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作用
,

利用
“

软信息
” ,

提供
“

软服务
” ,

开展好小额信贷
。

农村的融资需要
。

找准各类机构发力

角度
,

满足农村建设的融资需要
。

针对政府

对农村建设历史欠帐问题
,

应当大力增加

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
。

在金融支持

方面
,

应当坚持以政策性金融为主
,

特别应

发挥开发性金融的作用
。

商业性金融重点

解决农村城市化过程中信贷需要和非信用

性金融服务的需要
。

长远来看
,

要从根本途径着手
,

加快推

进农业生产方式的转换
,

建设现代化农业
。

“

根据许多国家以往的经验
,

商业化才

是最有可能在可持续的前提下
,

为大多数

农村人 口提供金融服务的途径
。 ”

提高农业

劳动生产力
,

发展现代农业是建设可持续

有效农村金融体系的根本要求
。

应致力于

提高农业生产的集约化与市场化
,

改
“

农

户
”

制为
“

农场
”

制
,

实现企业化经营
。

这

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要求
,

也是

使农业生产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

举措
。

针对我国区域化特征明显的实际
,

可

以分步进行 一是考虑分区推进
,

即按东
、

中
、

西部区域为序逐步推行 二是考虑分

业推进
,

即按副
、

渔
、

牧
、

林
、

农为序逐

步实施
。

农村金融机构
,

特别是农村信用社
、

农

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
,

应将对三农

金融支持的着力点置于支持农业经济转型

方面
。

应调整农业信贷资金的结构
,

重点扶

持在农村创办农场
、

林场
、

牧场
、

渔场的投

资主体 重点支持在农村建立
“

农业创新开

发区
” ,

吸引资金和技术流向农业
、

留在农

村
。

事实上
,

在支持乡镇企业发展方面
,

农

村金融机构
、

特别是农信社
,

已经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
。

尽管部分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

已演变为股份公司
、

甚至集团公司
,

留在农

村的大多是发展势头难尽人意的企业
,

但

这正说明了走现代化大农业
、

融入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
,

是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如果

农业普遍企业化经营
、

发展成为
“

股份公

司
” ,

那么农民也就富起来了
,

城乡差别也

不存在 了
, “

农村城市化
、

农业产业化
、

农

民市民化
”

的理想化目标也就得以实现
。

 

 文 ! 厦门大学金融系教授 江曙破

尽管农村金融体系相对完善
,

但农村金融的覆盖率依然较低
,

农户贷款满足率

亦较低
。

据亚洲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 ∀张雪春
,

#∃ ∃% &
,

对西部六省 ∀云南
、

贵州
、

四川
、

陕西
、

甘肃
、

宁夏& %∋ 县农村信用社的调查表明
,

六省有关覆盖面的几个指

标的平均值分别是
“

农户 ! 信用社
”

达到 (( )∋ ∀# ∃ ∃∋ 年&
“

农户 ! 信贷员
”

为 ∗∋ +,

∀# ∃∃ ( 年&
, “

得款农户 ! 总农户
”

为 %)
 

,#− ∀#∃ ∃ (年 &
。

何广文调查认为
,

农民贷

款额度的满足率大概只有#∃ −一(∃ −
,

也就是说农民实际获得贷款
,

大概只是有效需

求的二到三成
。

焦瑾璞和周诚军 ∀#∃ ∃ ∋ &认为
,

虽然我国的农村金融几乎覆盖了绝

大部分地区
,

但从资金的可获得性看
,

其覆盖面不到 # % −
。 “

根据银监会的统计
,

# ∃∃ % 年三季度末全国在农村型用设有小额信用贷款或联保贷款的农户数为 ) ∗(∋ 万

户
,

占农户贷款总数的 ( ∗
 

∗% −
。

按照 ,∃ − 的农户有贷款需求来计算
,

# ∃∃ % 年中国

大约有 (,
 

. − 的农户贷款达到了基本的贷款需求
,

仅占总数的 ∗ ! ( 左右
。

国家统计

局农调队对农户 固定调查点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
,

#∃ ∃∃ 一# ∃ ∃ ( 年
,

农民每人每年从

银行和信用社借入资金 +% 元
,

通过 民间借贷借人 ∗.∃ 元
,

分别占借人资金总数的

#% − 和 ) %−
。 ”

∀郭福春
,

# ∃ ∃)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 ∃ ) 年对全国 # )∋ . 个

村庄调查表明
,

∋)
 

#. − 的农民认为增收困难是由于缺乏资金
。

基于以上情况
,

我们有理由
、

有激情为银监会#∃ ∃+ 年 ∗# 月 #∃ 日发布的 《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人政策
,

更好支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银监发/#∃ ∃+ 0.∃ 号 & 鼓与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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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银监会的农村金融市场的开

放试点方案是近十几年来农村金融领

域力度最大
、

开放面最广
、

整体性最强

的一个改革举措
。

力度最大表现在它

的几个突破 其一是农村金融机构设

立方面的突破 其二是设立农村金融

机构的注册资金的突破 其三是农村

融资激励机制的突破 其四是农村金

融机构股权结构及其治理结构的突破
。

开放面最大表现在其允许正规金融和

非正规金融的交融
,

使每一个资金所

有人都可以在农村金融市场中找到投

资的机会
。

农村整体性最强指其在
“

低

「∗槛
、

严监管
”

