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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部传统农区金融压抑与农村金融制度建设研究》主要收录了非正规金融体系下的隐性征信活动、
传统农区信用制度及征信活动的特征、隐性征信的存在及历史功效、传统农区非正规金融活动的创新
、内生金融理论在农村金融实践中的发展、武陟县建立农民信用担保协会的尝试、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滞后及其对传统农区的影响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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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超前起步与农村经济服务支撑体系建设滞后的矛盾。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首先在农村拉开序幕的。
今天回过头来看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会发现看似简单的联产责任制，实际上包含着产权制度的变革
。
联产责任制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不仅是因为这种生产方式使农民的劳动投入与之获得的收入在量上
取得了对应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对原来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三级所有制”的否定，使
原来不清晰的产权关系由于包产到户而变得清晰透明，原来“出工不出力”的问题得到了较为彻底地
解决，故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
然而，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现了。
“一大二公”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解体之后，与之相适应的农村经济服务体系并没有迅速建立起来，
从而造成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障碍。
这里的服务体系特指官方认可并且扶持的支撑农业经济发展的组织、机制、制度等，其中一个重要内
容就是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既然正规的服务体系无法满足现实的农村经济发展要求，非正规金融必然要出来填补这一空缺。
 第二，农村经济的分散性与农村金融供给集中性的矛盾。
这一矛盾与前面的问题是紧密相关的。
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否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之后，农村经济组织形式经历了一次化大为小
的蜕变。
从生产关系必然要适应生产力的角度看，这次蜕变无疑是积极的。
但由此形成的新的非均衡格局是：农村金融的供给自人民公社产生之后，就一直保持着大一统的格局
，这种格局到今天为止也是基本如故，没什么变化。
金融当局之所以选择“大一统”金融供给格局，有其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有技术方面的原因。
从制度角度看，金融是经济的命脉，抓住了金融，就等于抓住了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在政府负有直接
组织安排经济活动的责任，且GDP增长速度作为考核政绩的主要指标的体制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
政府部门，必须要强化对金融资源的控制，因此，保持金融供给的“大一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从
技术角度看，金融业规模过小，不仅不能形成规模经济效应，也难以抵挡较大的金融风险，因此国家
必然要全面控制正规金融部门。
集中性的供给与分散性的需求之间必然形成难以协调的矛盾，由此形成的结果就是：正规金融越来越
远离“三农”。
近年来，从较小的信用合作社不断组合为规模较大的各级联社，到各种农村股份制银行的出现，无不
反映出这种非均衡的趋势。
如此，本来改革开放过程中先行一步的农村经济，又陷入了“缺血”状态。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部传统农区金融压抑与农村金融制度�>>

编辑推荐

《中部传统农区金融压抑与农村金融制度建设研究》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部传统农区金融压抑与农村金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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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