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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农贷绩效分析（１９５０－１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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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家惠农政策支持下，中国人民银行及农村信用社等机构发放的农村贷 款 是

解决农民生产生活困难的重要措施之一。农 贷 发 放 以 恢 复 农 业 生 产 和 改 善 农 民 生 活 为 主 要 目 的，形 式 灵

活多样，覆盖范围较大，利率较低，显示出浓厚的政策性特点。通过对河南省农贷调查样本数据的分析，发

现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南农贷成效显著，在持续 性 和 覆 盖 面 等 指 标 方 面 表 现 突 出，对 抑 制 高 利 贷、缓 解 农 村

资金短缺、促进农村生产、改善农民活动等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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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有效的

惠农政 策 来 改 善 农 民 境 遇，恢 复 和 推 动 农 业 生

产，发放农贷就是其中主要措施之一。研究新中

国成立初期农贷，特别是分析和探索当时的农贷

政策、农贷活动规律和绩效，对研究和制定当前

的农村金融政策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利用档

案资料，从国家和河南省两个层面对新中国成立

初期农贷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并进一步利用农贷

调查数据，采用Ｙａｒｏｎ （１９９９）农贷绩效评价方

法，从农贷 持 续 性 和 覆 盖 面 两 个 方 面 进 行 绩 效

分析。

　　一、学术回顾与研究源起

农贷是建国初期新生政权恢复和振兴农村经

济的主要措施之一，是新中国农村金融工作的业

务重点。当时的涉农贷款类型多，总体上说主要

包括农户贷款、集体农业贷款、国营农 业 贷 款、
贫农合作基金贷款等。

现有农贷相关学术研究主要有政策分析、农

贷体系、量化研究等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从农

村借贷体系和融资途径等视角分析农村金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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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方面，尚明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金融

问题进行分析，指出当时在农村开展储蓄和举办

农村保险的办法，主要是用农民的钱解决农民的

问题。［１］６９苏少 之、常 明 明 认 为，农 村 不 同 融 资

途径的并存，为缓解农村资金匮乏，满足各阶层

农民融资需要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２］汪丽媛、
冯庆水从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角度，指出农户的

借贷行为特征分析是研究农村金融的基础。［３］

近年利用量化分析方法的成果逐渐增多，主

要研究手段是建立相关函数模型对农贷问题进行

实证分析。杨乙丹通过从国家效用函数的角度分

析，认为我国的农贷制度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到

过渡时期存在结构性变化，一方面整合农村金融

资源抑制农村借贷需求，另一方面农贷对象更加

偏好 “组织起来”的农民。［４］周小 斌、李 秉 龙 用

统计分析方法得到中国农业信贷对农业产出的绩

效为正，农 贷 是 影 响 农 业 产 出 的 重 要 因 素 之

一。［５］常明明通过对建国初期中南区豫、鄂、湘、
赣、粤五省的农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建国

初期农贷在规模上逐年增加，但存在地区差异、
农贷资金不足、管理过于僵硬、扶持力 度 不 够、
平均主义等问题。［６］

农贷研究应充分重视政策分析，相关研究成

果主要从制度演变的角度进行分析。张杰中从长

期历史演进视角着手分析中国的农村金融制度，
认为要综合农村社会诸多层面因素综合 考 量。［７］

蒋国河通过对中国农业银行农贷业务的深入研究

得出结论，一方面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农贷体系，
另一方 面 也 存 在 放 贷 水 平 低、受 贷 人 数 不 足 等

