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农村金融市场失灵与金融创新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农村金融市场失灵与金融创新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030340962

10位ISBN编号：7030340965

出版时间：2012-4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张龙耀，褚保金　著

页数：178

字数：237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农村金融市场失灵与金融创新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经济转型和发展时期金融市场的特征和创新路径，围绕解决发展经济学和
信息经济学揭示的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市场失灵这一主线，通过深入农村实地微观调查，全面
揭示出当前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失灵的现状、特征和机制，并进一步剖析国际、国内农村金融产品和服
务方式创新典型案例，探究农村金融市场创新的微观基础和内在机制，最终提炼出农村金融市场机制
创新、产品创新和体系创新背后的逻辑主线。
本书试图在构建农村金融市场失灵和农村金融创新理论分析框架的同时，为缓解农村地区贷款难、提
高农村金融覆盖广度和深度、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层次上全面提升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提供理论基
础和政策建议。

本书可供农村金融机构管理人员、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人员、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和其他对农村金融
理论与实践感兴趣的读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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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导论　  1.1　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发展与失灵　  1.1.1　中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历程和内在逻辑
　  中国农村金融改革是整个金融改革的缩影，农村金融发展和整个金融体制演变历程基本一致，进
程却明显滞后。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开始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发展农村金融市场，其中对农村金融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和影响的标志性事件包括：1994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持牌成立，承担农副产品收购资金供应
管理、扶贫贷款、农业综合开发、粮棉加工、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性金融职能；1996年，根
据《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我国农村金融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农村信用社与
中国农业银行脱离了隶属关系，并进行了以合作制为模式的改革，初步形成了以合作制金融为基础，
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1999年，国家全面清理农村合作基金会，以
整顿农村金融市场秩序和控制农村金融风险，中国人民银行通过支农再贷款大力推动地方农村信用社
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2000年，经国务院决定，江苏省率先进行农村信用社试点改
革，以县为单位统一法人，次年底，我国首批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在张家港、常熟和江阴组建；2003
年6月，国务院批准颁布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国发[2003]15号），决定在全国八个省
（市）①率先开始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2004年改革试点在其他二十一个省（区、市）铺开
；2005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在五个省（区）开展了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2006年底，中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委员会公布相关规定，准许建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多种类型的新型农村
金融机构，开创性地将改革思路由存量改革转向增量改革，即通过引入有效的新型竞争主体，使农村
金融机构的产权结构和市场竞争结构逐步多元化，这成为中国农村金融走上市场化改革路径的重要标
志。
至此，中国农村地区初步确立了合作制金融、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并存的农村金融市场格局。
　  回顾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渐进式的农村金融改革沿用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基
本思路和逻辑，其主要特征是以农村经济需求为导向，有需求才有改革。
在农村地区以乡镇集体企业为主体的时代，集体信用占据主导地位，当时的中国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
社在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地区乡镇企业开始改制，私营企业部门在一些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地区
）得到突破性的发展，个体信用逐步取代集体信用成为农村信用的主要形式，此时中国农业银行商业
化改革、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脱钩（行社脱钩）、以个体农户信用和农户相互担保为基础
的金融产品出现，农村金融在支持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业发展中逐步发挥作用。
然而，这一阶段的改革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乡镇企业改制带来大量的不良贷款，国有商业银行逐步从
农村金融市场撤退，农村合作基金会整顿关闭，农村信用社成为一段时间内农村金融市场上唯一的正
规金融机构。
可以说，以上事件对于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影响非常深远（在一些欠发达地区甚至持续至今），其带
来的结果是：一方面，客观上要求重构农村金融体系，直接诱发后来农村信用社改革和农村金融市场
开放；另一方面，农村经济的发展缺乏有效的金融支持，大量的资金通过农村的金融机构流出农村地