的原则下
,

引导各类资

本投资农村地区的村镇银行
、

贷款公

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等农村金融机

构
。

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农村金融市

场对民间资本的开放
,

意味着各种民

间金融组织和拥有一定规模资金的农

村微观经济主体 ∀中小企业
、

居民 &只

要具备规定的最低资本金要求等就可

以设立合法正规金融组织
,

包括农村
摄影 陈立勇

 、

1

二
1 1

1

1
 ,

二
,

1
,

1

—
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信用合作组织直到农村银行

。

据银监会披露
,

银监发【#∃ ∃+ 0.∃ 号

文发布以来
,

社会各界积极响应
,

各类

资本踊跃参与
,

在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
,

试点工作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

截至 #∃∃ ) 年末
,

+ 个试点省 ∀区 & 共核准 #( 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开业
。

其中
,

村

镇银行 ∗∗ 家
,

贷款公司 ∋ 家
,

农村资金互助社 , 家
。

另有 , 家

机构提出申请
,

其中 ( 家已获筹建
。

本次银监会的农村金融市场的开放试点方案能得到社会各

界积极响应
,

各类资本踊跃参与
,

并取得良好的效果
,

说明方

案不再是官样文章
,

也打开了以往农村金融市场上
“

官民
”

对

峙的死结
,

第一次准予民间组织走出
“

灰色金融
” 、 “

地下金融
”

的境地
,

合理合法服务于农村经济建设
。

这是顺应经济
、

金融

的发展规律
,

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在发展民间金融方面

的一次最好的应用
。

我们可以预见
,

民间金融这朵奇葩在改革

开放向纵深发展的雨露阳光下必然像私有经济在改革开放初期

的春风吹拂下一样盛开 2

至于农村民间金融为何生生不息
,

一遇机会就蓬勃发

展 3 笔者一向认为
,

它有着制度的生成机理和发展的逻辑
。

我

们也可以借鉴焦瑾璞
、

杨骏对小额信贷产生的理论基础的阐

述加以解释
。

金融市场最基本的特征是
,

交易成本和由信息

不对称导致的信息成本广泛存在
。

一般的正规金融中介机构
,

比如商业银行
,

在处理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问题中具有技

术优势
,

这些技术优势构成正规金融中介机构存在的基础
。

但

对于商业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的成本和风险管理框架所提出

的要求
,

并不是每一个具有潜在投资机会的客户都能够满足

的
。

那些能够在这些框架之内进行管理的客户和业务
,

都会

自动被纳入正规金融体系
,

而那些不能满足这些管理要求的

就会被排斥于正规银行服务之外
。

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的中

低层收人阶层
、

贫困居民和小型企业
,

在具有潜在投资机会

从而有融资需求的同时
,

并不能满足商业银行的业务管理要

求
,

这是因为 ∀4& 这类客户一般业务规模较小而住地分散
,

银行若与每个客户分散谈判
,

就要付出很高的交易成本 ∀#&

这类客户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一般较为单一
,

不足以使得银行

得到多样化服务收益 ∀(& 这类客户一般缺乏可信的长期信

用记录
,

也没有规范的具有公信力的财务报表
,

导致银行在

收集和处理这些客户信用信息方面可能并无比较优势
,

或者

成本过高
,

结果银行发现它们很不了解这些借款者 ∀∋& 这

类客户一般也难以满足银行对于担保 ∀抵押 & 品的要求
,

中

低收人居民
、

贫困居民和微型企业
,

一般缺乏符合正规银行

要求并受法律保护的担保 ∀抵押 & 品 ∀% & 这类客户一般没

有自有资本或者只有很少的生产资料和他们的生活资料是混

同使用 的
,

因此难以起到最后担保的作用 ∀+& 最后
,

银行

可能发现
,

由于前面几项的原因
,

与这类客户签订的贷款合

同的限制性条款
,

并不能得到切实的执行或者执行成本过高
,

因而无法控制贷款资金使用中的道德风险
。

所以
,

这些中低

收人居民
、

贫困居民和以家庭为基础的微型企业
,

被排斥于

正规银行服务体系之外
,

其实是一种逻辑必然
。

金融经济的

核心问题
,

主要是交易成本问题和信息问题
,

在交易成本为

零与信息完全对称两大假设下
,

金融不过是一层
“

面纱
” 。

银

行与小额分散的客户进行谈判以及对之收集信息
,

需要付出

很高的交易成本
。

在信息不对称无法减低到一定水平时
,

逆

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会使金融风险积聚
,

从而使该类市场渐趋

消亡
。

本次银监会的农村金融市场的开放试点方案着眼于市场
、

着眼于农村金融服务的空白
、

着眼于金融服务的竞争
、

着眼于

商业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

制度设计上克服了主体上官办
、

组织

形式
“

大一统
”

或者过于单一的倾向
,

资本结构也多元化了
,

恰

恰可以有效克服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过高等问题
。

我们相信
,

随着全面放开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改革的推

行
,

必将春风化雨滋润
“

三农
”

市场上的资金会流向农村
,

农

村
、

农户
、

农业的可获得资金会大量增加
,

创新的农业组织形

式可能在农村出现
,

农地制度的创新时机可能到来
,

我们就能

够实现农业生产流通领域的第二次制度创新
,

使我们彻底解决

困扰我们多年的
“

三农
”

问题
,

迎来我国农业大发展的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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