问题。［８］

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多数学者认为农业信贷

是影响农业产出的重要因素之一，国家银行和信

用合作社的放贷逐渐成为农民融资的主要来源，
从一个长期视角着手分析国家农贷的相关问题能

够探索农贷发展脉络。从研究范畴来看，以宏观

分析视角考察国家农贷制度体系和农村金融运作

机制，总体上来看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基

本可以肯定的。现有研究成果从微观层面对新中

国成立初期农贷成效的研究相对较少，为了更加

深入地了解我国建国初期农贷活动特征，以及弥

补此前学界对微观层面农贷活动研究的不足，笔

者拟以河南省通许县农贷调查资料为基础，根据

收集整理的样本票据统计数据，对新中国成立初

期 （１９５０－１９５７）农贷发展的特点及其绩效进行

分析与评价。

二、建国初期农贷政策演进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贷发展演进依据政策取向

可以 划 分 为 两 个 阶 段。１９５０－１９５２年 为 第 一 个

阶段，这个阶段农贷用途及对象方面国家政策主

要倾斜于地方国营农场及各种合作组织，互助组

作为农贷的主要对象。国家农业贷款 “必须专款

专用不能直接分散给农户，防止用农贷转存，套

取利息。”即农业生产放款不是直接对农户贷款，

而是贷给地方政府、农业经济管理部门、国营农

场及农业生产 合 作 组 织 等。１９５１年 颁 布 的 《中

国人民银行农业生产放款章程》规定：“借款对

象以经营上列各种业务或制造有关生产资料之公

司企业，各种合作社生产互助组织及农民团体，

对积极从事劳动生产之个体农民亦得酌予放款；

但 对 健 全 之 合 作 社 及 农 民 团 体 得 优 先 贷

给。”［９］４０－４１该规定进 一 步 明 确 了 农 业 生 产 放 款 的

对象。从上述规定不难看出，农贷的对象是非常

广泛的，包括生产经营农资的企业、各种合作社

（供销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业生产合作

社）、农民团体 （主要 是 国 营 农 场 及 各 种 形 式 的

农业生产互助组织）等。①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为第二

个阶段，贷款范围的逐渐放 宽，１９５３年２月１５
日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

议》第１３条明确规定，“农业贷款必须合理地贷

给互助合作组织和单干农民两方面，不应当只给

互助合作组织方面贷款，而不给或少给单干农民

方面贷款”。［９］１１

农贷的发展状况分析是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

支农政策演变的重要方面内容，它是考量经济社

会发展变化相关的重要因素之一。１９５１年５月，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

金融工作会议。根据会议精神，国家银行将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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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全国农贷发放数量来看，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２年，仅银行机构就增加农贷４．２亿元，其中７０％－８０％是贷给分得土地以后的贫

苦农民。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６年农业贷款又增加２６亿元。１９５４年下半年，河南省出现合作化高潮，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为了解决贫

农入社基金的困难问题，中国农业银行指示在农贷中增加一项贫农合作基金贷款。参见：《辉煌的十年》上册，作者不详，人民日报

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００－４０１页。



主要力量开展农村金融工作，积极做好发放农业

生产贷款的业务工作。根据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５２年底

的材料统计，国家银行在农村中所放出的农贷累

计总数约 为１６６　０００余 亿 元 （旧 币），据 其 中 六

个省之内的４个县、２个乡、２２个村的典型材料

分析，在贷款总数７４．８余亿元 中，贫 农 贷 款 占

贷款总数的７７．３９％，中农贷款占２１．１％。这些

贷款对于帮助贫农以及有困难的中农解决种子、
肥料、添置牲畜、农具、兴修农田水利等方面困

难；对鼓 励 农 民 的 生 产 积 极 性，提 高 农 业 生 产

力，增加粮、棉产量，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改

善农民生活条件；对恢复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生

产；对促进农业互助合作的发展，以及帮助贫困

农民摆脱高利贷剥削，对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
都起到了一定作用。［１０］为支持农业生产和农村综

合发 展，农 村 地 区 设 立 农 村 信 用 合 作 社，到

１９５７年底，全 国 乡 一 级 信 用 社 基 本 普 及，逐 步

形成了以国家银行为主导、农村信用合作社为补

充的农 村 农 贷 体 系。随 着 信 用 合 作 社 进 一 步 发

展，其在农贷体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１９５２
年和１９５７年国家银行机构与农村信用合作社农

