。农业保险是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

殖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提

供保障的一种保险。农业保险是农业综合支持保护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运用经济手段支持农业生产、完善农业保护体系、间接

保障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西藏地处世界屋脊, 平均海拔高, 自然环境十分恶劣, 气候变

化无常,每年都有雪灾、风灾、地震、泥石流、山体滑坡、冰雹、干旱、

低温冷冻等自然灾害发生 ,频繁的自然灾害给农牧业生产和经济

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以往发生自然灾害, 采取的救灾形式主

要有民政救济、中央财政的应急机制和社会捐助。但西藏地区的

财政收入本来就十分有限,有限的财政支农扶贫款、救灾专项款以

及社会捐助相对于广大农牧民所遭受的经济损失来讲, 可谓杯水

车薪。而且政府的专款和社会捐助往往要经过各级政府机构, 几

经辗转,难以有效发放到受灾民众手中。农业保险无疑能加快损

失赔偿速度,而且还能促使各级政府、农业部门、农牧民等多方增

强风险防范意识,使农牧民得到更多的补偿和保障。

4 农牧业信贷与农业保险捆绑的可行性

农业保险承保的风险是自然灾害及意外事故, 由于农业风险

的相关性和灾难性, 决定了农业保险必须具有较高的费率,又由于

农业生产的低收益性, 使得农民难以负担高额的保费 ,他们往往面

临较高的风险又鲜有投保的意愿, 一般的商业保险公司由于无利

可图,而不愿意经营农业保险。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性、高赔付与农

民有限支付能力又希望获得高保障水平的矛盾, 以及农业保险的

政策性与保险公司的商业性经营的矛盾日益尖锐, 致使农业保险

试验跌入低谷。由于国家对 "三农 "问题的关注,随着农村金融结

构的改革,从 2004年起,我国开始进行新一轮的农业保险试验和

改革。农业保险的模式有所改革,主要采取政策性保险为主。

目前我国农业保险主要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 各级地方

政府支持、有关职能部门协作试办。 2006年底, 中国人保财险在日

喀则地区的拉孜县、那曲地区的双湖区与当地签订了政策性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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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试点合同。按照实施方案, 此次投保试点期限为一年, 费用

90%将由自治区财政承担, 牧民群众承担 10% ,对有参加涉农商业

保险意识, 但承担 10%确有困难的牧户, 地区、县级财政将通过财

政补贴的方式帮助解决。牧民群众投保后, 对因灾造成牲畜死亡

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由区人民政府统一按照相关程序申报保险公

司, 经保险公司受理确认后,牲畜死亡 4%以上 (含 4% )将可获得

牲畜当地市场价 70%的理赔金额。这种方法由政府将救灾专项款

划拨一部分转由补贴保险公司承保农业保险, 大部分由政府买单,

大大减轻农牧民的负担, 提高投保的积极性。将风险由单一农民

和政府处转移至保险公司, 而保险公司自有一套将风险再次分散

和转移的方法, 如风险证券化、建立风险基金、再保险等。

此次试点采用的是自愿参保的方式, 笔者认为, 可以将农业信

贷与农业保险连接起来, 即农牧民在申请农业信贷的时候, 银行根

据其申请的项目, 扣减相应的保险金额 ,凡申请贷款必须购买农业

保险, 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强制投保, 这样做利用农业保险与农业信

贷各自的特点, 相互弥补其劣势, 可以达到以下的效果:

∃ 减少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成本支出银行保险是指保险公司

利用银行作为营销渠道, 通过与银行建立多层次的合作关系,销售

与银行客户需求相一致, 与银行产品具有相似性或互补性, 手续方

便快捷的保险产品, 从而建立一个具有广泛客户群基础的地成就、

高品质的业务运作平台。虽然我国法律明文规定, 银行、保险实行

分业经营, 但是我国实行的分野经营制度也不是绝对地分离,在保

险产品的销售上, 允许商业银行代理销售保险产品。将农业信贷

和农业保险结合进行, 应该算是银行保险的一种形式, 在实行上已

经不存在太多技术上的难度。

西藏农牧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 给农牧金融工作带来了很大

的困难。保险业在西藏地区的发展才刚刚起步,特别是农业保险。

保险公司推广农业保险必然花费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 而农业

保险本身是没有什么利润可言的项目, 这将大大打击保险公司开

展农业保险的积极性 ,使得农业保险难以顺利发展。

相对农业保险, 农业信贷工作在西藏地区开展较久, 目前获得

小额信用贷款的农牧户已占全区农牧户的 79. 45% 。将农业保险

与信贷相连接,利用银行已经铺开的网络,进行农业保险的宣传与

承保工作, 不仅可以大大降低保险公司的展业成本, 同时保险公司

给与银行一定的报酬 ,使双方的利益均得到提高。

% 降低信贷风险,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农业的高风险, 往往

成为农民获得必需的农业贷款的障碍, 特别是西藏地区,自然灾害

发生频繁,农牧业收入十分不稳定,这给农牧民偿还贷款带来一定

的难度,降低了农牧业信贷的还贷率。农牧民不是不想按时偿还

贷款,而是根本没有能力偿还, 这将导致他们的信用度降低, 再次

取得贷款的难度增大, 而难以再次取得贷款, 灾后重建, 再生产难

以有效进行,偿还贷款的可能性更小, 如此恶性循环, 不仅无法使

农牧民的生活得到较大的改善, 银行更容易积累大量坏账。将农

业保险与农业信贷相连接 ,可以补偿农牧民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

故导致的损失, 避免农牧民因损失而无法偿付贷款, 提高农牧民的

信贷地位。另一方面,可以降低银行的信贷风险。

另外,由于大多数农牧民缺少必要的保证、质押、抵押条件等,

对超过小额信用贷款额度的贷款需求, 银行很难满足。但若农牧

民参保了农业保险, 可以考虑利用保单作为保证, 适当提高农牧民

的信用贷款额度。

& 扩大农业保险的承保面, 避免逆向选择由于目前的农业

保险试点采取的是自愿保险的方式, 因此在实施的过程中难免出

现逆向选择的风险, 即风险较大的群体参加投保, 而风险较小的群

体倾向于不参加投保, 这样使得保险公司的赔付率增大,容易导致

亏损。而西藏地区由于其地缘宽阔, 农牧区分布分散, 强制性保险

在具体实行上具有较大的难度, 难以做到人人投保。将农业保险

与农业信贷相联系, 可以减少在实行上的难度, 进一步扩大承保

面,实现风险的有效分散。目前, 亚洲有的发展中国家, 如泰国、菲

律宾、印度等, 就是采取这种方式, 只对那些栽培被保险农作物并

且申请到这种农作物生产贷款的农户,实行强制投保。

因此,在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促进农村金融体制改

革之际,可以考虑将农业信贷与农业保险相连接, 并行开展。各级

政府机构,银行, 保险部门紧密合作, 提高西藏地区农牧民的生活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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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 因此基于这中现状, 我国应针对贫困家庭居民附近建设免

费的体育场所,促进体育大众化的宣传 ,带动更多的人进行体育活

动, 从中获得益处,后再进一步的促进体育其他的某些消费。

总之, 通过对体育消费现状的分析, 我们应该总结到必须从中

国的国情出发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经济水平,从实际出发,

通过大众媒体等各种手段去大力宣传体育消费, 促进体育消费,进

而提高体育产业,促进体育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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