区，农村金融供给不足越来越成为农村经济转型发展的瓶颈。
　  1.1.2　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失灵的表象和特征　  为了改变传统的金融管理体制①对农村金融市场发
展的不利影响，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主要围绕农村金融机构和制度层面的改革展开：从最初的行社脱钩
到2000年启动的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从2006年展开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工作到2007年确定
的农业银行面向&ldquo;三农&rdquo;的改革原则，都旨在从制度层面建立多层次、可持续的农村金融
市场体系。
虽然当前农村金融市场已经出现一些新变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在全国范围展开试点、中国农业银行积极组织开展面向&ldquo;三农&rdquo;的体制机制改革，然而，
从根本上来看，仅仅制度和管理体制层面的改革仍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金融市场长期低效率的特征
，加之现阶段中国正处于农村经济发展转型阶段，农业产业化、农民组织化、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
程加快推进，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金融需求逐步多元化、差异化和复杂化，并日益显现出新的特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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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金融改革和发展仍不能满足农村经济转型发展带来的金融需求。
我们归纳出现阶段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主要特征如下。
　  1.农村金融市场高度垄断，竞争格局仍未形成　  1997年，国家做出了清理整顿、关闭合并农村合作
基金会的决定。
1998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关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改革方案》，包括中国农业银行在
内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开始撤并其在县域范围内的网点①。
中国农业银行在收缩县级支行的同时，提高欠发达地区分支行资金的上存利率（目的是使其向省级分
行上存资金的收益高于贷款），将信贷审批权限上收至省级分行，对贫困及主要农产区的县级支行制
定严格的贷款额度控制指标，以此来限制农村贷款（徐忠，程恩江，2004）。
1999年，包括村级基金会在内的整个农村合作基金会被彻底解散并进行了清算。
最终，农村信用社在我国农村贷款市场中处于垄断地位。
而垄断的农村金融市场一般而言是低效率的，也就是说，尽管客观上造就了农村信用社独立承担农村
金融主要渠道的职能，但农村信用社自身能力与其所背负责任不相称的矛盾很快暴露出来。
譬如，背负巨额的不良贷款和历史包袱、经营管理能力低下，使得处于垄断地位的农村信用社（尤其
是在欠发达地区）面临经营亏损的局面，难以发挥农村金融&ldquo;主力军&rdquo;的作用。
　  2003年，国务院决定在八省（市）开展农村信用社试点改革工作，希望借鉴企业改革的成功经验，
将农村信用社改造成既能在商业上可持续发展，又能有效满足农村地区中小企业和农户资金需要的现
代金融企业。
借助增资扩股、政府的无息再贷款及专项票据置换等扶持措施，农村信用社开始从一个地方性、政策
性的金融机构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金融企业转变。
在这场政府主导型改革中，部分地区的农村信用社经营效率和经营规模得到提升，但是整体上距离政
府最初设定的目标仍相去甚远（谢平等，2006）；农村金融市场结构也随之改变，表现出明显的二元
结构特征，形成了正规金融垄断的格局。
农村信用社的经营低效和高度垄断严重制约着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格局，2006年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放宽农村金
融市场准入门槛，引入有效的新型竞争主体。
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2007年底，在率先开展农村信用社试点改革的江苏省，按存贷款额计算的农村
金融市场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均值基本仍在1800以上，这表明江苏省农村金融市场属于高度
集中的市场，贷款市场垄断程度高于存款市场（黄惠春等，2010）。
根据黄惠春和褚保金（2011）的跟踪研究，以市场集中度作为竞争度的衡量指标，计算结果显示，放
宽市场准入门槛之后，经济较发达的苏南县域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度提高，而经济欠发达的苏北县域
的竞争度下降，垄断程度甚至在不断提高，这表明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对农村信用社垄断地位尽管已
显现出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其垄断主体地位在短时期内仍无法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地
区。
　  2.农村金融市场难以满足多元化、差异化的金融需求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
在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地域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和不同区域的资源
禀赋差异导致对资金的需求也表现出多元化和差异化的特征。
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村，乡镇工业发达，农村城市化水平较高，例如，广东、浙江以及江苏苏南地区
，农村第二、三产业的产值已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90%以上。
发达地区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农业基础的进一步稳固，需要多家金融机构相互竞争，从而为当
地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提供多种金融工具和多样化的金融服务。
在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以农业为主、兼业经营的特征明显，特别是在西部地区，农村仍比较贫困。
由于农业规模化程度较低，农业的转型和发展不仅受到资源的约束，而且对资金和技术等现代农业生
产要素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强；农户在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仅依靠其自
身积累很难得到满足，亟需大量外部资金的注入和支持。
　  与上述农村金融市场缺乏竞争相关的是，目前以农村信用社为主体的单一市场格局无法兼顾我国