贷规模与增长情况如下表：

表１　建国初期农业贷款额及增长量

年份
农业总产值

（亿元）

比上期增长量

（亿元）

农村贷款

合计 （亿元） 其中银行 信用社
合计比上

期增长量

贷款增长占

产值增长 （％）

贷款合计占

农业产值比例 （％）

１９５２　 ４６１　 ４．３５　 ２．８５　 ０．１５　 ０．０９

１９５７　 ５３７　 ７６　 ３３．１４　 ２３．６９　 ９．４５　 ２８．７９　 ８６．８７　 ６．１７

　　注：１．农业总产值为当年价格；２．农 村 贷 款 中 不 包 括 供 销 系 统 贷 款；３．农 村 贷 款 为 当 年 年 底 余 额。资 料 来 源：路 建 祥、丁 非

皆：《农村金融实用全书》上册，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７月第１版，第２１０－２１１页。

　　由表１可知，１９５２年农村 贷 款 合 计 为４．３５
亿元，其中银行发放２．８５亿元，占 农 贷 总 额 比

例为２．８５／４．３５×１００％＝６５．５％，信 用 社 发 放

０．１５亿 元，占 农 贷 总 额 比 例 为 ０．１５／４．３５×
１００％＝３．４％；到１９５７年，农 村 贷 款 合 计 为

３３．１４亿元，其中银行发放２３．６９亿元，占农贷

总额 比 例 为２３．６９／３３．１４×１００％＝７１．５％，信

用社发放９．４５亿 元，占 农 贷 总 额 比 例 为９．４５／

３３．１４×１００％＝２８．５％。由计算数据可以 看 出，
信用社 贷 款 所 占 份 额 从１９５２年 的３．４％增 长 到

１９５７年的２８．５％，可见利 用 信 用 社 放 款 的 增 长

幅度之大、速度之快，农村信用社已经成为我国

农贷的 重 要 放 款 机 构。另 外，１９５７年 贷 款 增 长

占产值 增 长 的８６．８７％，农 村 贷 款 总 额 从１９５２
年的４．３５亿元增长到１９５７年的３３．１４亿元，短

短五年间增长了６．６倍。贷款数额的增加和贷款

速度的加快，说明国家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利用

农贷政 策 解 决 资 金 不 足 问 题，调 动 农 民 的 积 极

性，促进农业生产。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农贷主要是用于扶

助农村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特别是帮助贫苦农

民解决 生 产 资 料 问 题。农 贷 的 放 款 主 要 分 为 两

种：农业生产放款和一般周转性放款。农业生产

放款 包 括 农 田、水 利、种 子、化 肥、农 具、牲

畜、渔业、牧业、农场及各种特产作物的生产放

款等，放款的对象更多的是地方政府、农民团体

或者是农业互助组织；一般周转性放款包括城郊

和乡村的一般短期周转性的放款，周转性放款的

对象则是广大农民群众。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我国发放了大量农业贷款，解决了约３５００万 户

的生活困难，国家通过农贷与１．４亿的农业人口

发生了联系，占全国总农业人口的１／３。据不完

全统计，水利贷款受益田达２．２８亿 亩，占 全 国

耕地 面 积 的１５％，发 放 的 实 物 贷 款，像 化 肥、
种子等能满足农民一年所需的半数以上。［１１］

新中国成立后，河南农村金融工作积极稳妥

向前推进，中国人民银行、农业银行与信用合作

社开展农业贷款业务，力图帮助农村地区尽快恢

复农业生产，弥补战争创伤，提高农民收入。在

农业合作化进程中，中国人民银行努力帮助农村

大力发 展 建 立 农 村 信 用 合 作 社。档 案 资 料 显 示

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５２年河南省各项农贷拨放数额 （见

表２）。到１９５５年，发 展 到１．１万 多 个 信 用 社，
当时拥有股金和存款５　０２６万元，当年发放贷款

５　６７２万 元。到１９５７年 底，粮 食 贷 款 余 额２．８６
亿元，较１９５３年增长６．７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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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河南省三年来各项农贷拨放数额统计表（１９５０－１９５２年） 单位：款（元）粮（市斤）

贷款类别 金额 类别占比 备（粮）放

渔业贷款 ７１７　２１０　０００　 ０．１５％
饲料贷款 ７　８１６　８２０　０００　 １．５９％
种子贷款 １５　８７８　８３０　０００　 ３．２３％
耕畜贷款 ５５　２２８　７５０　０００　 １１．２４％ １１　６８３　４２３
农具贷款 ３０　８２１　２５０　０００　 ６．２７％ ３　３３５　４４３
棉肥贷粮 ０．００％ ２０　８２９　０１０

