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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信社改革深化正当时

2003 年开始，农村信用社进入

到深化改革时期。这一轮改革明确

提出建立股份制企业，获得独立的

市场经济主体地位。改革的内容主

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明晰农村信用

社的产权制度，确定股份制的改革

目标和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用 5 至

10 年时间分期分批逐步过渡到符合

现代金融企业要求的、有特色的社

区性农村银行。其二是对农村信用

社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明确了对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统一监管标准、

实施分类监管”的总体思路。经过

近 7 年的改革，信用社改革取得了

明显进展，管理更加规范，可持续

发展能力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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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进展显著

2003 年，国务院决定在浙江、

山东、江西、贵州、吉林、重庆、陕西、

江苏八个试点省市进行农村信用社

改革。主要内容是 ：以法人为单位，

改革信用社产权制度，明晰产权关

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并根据各

地不同情况确定不同的产权形式。

同时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将信用

社的管理交由地方政府负责。2004

年，对农村信用社的改革试点扩大

到北京、天津、辽宁、安徽、广东

等 21 个省、市和自治区。把农村信

用社明确定位为“地方金融企业”。

在管理上明确了人民银行、银监

会、省政府和省联社在农村信用社

监督管理和风险防范的权利与义务。

2006 年，银监会要求将农村合作金

融贷款按照期限分为正常、关注、

次级、可疑、损失五级分类。同时，

提出推进农村金融创新，将建立新

型农村金融机构作为信用社改革的

补充。2007 年 8 月 10 日，海南省

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成为全国最后一

家挂牌开业的省级联社，标志着农

村信用社新的管理体制框架已经全

面建立，也标志着从 2003 年开始的

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第一阶段工作

任务基本完成。

2008 年 2 月， 银 监 会 召 开 全

国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会议，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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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改革重点再次指向产权制度

以及 2003 年改革中新成立的省联

社。2008 年 7 月，银监会进一步明

确坚持股份制改革方向，本着“先

经济发达地区、后经济欠发达地区，

先城市地区、后农村地区，先符合

条件机构、后不符合条件机构”的

工作要求，逐步推行股份制改革。

2008 金融危机过程中，监管部门组

织开展省联社经营业务调查，严格

控制省联社债券投资等业务，督促

省联社加快职能转换，建立科学的

薪酬分配机制。监管部门和省联社

帮助亏损信用社制定消化亏损计划，

按照“先易后难”原则加速消化历

年亏损挂账。

近年来，农村信用社在信贷支

农工作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特别

是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

款，简化了贷款手续和降低了农户

的贷款成本，使一部分农户能够方

便地获得信贷资金。

目前，我国农村信用社的产权、

治理、内控和行业管理改革初见成

效。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合作银行已

经成为支持农业发展的主力军，农

村信用社对促进农村的发展起到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

深入改革势在必行

尽管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取得了

较大进展，特别是股份制改造和市

场化改革方面进展迅速，但改革并

没有解决农村金融服务的根本问题，

特别是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

收入农户的信贷需求问题没有得到

有效地解决。要使农村信用社能够

真正服务于三农，特别是能为中低

收入农户提供金融服务，信用社还

必须进行深化改革。

一是产权制度的改造。考虑到

我国各地区农村经济、文化、地理

条件千差万别，中小经济实体和农

户对金融机构的服务需求也不相同，

我国农村信用社的产权改造应该适

应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市场

条件。

二是构建良性的治理结构和激

励机制。产权是明确金融机构利益

主体关系的前提，也是规范金融

机构和政府管理部门关系的制度基

础。不同的产权模式下金融机构的

治理结构是不同的，以适应不同的

利益关系和形成有效的利益机制和

监督机制。如合作制的核心治理结

构是社员代表大会和一人一票的决

策机制。股份制则要求建立完善的

“三会”：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

结构。

在经营的层次上，良好治理结

构的核心是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和

监督机制。要使激励机制有效，就

必须使经营者的利益与经营业绩密

切相关，并让经营者对自己的所有

经营行为负责。对于基层信用社或

营业所，关键是将基层营业单位下

移、经营管理权也要下移，让基层

单位变成真正的独立核算的盈利中

心。因为基层经营单位越接近客户，

信息不对称和客户的道德风险问题

就越小，这对没有可抵押财产的农

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让基层经营

单位在经营活动中拥有尽可能多的

自主权并对自己的每一个经营行为

负责是提高经营积极性和效率的最

有效方式。

为了鼓励职员，可以考虑每年

将一定比例的经营利润在下年初分

配给职工。

为了调动客户按时还款的积极

性，对于按期偿还贷款的客户，可

以考虑返回本金或者利息的一定比

例作为奖励，但如果客户不按期偿

还，利率将上浮一定比例作为惩罚。

三是建立合理有效的监督机制。

基层经营单位经营权力的扩大必须

建立在有效监督机制的基础上。首

先是要建立严格的内部控制机制，

监控的重点是基层经营单位的财务

状况和报表的可靠性，防止基层经

营单位为了短期的利益而通过账面

处理上报虚假的财务信息。其次是

严格的人事管理，实行科学的招聘

和解雇制度。再次，外部监督的重

点是各信用社的财务指标和资本充

足率以及各种违规行为。

四是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能

否设计出灵活多样并符合不同类型

农户和小型企业需求的金融服务和

产品将直接决定该金融机构在农村

的竞争力。重点是如何高效率、低

风险地提供小额的生产和生活消费

信贷。在服务方式上，可借鉴非正

规金融和小额信贷机构的信贷方式，

简化贷款和还款手续以降低交易成

本，尽可能通过利用社会资源来减

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贷款风险。同

时，可以改变按照行政区划设置营

业网点的做法，根据需求状况灵活

设置基层网点，尽可能接近客户。

贷款的利率是以弥补全部成本（资

金成本、管理成本和贷款损失）和

获得适当的利润为出发点而制定的，

农村金融机构应该根据当地的市场

状况、利用合理的利率政策（包括

利息和本金的返还）来调节供求和

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