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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
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首先要求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农村金融产业组织体系。
《中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研究》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系统研究中国农村金融市场，
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结构，探讨了农村金融组织行为，测度了农村金融市场绩效，提出了农村金
融产业组织政策目标和相应的政策措施，为推进中国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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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兴端，男，汉族，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
1980年4月出生于四川省射洪县，2011年6月获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现在四川省农业科
学院农业信息与农村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研究工作。
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组织、农村金融和农业经济。
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其中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全文转载一篇。
主持四川省软科学项目一项、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青年基金项目一项，主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四
川省“十二五”农畜育种攻关项目“农作物及畜禽育种攻关战略研究与公共服务”子课题一项，完成
多项农业规划、咨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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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农村金融市场供给主体增加，形成了一定的竞争。
1985年，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专业银行业务可以适当交叉和“银行可以选择企业、企业可以选择银行
”的政策措施，鼓励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四家专业银行之间展开适度竞争，从
而打破了银行资金“统收统支”的“供给制”。
在这一措施的鼓励和指引下，1987年后，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开始在农村设立分支机构，
正式进入农村金融市场，为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的进入增加了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供给主体，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业
银行（包括其管理下的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地位，完善了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促进了
农村金融市场的适度竞争。
 1986年1月，在国务院主持下，邮电部与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办邮政储蓄的协议》，决
定在北京、天津等12个城市试办邮政储蓄业务。
同年2月，邮政储汇局成立。
1986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通过，将邮政储蓄业务法定为邮政企业的业务之一，邮政储蓄这
一“准银行”系统遍布全国。
在邮政机构遍布城乡的情况下，邮政储蓄业务的开展，在农村存款市场上对农村信用社形成了竞争压
力，同时极大地提高了农村储蓄业务的覆盖率，增加了农民储蓄服务的可获得性。
截至1995啤底，邮政储蓄机构在农村共有网点20513个，农村存款余额546.9亿元。
但是，这一时期只存不贷的邮政储蓄机构，扮演了农村资金“抽水机”的角色，成为了新的国家抽取
农村金融资源的重要通道。
 （2）农村信用社稳步改革。
1984年8月6日，《国务院批转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的报告的通知》发布，提出
了“要通过改革，恢复和加强信用合作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在国
家方针、政策指导下，实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1986年前后，逐渐组建了县级联社，行使对农村信用社进行管理、指导和调剂的职能，农村信用社的
自主权有所扩大。
一系列的改革推动了农村信用社的发展。
截至1995年底，全国共组建了县级联社2409个，独立核算农信社50219个，所有者权益达632亿元，其中
实收资本378亿元，总资产9857亿元；各项存款余额达7173亿元，其中储蓄存款6196亿元，吸收了农村
储蓄的60％以上；各项贷款达到5176亿元，占整个农业生产贷款的60％以上，农户贷款的80％以上，
乡镇企业贷款的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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