水利贷款（粮） ５０　４３９　３２０　０００　 １０．２７％ ３　３４８　８３５
柞蚕贷款（粮） ６　５５９　２０８　１４３　 １．３４％ ３　１３１　３１１

麦种贷粮 ５２　８５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７６％ ９６　３６７　７６７
生救贷粮 ０．００％ ６４　９５５　８５２
稻谷贷粮 ０．００％ ３　０００　０００

烟烤贷款（粮） ２５　３０２　３７０　０００　 ５．１５％ １０　７３６　０４８
茶叶贷款 ２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４％
肥料贷款 ６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８４％
药械贷款 ５８　３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１．８７％
种畜贷款 １　３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２６％
开荒贷款 ３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６％
短期贷款 ５６　２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１．４４％
合作供销 ３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７．９４％
收购土产 １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８７％
生产合作 ３　３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６７％

蚕民生活资料 ５１５　９６９
总合计 ４９１　２２４　７５８　１４３　 ２１７　９０３　６５８

　　注：表２中类别占比是由笔者根据表中数据计算得出。资料来源：河南省档案馆，档案编号：Ｊ５９－０１－００１６。①

　　根据表２河南省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５２年三年来各

项农贷拨放数额统计表，由贷款类别占比可知，
贷款主 要 集 中 在 肥 料 贷 款、药 械 贷 款、短 期 贷

款、耕畜贷款、麦种贷款和水利贷款，分别占比

为１３．８４％、１１．８７％、１１．４４％、１１．２４％、１０．７６％
和１０．２７％；其 他 类 型 的 贷 款 所 占 比 例 相 对 较

小。此外，“据不完全统计共贷放农贷６５次，联

系 面 总 计 户 数 为 ４　４４０　６２９ 户，其 中 贫 农

３　７３５　４７０户，占 总 户 数８４％，中 农６９　７２６户，
占总 户 数１５％，地 富８　０３３户，占 总 数１％点

强；肥料，包括合作肥料５００亿；麦种贷款３１５
亿，即最近下拨的政府委托贷款。”②

根 据 档 案 资 料，河 南 省 分 行 原 分 配 数

１９９　３０６　６７７　５００元，实 贷 出 数 为１７９　２４４　８８０　７１０
元。放款种类占比中，合肥放款③、水利放款和

耕畜放 款 分 别 占２８．７５％、１９．１１％和１８．６８％，

所占比重位居前三名；其他类型的放款，如农具

放款、药械放款、烤烟放款等也占一定 的 比 例。

剩余数表示当年未还的贷款，剩余数越少则表示

农贷政策效果越好。由数据可知，饲料放款、种

子放款、盐业放款和开荒放款剩余数为零，表示

贷出款全部归还；农具放款、柞蚕放款、耕畜放

款和水利放款剩余占比分别为２．０８％、３．２２％、

５．４２％和６．５４％，这几类放款剩余数都比较少，

表示农贷政策效果比较好。④

通过各种农贷成绩统计表的资料整 理 可 知，

农贷主 要 用 于 为 农 业 生 产 供 应 生 产 资 料。１９５２
年，共买耕牛３３　１０３头、驴１　７０８头、马６６头，

可解决６　１８９亩地的耕地问题 （六个专区成绩统

８０７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年第４５卷

①

②

③

④

１９５５年２月２１日，国务院发布 《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和收回现行的人民币的命令》，参见卢汉川：《中国农村金融历史资料

（１９４９－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１９５５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制定了 《发行新币收兑旧币办法》，其所规定的要点如下：新币发行后，对

市场上流通的旧币采取定期收回的办法，按规定新旧币兑换比价是以 旧 币 一 万 元 兑 换 新 币 一 元。因 此 笔 者 判 定 表 中 数 据 为 旧 币。参

见 钟金：《关于发行新币收兑旧币的办法》，《中国金融》１９５５年第４期。
《河南省三年来各项农贷拨放数额统计表 （１９５０－１９５２年）》，河南省档案馆，档案编号：Ｊ５９－０１－００１６。

