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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主要内容及研究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选取了新的研究阶段划分方式，突出了不同经济发展战略重点下农村金融改革的绩效。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1949--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战略(1979--1984年)、国有企业优先发展
战略(1985--2003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2004--2009年)，这种研究阶段的划分，有助于从一国经
济发展战略高度来探讨农村金融改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探究其根源。
(2)梳理了经济发展战略作用于农村金融改革的影响机制。
经济发展战略作用于农村金融改革，主要是基于不同经济发展战略重点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农村经济
政策、金融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等，影响作用于农村金融改革。

(3)论证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效果，并根据实证检验结果建议今后应在巩固农民家庭
经营纯收入的基础上，多渠道提高工资性收入水平。
(4)揭示了产生比较优势战略与农村金融改革的悖论原因，在于二元经济体制的长期存在及相关配套制
度改革并未真正完善。
(5)得出了农村金融改革始终从属于经济发展战略的结论。
从建国以来改革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不管是农村正规金融，还是民间金融，都依附于经济发展战略。
(6)鉴于我国农村市场的特殊性，未来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将形成合作性一商业性一政策性“三位一体”
的现代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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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种金融体制的优势在于容易聚集和动员社会资源，将其投入政府认为需要优先发展的领域。
在这种体制下，政府通过控制全社会的资源配置，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居民的储蓄只能是被动
的。
在“大一统”银行体制下，政府控制全社会的资源配置，中央银行没有相对的独立性，银行没有商业
化和企业化，也没有相应的资本市场，银行就成了政府的钱袋子。
如同Robinson（1952）所说：金融跟着企业走（WhereEnterpriseLeadsFinanceFol-lows）。
金融扮演的是被动角色，贷款完全是政府计划安排，大多是为重工业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此时金融并无约束和监督作用。
　　2.农村金融组织单一。
单一的农村金融组织是和“大一统”银行体制相匹配的。
1978年以前一直沿袭的农村经济体制，大多是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
改革开放以前，农村唯一的经济主体是人民公社。
但人民公社不是单纯的经济组织，而是国家的一级基层政权和经济合作社的混合组织。
它一方面接受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在管理公共事业方面行使政府的诸多职能；另一方面又对农、林
、牧、副、渔生产实行三级管理和领导。
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家通过人民公社实现对农村经济的控制、管理。
这样，农村经济的运行实际上成为国家控制下农村人民公社经济的运行（徐笑波、邓英淘等，1994）
。
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和企业对盈利性基本建设项目的投资，都具体化在人民公社身上，人民公社成
了农村生产投资的唯一主体。
单一的投资主体呼唤着单一的金融机构，政社合一的体制要求国家银行及与之性质相似的金融机构，
而不是农村信用合作社这样的合作金融组织。
特别是在1962年以后，国家银行对信用合作社实行集中控制和领导，信用合作社业务、财务、工资各
方面一律比照银行进行管理，其结果是由国家银行和信用社两类金融组织共同组成的农村金融体系事
实上变成了归于一统的单一金融。
　　农村金融组织的单一，意味着民间金融的抑制。
出于对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争夺稀缺资金的考虑，除亲友间互助性的资金融通之外，取缔了农村高利
贷和典当业，民间金融往往被等同于高利贷而遭到打击。
非金融类企业和个人即使合法拥有的资金也不能自由处置，唯一的合法出路是将钱存入国家批准的金
融机构，并被迫接受国家规定的远低于市场均衡价格的利率。
这一时期，民间金融即使存在，也仅是以个人之间互助友情借贷形式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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