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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在仍然是一个贫困人口非常多的国家，

如果按照每人每天1.5美元的联合国最新贫困线标

准，我国的贫困人口有1亿人左右。笔者认为，我

国的贫困主要是制度供给不足型贫困，即在农村普

遍存在着医疗、教育、交通、通信、养老、社会保

障、农田水利、卫生设施、农村公共服务和农村文

化建设等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制度供给严重不足。

由于制度供给不足造成的贫困，仅靠一对一的精准

扶贫是解决不了的，基础设施以及制度供给增加才

是更重要、更基础和更根本的。因此，要加大农村

改革和制度建设的力度，不断释放改革红利，尤其

要增加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养老体系、文化建

设和公共设施等方面的投入。

建构农村金融发展战略的背景和内容

1.农村要素单向流动支撑了城市的繁荣

回顾我国近40年的改革开放，尽管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增长奇迹，但是这个奇迹的获得，是以三个

方面的代价为前提的。一是土地的单向流动。农村

土地大量地单向流向城市，政府依赖土地财政发展

经济，而农民从土地的城镇化中没有获得相应的级

差地租，导致福利损失。二是人的单向流动。数亿

农民工流向城市，催生和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但是

农民工在城市当中没有得到应有的福利和待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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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农村空心化导致了大量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

引发许多社会问题。三是资本单向流出。农村资金

大量流向城市部门和城市金融体系，农村成为资金

的净流出者，导致系统性的农村负投资现象。这三

大要素单向流动，支撑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奇迹和城

市的发展繁荣，也造成了今天严重的城乡二元分

化。

2.农村要发展，需要实现“两个回乡”

要解决农村贫困问题，让人才资本等要素重新

回到农村，需要实现“两个回乡”。一是优秀的劳

动力和人才回乡，通过制度激励，鼓励农民工回乡

创业。二是鼓励资本回乡，农村金融机构要促使资

金更多地为农村发展服务。

3.农村金融发展战略包含的内容

（1）农村扶贫战略应该是以乡村建设、乡村治

理为基础，扶贫的底座应该是乡村治理。乡村治理

不好，农村就不可能真正扶贫，同时如果乡村治理

失效，那么农村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就会更大。

（2）以农业产业化作为立足点。如果没有农业

产业，就没有农村金融的发展，也就没有农民的脱

贫致富。

（3）以农业经营模式转型作为基本骨架。要从

小农经济变成大农经济，必须鼓励规模化经营。

（4）以合作金融作为农村发展和农村扶贫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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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再辅之以农村商业金融、政策性金融，把农村

的资金真正盘活起来。目前国家对商业金融和政策

性金融足够重视，但是对农村合作金融，尤其是基

于村庄和社区的合作金融的重视程度还不够。

从六个方面入手实现普惠金融

1.“普”

“普”首先要广覆盖，尤其要覆盖那些得不到

金融服务的弱势群体、低收入群体，这是包容性金

融的题中应有之义。

2.“惠”

把“惠”理解为优惠是不对的，“惠”的意思

是要有合适的、可持续的市场价格，也就是要做到

《论语》里“惠而不费”。对农村金融机构而言，

“惠”就是既要做到不竭泽而渔，给农民一个合适

的价格，又能保证农村金融机构自身的盈利。

3.强调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避免在鼓励普惠金融的过程中过度强调农村金

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因为农村金融机构应否承担社会

责任不能被强制，而是每个金融机构根据自己的经

营状况和自己的区域特点来自发地、主动地选择。

作为一个商业机构，可持续发展才是最重要的。

4.产权的多元化

鼓励各种产权进入到普惠金融体系当中，鼓励

产权的多元化。

5.市场多层次

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从2005年以来发生了深刻

的变化，形成了多层次的体系，“巨大中小微”五

个层次兼具，共同形成层次分明、各有分工和各司

其职的农村金融体系。这里“巨”指中国农业银行

之类的巨型农村金融机构，“大”指省级农商行，

“中”指中等规模的农信社、农商行，“小”指村

镇银行、小贷公司等小机构，“微”指各种村级资

金互助社和社区合作基金等。

6.多样化

不能把普惠金融简单理解成为信贷市场。实际

上在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既需要信贷，又需要农

业保险、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农业产业基金以及农

业期权期货市场等。

农村金融机构必须进行四大创新

1.体制创新

要实现农村金融、县域金融和微型金融协同

发展，还要进一步释放体制创新红利，加大农村金

融机构的竞争程度，降低准入门槛，让更多的社会

资本进入到农村金融领域中来，批准更多的村镇银

行、资金互助组织、小额贷款公司和农民资金互助

社等。

2.机制创新

一是加大互联网金融创新的力度。利用互联

网金融和现代科技来加大自己的业务力度，帮助农

村金融克服风险、降低成本和增加收益。二是产业

链金融创新。整合资源，利用电子商务、大数据和

产业链之间的关系，分析当地的产业结构，了解上

下游的产业链，建立抵押机制、担保机制和信息搜

集机制，利用本地产业链的优势构造一个个金融体

系。三是打造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的现代化金融企

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经理层各负其

责，相互制约，这样农村金融机构才能长久保持竞

争力，为农村金融发展提供更好地服务。

3.产品创新

能不能开发出适应客户要求的金融产品，考验

每个农信社的金融创新能力、产品创新能力和定价

能力。未来农信社将可能迎来一个更加凸显竞争的时

代，这就要求企业要有较强的产品创新能力和定价

能力，如针对当地的土地情况开展土地金融创新，

根据当地的产业情况开展抵押担保机制创新等。

4.文化创新

一是打造伦理文化，让农信社成为一个道德

银行，让客户信得过。二是打造乡土文化，接近草

根，接近普通客户。三是打造客户文化，农信社不

再面临卖方市场，而是面临买方市场，要感恩客

户，打造客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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