合肥放款即合作化肥贷款。

河南省档案馆，档案编号：Ｊ５９－０１－００１６。



计）；共买大车７　３０６辆、耧１　２２６件、犁４　６５０
件、耙６　８１５件、其他小农具５３９　５５０件；共买

水车９５８辆、打井修井共２　２４３眼、修通１　１９４条

沟渠、治 理１０　２０１口 水 塘、修 筑１　４３３道 堤 坝

等；施肥１７５亩地；共买鱼苗９　０００　６００　０００粒、
鱼具船１条、网９条、钩３　００８个、其他鱼具６３
件；可增产茶叶４　５００斤；共买草１　１６７　５００斤、
料２　８２７斤；共 扶 植１４　８０８户，播 种 面 积 达

５０　０９９亩；委托合作社加工７　８１０　５２６斤。
为了支持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合作化运动，从

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７年银行共发放农贷５．２亿元，其

中包括贫农合作基金贷款４　８６０万元，帮助贫下

中农解 决 了 入 社 交 纳 股 金 的 困 难。１９５７年 底，
银行农业贷款余额增加到２．５４亿元。［１２］５１８－５１９

总体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南省农贷发展

迅速、推进顺利，农贷发放渠道多样，贷款对象

多，可以缓解农村资金困难的情况，有效推动农

村经济的发展。

三、基于农贷调查资料的绩效分析

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农贷绩效的实证分析，这

里主要 采 用 Ｙａｒｏｎ （１９９９）农 贷 的 绩 效 评 价 指

标。① Ｙａｒｏｎ绩效评价模型主要包括持续性和覆

盖面两个指标，通过对农村地区农贷活动的持续

性和覆盖面评价，探讨农贷对农村生产和农民生

活产生的影响，进而从整体上系统评价农贷活动

绩效。河南省是中原地区农业大省，也是国家发

放农贷比较集中的地区，因此，分析河南农贷绩

效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鉴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农

贷活动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和数据的局限性，笔

者在Ｙａｒｏｎ的 农 村 金 融 机 构 的 绩 效 评 价 指 标 基

础上做了改进，主要通过收集和整理的新中国成

立初期河南省通许县农贷调查借据票据，② 从持

续性和覆盖面两方面评价建国初期农贷绩效。
农贷持续 性 是 农 贷 效 率 评 估 的 重 要 指 标 之

一，农贷活动的持续性表现在贷款利率和贷款回

收率两方面。在贷款利率方面，农业贷款利率与

持续性之间相辅相成。较低的农贷利率会提高农

户的贷款意愿，其结果是势必增加农贷的持续性

能力。通过借据票据反映出的农贷活动信息看，
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状况适时

调整和 降 低 贷 款 利 率，使 得 农 贷 持 续 性 不 断 增

强。河南省通许县农贷调查资料所反映出来的农

贷利率情况如下表：

表３　河 南 省 通 许 县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 农 业 贷 款 平 均 月 利 率

