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缺少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农业产业化和

劳动力转移就难以快速推进，因此，必须切实抓好培训工作。
一是要贯彻“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

针，不断增加对农村劳动力培训的投入。 从磴口县的实际情

况看，当前农村科教投入严重不足，单靠政府投资是不够的，
要引导全社会加大对农村科技的投入 。 二是要全面统筹规

划，整合教育资源，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搞好培训工作。 三

是在加强基础教育、强化职业技术课的同时，继续实施“阳光

工程”，对不能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进行技能培训。 四是

充分利用远程教育资源， 大力发展农村成人教育。 针对农

村劳动力文化低、年龄大、技能低的特点，重点抓好新型实用

技术培训，做到集中培训与现场示范、印发资料相结合，全面

提高劳动力素质。

（四）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综合开发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此必

须重视农业的发展。 挖掘农业的内部就业空间，增加农业的

内部就业机会，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综合开发，进行

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项目，加快农

业产业化和一体化进程，尽可能多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五）加速培育农牧业劳动力市场，做好农牧民工维权工作

需要在劳动力宏观管理政策和就业总体规划的指导下，
逐步建立起有组织、开放型的农牧业劳动力市场，建立和健

全包括就业信息、咨询、职业介绍、培训在内的一条龙社会化

就业服务体系， 完善劳动法规以及劳动力市场管理制度，使

企业和劳动者双方的合法权益都得到保障，为劳动者营造一

个凭自身素质公平竞争就业的环境和氛围。

农村金融供求现状调查分析
任 莉 陈珍珍 张淑琴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财务会计系）

[摘 要] 文章以农村资金需求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金融资金的供给现状，努力从多方面、多角度探求各种

改善农村资金供给的措施，以期为农村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关键词] 农村金融 资金供给 现状调查

此次调查是为了了解农村金融的需求情况和金融机构

对“三农”的支持力度，进而为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满足农村

的金融需求，促进农村金融业快速、健康发展寻求道路。
一、调查设计及说明

由于农村金融需求多种多样，既有农村企业和合作经济

组织生产融资的需要，也有农民个人和农户生产生活的融资

需要，还有农村集体和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需要，为此，
此项调查选择农民（农户）、农村企业及村委会组织为调查对

象，并采取抽样方式确定问卷样本量。
根据样本总量，按各省市和自治区农村人口数、村委会

分别确定各省市自治区样本量。 根据经济承受能力及可操作

性，选择一般条件估算的值 2041 作为样本量。 此次调查共发

放农户问卷 2000 份，回收 1956 份，回收率 97.8%，有效问卷

1897 份，有效率 97%；共发放村或社区问卷 100 份，回收 96
份，回收率 96%，有效问卷 89 份，有效率 92.7%；共发放农村

经济组织和企业问卷 100 份，回收 90 份，回收率 90%，有效

问卷 81 份，有效率 90%。
从农户的基本情况来看，被调查者中男性 1368 人、女性

529 人。年龄结构是 18~25 岁 235 人，26~35 岁 446 人，36~45
岁 599 人，46~55 岁 429 人，66 岁以上 188 人。被调查者的职

