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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现象一至现象三）主要是提出问题。
尽管近年来国家政策十分注意对农业的倾斜，但从目前情况看，农村经济前景仍然不够乐观。
农产品销售不畅、价格低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导致农村需求不旺,影响了
我国经济的发展。
农村目前存在三大问题：个人投资分散，势单力薄，难以形成规模经济；财政困难，投资数量较少，
满足不了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农村信贷供给受到抑制，农村资金流向城市的净流出量逐年增加，农
村金融特别是农村信用社受到存款来源有限和资产风险较大的双重制约，信贷供给能力相对于农村经
济结构调整所必要的资金需求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
由于现代农业需要高投入，依靠农民自身的积累难以迅速完成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调整，需要大
量信贷资金来推动分散投资的集中和资本的积聚。
但是农村金融暴露的问题也比较多，主要是农村金融体制存在信贷供给的功能缺陷，农村信用社存在
自身难以化解的风险，缺乏风险补偿机制又使农村金融不能有效传导货币政策，而市场缺陷、诚信的
失衡增加了农村金融的经营困难。
所有这些导致农村信贷萎缩，信贷供给不畅，不能有效地支持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
 　　第二部分（借鉴）是借鉴海外经验。
尽管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存在了几十年，但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如何运行和发展，我们仍然缺乏经验。
农村信用社为什么始终跳不出“官办”的怪圈？
因此，需要借鉴国外农村金融发展的经验，完善我国的农村金融制度。
笔者把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印度作为参考，比较不同国家农村金融体制与政策运用的异同，特
别是对各国制定的一系列的财政扶持农村金融、财政和金融手段相结合扶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
施进行了对比研究。
由于财政的力量是有限的，为了保障农业信贷资金的投入，许多国家都建立了比较发达的农村金融体
系，除了政府的银行、私人商业银行，也有农村信贷协会和农村信用合作社，还有非正式金融组织。
政府则通过税收、补贴、担保、基金、信贷政策、利率等手段进行调控，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农业信贷
的资金总量，支持农业项目开发和农业现代化。
为了吸引金融机构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各国政府对那些向农民提供优惠贷款服务的银行给予财政资助
和补贴，并随着贷款的增加，补贴的数量也随之增加。
这里，金融已经成为财政扶助农业发展的渠道。
 　　第三部分(探索一至探索三)主要是探索如何因地制宜地改革和规范农村金融体制，增加财政政策
和货币政策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力度，解决农村金融的外部环境问题。
 　　要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信贷供给，首先要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按照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则完善
农村信贷体系的功能，建立多渠道的筹资体系，疏通信贷供给的渠道。
合作制的金融组织是农村金融发展的主体力量，要把农村信用社发展为真正贴近农民、关注小额贷款
的金融机构，作为农村信贷供给的主渠道。
 　　农村金融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财政政策问题，要通过降低或免除税收、贴息、向农村金融机构增
资、制定相关政策改变金融机构呆账准备金提取比率和呆账核销办法、帮助金融机构剥离不良资产、
建立贷款担保基金等手段，对农村金融过多的政策义务和过高的金融风险进行合理补偿。
为了减少与城市金融风险和收益的市场落差，创造一个合理的金融支持农村经济的环境，财政政策和
货币政策应同时利用存贷款利率手段和其他各种手段，把补贴性利率和受到财政保护而增加的信贷资
金量配置给需要财政补贴的弱质产业和部门，引导金融企业进入“不情愿”的信贷领域，解决农村信
贷成本高、风险大的问题，同时有利于当地政府利用综合的措施化解中小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
总而言之，通过完善金融体制，改善金融制度环境，增加信贷供给，发挥农村金融对农村社会资源的
组织效率，促进我国农村经济产业化和现代化。
 　　总而言之，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完善农村金融体制、改善政策制度环境、疏通信贷供给渠道、增
加对“三农”的信贷投入、扩大农村的投资需求、加快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是提高农民收入、启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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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
由于信贷供给不足的主要因素是信贷萎缩，而信贷萎缩是农村金融体制运行不畅的结果，因此，需要
对农村金融体制的某些环节加以完善，通过改革，消除体制不适应的方面，使农村拥有一个健全的金
融机构体系，把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村信贷供给的主体，尤其要发挥农村信
用社主力军的作用，使之成为农村信贷供给的主渠道。
应当建立财政补偿金融、金融支持经济的渠道，进一步疏通农村信贷供给的障碍，这也是我国农村经
济发展的现实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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