统计情况 单位：％

年份
农业生产

平均利率

农业设备

平均利率

周转性放款

平均利率

１９５３　 ０．７８　 ０．７３　 １．５

１９５４　 １．１２　 １．２２　 １．３

１９５５　 １．２６　 ０．６５　 １．７

１９５６　 ０．５　 ０．５４　 ０．７２

１９５７　 ０．６６　 ０．７１　 ０．７３

　　注：表 中 利 息 表 达 方 式 为 月 息１分１２厘＝１．１２％ ＝

０．０１１２。数据来源：“河南省通许县农贷调查”。

由表３可知，河南省农贷利率参照了国家规

定的标准，在不同时期做出了适当调整。③ 从河

南省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农业贷款平均月利率统计情况

可以看出，农业生产贷款和农业设备贷款的平均

利率水平从１９５３年的月息７厘８和７厘３，提高

到１９５４年的１分１厘２和１分２厘２。但是，从

１９５６年开 始，农 业 生 产 平 均 利 率、农 业 设 备 平

均利率和周转性放款平均利率均有所下降，接近

国家规定的利率标准。④

贷款回收率也是影响农贷绩效的核心指标之

一。农户贷款用于生产和生活，如果按时归还该

９０７第６期　　　　　　　　　　　　　　　　　　孙建国：新中国成立初期农贷绩效分析（１９５０－１９５７）

①

②

③

④

Ｙａｒｏｎ的业绩评估框架为：基本的评估指标包括可持续性和目标客户的覆盖。转引 自 陈 刚、潘 耀 华、申 作 亮：《日 照 市 农 村

信用社改革绩效研究：基于Ｙａｒｏｎ业绩评估框架》，《金融发展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４期，第７０－７２页。

在 “河南省通许县农贷调查”４０８份借贷时间为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７年的借据样本中，筛选出信息完整且票面数据齐全的２０２份

票据作为样本，并据此进行统计分析。

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１９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新修订的农贷利率为：（１）用 于 增 加 农 业 设 备、改 进 技 术 的 放 款 （包 括 马 拉 农 具、抽

水机、打井、水利、水车、力畜、种畜等）利率为７厘５； （２）一 般 农 业 生 产 放 款 （包 括 良 种、饲 料、水 农 具、肥 料、药 械、步 犁

等）利率为１分；（３）周转性放款利率为１．５分。参见常明明：《建国初期国家农贷的历史考察———以中南区为中心》，《当代中国史

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３期，第７７－８６＋１２７页。

国家银行为了支持农业合作化和农业增产运动，决定自１９５６年３月１日起将再度降低农业贷款利率，这是国家对农民除 了

直接发放贷款以外的又一种有力的经济援助。由于国家银行和信用社 的 利 率 降 低，还 可 以 引 导 农 村 的 社 会 利 率 下 降，这 对 农 业 生 产

的发展也是有利的。参见 《做好降低农村利率工作，积极支持春耕生产》，《中国金融》１９５６年第６期。



笔贷款就 说 明 他 们 从 中 获 得 了 所 期 望 的 收 益 增

加，实现了生产收入的提高和生活方面的改善。
农贷回收状况很好地说明了农贷活动是否发挥了

效用，并且也间接说明了农贷保证方式的效果。

依据河南省通许县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农贷票据的

票面信息 （包括借款人、保证人、借款用途、月

息、借款期限、还款明细等）进行整理分析，得

到２０２份偿还情况的样本，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４　通许县２０２份农贷票据偿还情况表

项目
农业生产放款 生产设备放款 其他用途还款

到期未还款 到期还款 到期未还款 到期还款 到期未还款 到期还款

样本数量 （份） ２５　 ５８　 ３５　 ５５　 ６　 ２３
所占该用途比重 （％） ３０．１　 ６９．８　 ３８．９　 ６１．１　 ２０．７　 ７９．３

平均借款期限 （月） ５．８　 ５．３　 １４．３　 １３．５　 ４．５　 ４．１
平均借款金额 （元） ７８．３　 ７５．７　 ２２４．２　 １９８．７　 ９．８　 ８．５

平均月息 （％） ０．５３　 ０．５７　 ０．５８　 ０．６５　 ０．７７　 ０．７３

　　从 表４可 得，通 许 县 到 期 贷 款 回 收 率＝
（７５．７×５８＋１９８．７×５５＋８．５×２３）／ （７８．３×２５
＋７５．７×５８＋２２４．２×３５＋１９８．７×５５＋９．８×６＋
８．５×２３）×１００％＝１５５１４．６／２５３７７．９×１００％＝
６１％。① 可以看出，首先，农贷放款到期偿还率