业状况是在本村务农的有 562 人。 被调查者的教育程度是不

识字 151 人，小学 443 人，初中 813 人，高中或中专 317 人，
大专 102 人，本科以上 71 人。

二、农村的金融需求状况

农民的金融需求，体现在存款的需求、投资的需求以及

贷款的需求等方面。 农民有了收入，就会自然而然考虑存款，
或者理财投资。 据调查结果表明，主要存在以下几个特点：

1.农村金融服务需求多样化。 调查反映,农户在办理贷款

时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有贷款利率高、担保难、额度小、期限

短、手续过于繁琐、评估抵押费用较高、上门服务少等，其中

反映担保难和手续繁琐的有将近 50%，20%的农户希望提供

消费贷款，而 73%的农户希望有关部门提供信用贷款，表明

了广大农户对信用贷款和消费贷款的迫切期待。 另外需要结

合金融服务，主要包括通存通兑。
2.农村信贷满足程度存在结构性差异。 从调查情况看，

种养殖业等农村第一产业获得信贷支持相对不足。 同时，目

前信用社投放的贷款期限最长为一年，这与当前农村经济结

构调整后多样性需求是不相符的。
3.贷款需求较大，正规金融机构无法提供充足的资金贷

款。 从调查反馈情况看，农户贷款需求大，约占样本农户的

35%, 约有 23.7%的受调查农户认为需要银行或农信社的贷

款，但正规金融机构并不能满足生产用途和生活用途的资金

需求。 农村信用社是农村正规金融的主要代表，也是农户从

正规金融机构取得资金的主要渠道。 正规金融机构的供给不

足必然会导致农户在存在资金需求时转而求助于非正规金

融机构，如亲朋好友等。
4.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下的

国有商业银行，以盈利最大化为经营目标已成为重要的改革

方向。 针对这一改革方向，各国纷纷调整经营战略，以商业银

行入手，不约而同地大量撤并农村地区及欠发达地区的营业

网点与分支机构，同时逐步向城市靠近，收缩并上收贷款权

限。 农业银行作为长期以来农村地区最重要金融机构，坐观

其他国有商业银行撤出农村金融市场，紧随其后也跟着收缩

农村金融市场， 而把填补网点与业务上的空白置之不顾，更

为重要的是，不论是国有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对于期限长、
见效慢、风险高的农业项目，都不愿投入资金，仅仅是为了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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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利润最大化和资源配置有效性的原则， 这些举措之下，金

融机构对农业信贷投入的逐年减弱已成定局。
三、农村的金融供给状况分析

根据对全国农村金融需求的抽样调查表明，农村金融供

给及发展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1.农村信贷农业生 产 周 期 长、季 节 性 强，受 自 然 资 源 和

自然灾害影响大； 信贷的需求主体数量大、 经营规模小、分

散；农民收入水平低、抵押品严重不足的特点,使得农村金融

的交易成本和信贷风险都较高，逐渐呈现“粗短”化的趋势，
金额大，却又期限短。 调查显示，65%以上的农户信贷金额需

求为 5000 元以上，55%的贷款期限为 1 年以内。
2.农业保险机制发展不够完善，难以适应农村经济发展

的需求。农业作为弱质产业，需要农业保险为其提供服务。目

前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规模小、数量少，供给结构失衡，理赔

及风险补偿机制发展尚不完善，跟不上农村经济对农业保险

的需求。 农业生产周期长，自然损失严重，农业保险赔付率

高，农业保险机制又缺乏相应政府补贴等政策支持下，使得

商业保险机构望而却步，农业保险业务面临严重萎缩，甚至

出现了原有开办的险种现已停办。 从发放问卷的 100 家农村

微型企业来分析，只有 12 家企业投入农业保险，占调查总数

的 12%,获得过农业商业保险赔付的就有 10 家，占投保数比

例 83.3%。 因此，正是由于农业保险赔付率高，使得我国农村

保险市场发展滞后，难以满足新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
3.农户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难，贷款利率高。 农村金融