东部、中部和西部明显的地区差异，很难满足不同地区的农户和企业对农村金融服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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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随着农业和农村的不断发展、城乡统筹进程的加快，对农村金融服务的需求势必日益多元化和
差异化，而全国农村信用社的经营模式、贷款产品、内部管理及激励机制却相差不大，这种单一的市
场格局必然难以对多元化和差异化的金融需求迅速做出反应。
　  3.农村金融市场中的资金通过金融机构渠道大量外流　  为了服从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的发展战略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在农村地区长期实施金融管制的政策，限制民间金融活动和私人放
贷组织，正规金融机构充当着输出农村储蓄的媒介和工具，不断地直接或间接转移农户的金融资产至
城市地区，学者们曾经对整个计划经济时期以各种形式实现的农村资源向城市的无偿转移进行估算，
归纳起来大约在6000～8000亿元（蔡？
，林毅夫，2003）。
　  如果将金融管制导致的资金转移视为纯粹的政府行为，那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地区的资
金外流则是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一阶段，在我国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农村资金和劳动力的流动呈现出以下特征：农产品市场
价格的长期低迷和波动、小规模自给自足的农户极低的劳动生产率以及乡镇企业的大量倒闭，导致农
村贫困地区和农业主产区缺乏有效的投资机会，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将其挣得的钱汇回农村存至农村
金融机构，又通过农村金融机构（譬如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回流到东南沿海发达地区
，用于非农产业的发展。
农村地区资金外流一方面由于农村地区缺乏投资机会，资金必然流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这些效率更高的
地区和领域；另一方面更是由于农村金融市场管制，农村贷款利率的上浮还远不足以抵补农村金融机
构的经营风险和资金成本，也不能使它们获得足够的发展空间，造成农村金融市场的严重扭曲和金融
机构资金外流（徐忠，程恩江，2004）。
　  4.农村金融市场中存在严重的信贷约束，贷款难普遍存在　  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农村金融市场经
历了中国农业银行的撤并网点、农村合作基金会的解散清算、农村信用社的改革试点到农村金融市场
的逐步开放等一系列的调整，农村金融市场在供给层面一直处于波动之中；而同一时期的农村经济发
展迅速，农村城市化、农业产业化进程不断推进，农村金融需求日益增加并趋于多元化。
供需失衡不可避免，这直观地表现为农村地区的农户、农村中小企业面临融资困境，而单纯依靠政府
的支农再贷款和扶贫贷款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从2000年左右至今，众多学者的研究结果不断证实着农村金融市场失衡的存在且并没有减缓的迹象，
中国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依旧面临着较为严重的正规信贷约束（林毅夫，2000；何安耐，胡必亮
，2000；李锐，朱喜，2007；刘西川，程恩江，2009；褚保金等，2009；张龙耀，江春，2011）。
　  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滞后使农村金融不仅不能继续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农村金融市场在
资金配置中的失灵和低效率还可能成为农村经济转型发展的障碍。
因此，认清农村金融市场体系的问题并寻求针对性的改革措施已迫在眉睫。
　  1.2　现有理论对农村金融市场失灵之诊断　  大量的文献研究显示，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市场效率
普遍低下，农户普遍面临较为严重的正规信贷约束，譬如，根据文献中测算的农户信贷约束的程度，
印度为72%（Bali，2002）、中国为37%（Federetal，1990）、刚果为34%（Barhametal，1996）、越南
为36%（Duong，Izumida，2002）、波兰为45.2%（Petrick，2004）等。
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问题由来已久，普遍实行的经济赶超型工业化发展战略，要求发展中
国家的政府在短时间内迅速筹集大规模的资金用于工业化。
在这样的背景和约束下，以人为低利率为特征的金融抑制政策和政府控制金融体系几乎成为所有发展
中国家赶超战略的必然选择，农业和农村部门成为重要的资金输出基地。
然而，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二元经济结构（Lewis，1954）的刚性使得农业部门越来
越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扶持农业部门的发展成为学术界和政策部门的共识。
而如何打破二元经济结构的刚性、如何制定扶持农业部门发展的政策，成为世界性的难题，特别是在
经济发展和转型时期，如何制定有效的农村金融政策，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从而顺利向
工业化阶段过渡，也就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
　  回顾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农村金融发展理论，可以发现，农村金融理论在曲折中发展甚至一度停滞
不前，而直至今天，这一领域仍缺乏成熟的理论作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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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受凯恩斯干预主义思想影响，一些学者主张在农村地区发放受到补贴的信贷。
但是，由于补贴信贷理论在实践中存在重大缺陷（高不良贷款率和政府失灵），20世纪70年代之后，
农村金融实践者和学者们开始寻求转变并倡导微型金融革命。
然而，近年来爆发的微型金融危机（譬如印度小额信贷危机）又将这一曾被视为明星式的新兴农村金
融模式拉下神坛。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俄亥俄学派在对补贴信贷理论和微型金融革命进行批判吸收的基础上提出农村
金融新范式，其提出的农村金融自由化改革的主张得到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地区）和
世界银行的广泛关注和采纳，为世界银行批评各国政府结构干预行为提供了智力武器。
但是，俄亥俄学派提出的自由化改革的措施过于理想：在拉丁美洲地区，商业化的微型金融机构不断
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市场竞争的确逐步激烈，但是，数量众多的商业化的微型金融机构只愿为低端市
场上较为富裕的群体服务而不愿向低收入人群提供服务，且利率也居高不下，出现了所谓的&ldquo;使
命漂移&rdquo;（missiondrift），换言之，农村金融市场失灵依旧存在。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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