均高于到期未偿还率，即农户到期偿还贷款的情

况占大多数，说明农业贷款发挥了较好的效用。
从平均借款期限可以看出，农业贷款以短期借款

为主，农业生产放款和其他用途放款借款期限基

本上为半年左右，生产设备放款借款期限差不多

在一年 以 上。其 次，新 中 国 成 立 初 期 农 贷 利 率

低，到期贷款回收率高于到期未回收率。农贷利

率低，适时灵活调整，提高了农户向银行借款的

意愿，农户通过农业贷款获得了所期望的福利，
将贷款用于农业生产、设备贷款和其他用途贷款

中，发挥了农业贷款的效用。用于农业生产用途

的贷款期限一般较长，利率较低、金额较大。农

业贷款采用互相保证的担保方式，贷款人相互保

证，负连 带 赔 偿 责 任，贷 款 经 营 情 况 及 贷 款 用

途，均经调查属实后，介绍人与保证人才可同意

担保。这种无抵押担保模式一方面简化了贷款手

续，农民 主 动 向 银 行 申 请 贷 款，增 加 了 贷 款 数

量，有利于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农业贷款投向

得到保障，减少非法挪用贷款，互相保证为贷款

回收提供了良好的保证，降低了银行的贷款回收

风险，有利于农贷活动的持续经营。
农贷覆盖面指标分析主要体现农业贷款是否

很好地发挥其效用。覆盖面评价指标主要包括贷

款用途和农业贷款额变动情况两方面，主要衡量

农村金融机构服务目标客户的程度、范围以及满

足目标客户对金融服务需求的程度。［１３］依据河南

省通许县农贷调查２０２份票据统计资料显示农贷

用途及贷款额变动情况如下表：

表５　通许县农业贷款额及其比重情况 单位：元 （以新币计价）

年份 样本数量 （份） 农业贷款总额
农业生产放款 农业设备放款 周转性放款

贷款额 比重 （％） 贷款额 比重 （％） 贷款额 比重 （％）

１９５３　 １３　 ３６５　 ３２８　 ８９．８　 ２７　 ７．４　 １０　 ２．８

１９５４　 １５　 ３０６　 ２９５　 ９６．３　 １１　 ３．６　 １　 ０．１

１９５５　 ２０　 ６　５５９　 １　８５７　 ２８．３　 ４　３９３　 ６６．９　 ３０９　 ４．７

１９５６　 ９０　 １０　０１５　 ４　７７６　 ４７．７　 ５　１７８　 ５１．７　 ６１　 ０．６

１９５７　 ６４　 ７３１　 ５８１　 ７９．４　 １５　 ２　 １３５．６２　 １８．６

　　从表５中２０２份样本票据农贷贷款额及其比

重情况看，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７年运用于农业生产贷

款占当年贷款总额比重分别为８９．８％、９６．３％、

２８．３％、４７．７％和７９．４％。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７年生

产设备贷款 占 当 年 贷 款 总 额 比 重 分 别 为７．４％、

３．６％、６６．９％、５１．７％和２．０％。由 于 当 时 农

０１７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年第４５卷

① 农业贷款到期回收状况主要受借款用途、期限、利率和金额的影响。



业生产力水平较低，农业生产贷款所占比例相对

较大。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逐年提高，对农业

的投入也相应提高，在农业生产贷款逐年增加的

基础上，农业设备贷款也相应增加，所占比重也

相应 提 高。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 农 贷 总 额 总 体 呈 增 加

趋势，符合农贷规模不断扩大的特点。农贷总额

在１９５６年之后有所下降，农业生产贷款 比 重 有

所下降，相应的为促进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对农

业设备贷款的需求有所增加。此外１９５７年 周 转

性贷款占农贷总比重份额较前四年有很明显的增

加，周转性 贷 款 主 要 用 途 为 治 病 和 解 决 生 活 困

难，说明当 时 农 贷 不 断 重 视 广 大 农 户 的 生 活 需

求。但总体来说，建国初期通许县的农业贷款依

旧以支持农业生产为主，用于改善农民生活的贷

款较少。
此外，根据河南省通许县农贷调查资料部分

有效数据统计，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７年，在调查地

区内，农村贷款受益地亩数２　６５２．１亩，受益人

数中贫农和中农比率较高，其中贫农占比６８％，
中农占比３２％。根 据 前 述 表２中 国 人 民 银 行 河