服务仍有空缺，农村金融网点覆盖不全面。 农民普遍感觉，贷

款率过高，对于偿贷的能力不能确定。 并且农村金融网点的

布局工作还需要推进，截至 2009 年底，全国金融网点空白乡

镇还有 2792 个，金融网点空白行政村超过 94.53%。 “金融网

点少，离家距离远”是农民普遍不满的问题。
4.小额信用贷款难以满足农户的需求。 一是在农民发展

养殖业、规模化种植和农产品加工等产业化经营都需要较大

资金推动，小额信贷往往难以满足。 而且小额信贷还款周期

较短，一般是半年至一年，有的只有两三个月，而这些生产经

营生产周期较长，有的要三五年。 初期投入多、风险大，生产

周期又不适应，小额信贷对此没有多大帮助；二是额度太小，
一般在 5000 元上下，高的也不超过 1 万元，因为通常大额贷

款都需要担保或抵押，而农民既没什么可担保的物品，更缺

乏可抵押品，而从实际需求看，大部分每户要 2 万~4 万元。
四、针对改善农村金融供给现状的若干政策建议

对全国农村金融需求的抽样调查表明，我国农村金融服

务正在不断发展，金融产品也不断增多，农村信用社是农村

金融服务的主渠道，农村邮政金融服务也迅速发展，农民的

金融需求和行为日益多样化。 但是农村金融服务仍不能满足

农民的需要，当前迫切需要加快农村金融网点的布局，拓宽

农民融资渠道，改善金融服务质量，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对此

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不断扩展金融产品和服务手段。 我国应积极指导农村

金融机构研究推广农村信贷，探索多种形式的抵押、质押和

联保贷款的办法，切实解决贷款难问题，为农民提供全方位、
多 功 能、多 层 次 的 服 务，为 农 村 金 融 市 场 提 供 多 层 次、多 元

化、差异化、优质化的金融服务产品。
2.积极拓宽农村融资渠道，增加农村资金供给。 我国应

大力支持县域金融机构开办个人、企业委托贷款业务，通过

金融手段引导民间资本有序流动。 鼓励和积极培育农村小额

信贷组织，大力发展非政府专业小额贷款机构，拓展商业银

行的资金回流机制， 有效遏制农村资金大量外流的现状，增

加农村可使用的资金量，努力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金

融服务。
3.不断扩大农村金融机构业务，加大对农村经济发展的

资金投入。 为加快推动新农村建设，我国应出台一系列的政

策来鼓励各金融机构加大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支持。 农

村各金融机构业务应不断扩展业务范围，加大对农村经济发

展的资金投入。 例如，以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业务是只吸

收存款、不发放贷款，目前已拓展为既吸收存款又发放贷款，
还可以为在农村办理小额贷款业务，以满足新时期农村经济

建设和发展的多元化资金需求。 此外，应大力发展农业保险，
建立健全农户和农村企业的贷款抵押担保机制。 除了作为订

单农业支撑的农业气候性、 病虫害等农业生产性保险外，符

合农村和农民需求的健康、人寿、财产等各险种也应在商业

可持续基础上加快发展。
4.积极支持发展民间金融组织。 民间金融有四大优势：

第一，从制度上来看，民间融资中的借贷行为和利率都是市

场化的，区别于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行为，有时会受到非市

场因素的影响，诸如行政力量之类。 第二，成本上看，民间融

资前的信息搜寻成本和融资后的管理成本很低，一般也不需

要对融资方“公关”而支付“寻租”成本。 第三，信息获取上看，
民间融资中的当事人彼此之间比较了解，而正规金融机构贷

款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普遍存在，与融资相关的信息不易获

得且不透明。 第四，民间融资具有速度优势，没有繁琐的交易

手续，交易过程快捷，融资效率高，能尽快达成交易。 正是因

为独特优势，使得民间融资和正规金融长期共存而不至于被

湮没。
5.建立健全农地金融制度。 作为一种以土地为抵押和旨

在为农业生产提供长期贷款的资金融通形式，农地金融具有

债权可靠、利率低、贷款期限长等特点。 众所周知，我国农地

所有权属于国家,而作为农地承包者，享有其它权利。 通过明

晰的产权关系和规定农地使用权归属的内涵,为农地金融创

设和农地使用权流转提供制度性基础，是这一农地制度的基

本内容。 对于农地金融，制度是保证,融通资金需要通过农地

使用权抵押 , 并满足农地开 发 利 用 和 农 业 发 展 对 资 金 的 需

求。 此外，应逐步加大财政支农的投入力度以加大财政支农

力度,并通过调整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来确保农村公

共产品供给的稳定性、有效性和持续性 ,同时 ,要分清金融与

财政的职能,避免金融承担过多的财政职能,能使农村金融萎

缩、资金外流、风险加重而造成大量损失,要充分发挥财政支

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应有作用,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投

入,减少农民增收的私人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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