南省分行１９５２年各种农贷成绩统计表也可看出，
从扶植范围数据看出各类型放款范围覆盖３４３个

区、３　９７６个 乡、４　１１７个 村；贷 款 对 象 包 含 贫

农１６２　７７７户、中 农２２　０６７户；生 产 贷 粮 覆 盖

１３５个乡、１　０２４个 村；生 产 贷 粮 对 象 包 括 贫 农

６　０８９户、中 农５８　０１６户。农 贷 涉 及 地 区 范 围

广、人口多，也是显示农贷效率高的重要表现。

四、结　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

展，积极帮助贫困户及互助组、合作社获得生产

资金和生活上的帮助，政府制定支农政策，积极

促进农贷发展，农贷的政策性特点明显。政府金

融机构及农村信用合作社发挥了主渠道作用，在

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对规避农村民间金融借贷的

风险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中国人民银行及农村

信用社等机构对农村贷款的发放在一定程度上解

决农村资金短缺的问题，满足了一部分农户的资

金需求，增加了农民收入，有效促进粮 食 生 产，
对抑制农村高利贷活动也具有一定的作用。基于

通许县农贷调查资料的绩效分析，可以发现，由

于农贷利率低，农户向银行借款的意愿强，农贷

偿还率高于未偿还率。农业贷款中农业生产贷款

所占比重相对较大，并且依旧以农业生产为主，
运用于农民生活的贷款相对较少。新中国成立初

期农贷体制的不断完善，对于促进农业生产、加

快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具有积极意义。新中国成立

初期农贷绩效分析还有进一步深入探究的必要，
其中农户主动性有必要给予特别关注，应联系土

地规模、家 庭 收 支、社 会 资 本 等 方 面 的 具 体 情

况，对农户的借贷行为展开分析。

参考文献：

［１］　尚明．当 代 中 国 的 金 融 事 业［Ｍ］．北 京：中 国 社 会 科

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２］　苏少之，常明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南区乡村个体融

资途径与结 构 研 究［Ｊ］．当 代 中 国 史 研 究，２００９（４）：

７７－８４．
［３］　汪丽媛，冯庆水．把握农户借贷特征完善农村金融体

系［Ｊ］．安徽农 学 通 报（上 半 月 刊），２０１０，１６（１３）：１５－
１６＋２２．

［４］　杨乙丹．国家效用函数调整、公有产权扩张与农贷职

能拓展———社会 主 义 改 造 时 期 农 贷 制 度 演 变 的 经

济史考察［Ｊ］．兰州学刊，２０１５（９）：８９－９８．
［５］　周小斌，李秉龙．中国农业信贷对农业产出的绩效分

析［Ｊ］．经济研究参考，２００３（７１）：２８－２９．
［６］　常明明．建 国 初 期 国 家 农 贷 的 历 史 考 察———以 中 南

区为中 心［Ｊ］．当 代 中 国 史 研 究，２００７（３）：７７－８６
＋１２７．

［７］　张 杰．农 户、国 家 与 中 国 农 贷 制 度：一 个 长 期 视 角

［Ｊ］．金融研究，２００５（２）：１－１２．
［８］　蒋国河．中 国 农 民 银 行 农 贷 业 务 评 析［Ｊ］．福 建 师 范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４）：４２－４７．
［９］　卢汉川．中 国 农 村 金 融 历 史 资 料（１９４９—１９８５）［Ｇ］．

长沙：湖南出版事业管理局，１９８６．
［１０］　乔培新．发放农贷应正确贯彻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

［Ｊ］．中国金融，１９５５（７）：３－５．
［１１］　田 张 志．目 前 农 贷 工 作 中 的 几 个 问 题［Ｊ］．中 国 金

融，１９５３（１）：４－５．
［１２］　张树德，侯志英．当 代 中 国 的 河 南：上 册［Ｍ］．北 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
［１３］　赵丙奇、杨 丽 娜．村 镇 银 行 绩 效 评 价 研 究———以 浙

江省长兴 联 合 村 镇 银 行 为 例［Ｊ］．农 业 经 济 问 题，

２０１３（８）：５６－６１．

责任编辑：马陵合

１１７第６期　　　　　　　　　　　　　　　　　　孙建国：新中国成立初期农贷绩效分析（１９５０－１９５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