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摘要

一、金融机构涉农贷款明显增加

近年来，在多个部门、多项政策的共同支持下，金融支持“三农”发展的力度持

续加大。截至2012年底，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农村（县及县以下）贷款余额为14.5万亿

元，同比增长19.7%，占各项贷款余额比重21.6％，较2007年末增长188.6%，5年间平均

年增速为24.4％；农户贷款余额为3.6万亿元，同比增长15.9%，占各项贷款余额比重为

5.4％，较2007年末增长170.1%，5年间平均年增速为22.3％；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为2.7

万亿元，同比增长11.6%，占各项贷款余额比重为4.1％，较2007年末增长81.1％，5年间

平均年增速为13.4％；全口径涉农贷款余额为17.6万亿元，同比增长20.7％，占各项贷款

余额比重为26.2%，较2007年末增长188.2%，5年间平均年增速为24.3%。

二、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不断推进

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是全面改进和提升农村金融服务的重要手段。

在多年推动农村金融创新的基础上，人民银行于2011年7月分别印发《关于建立农村金融

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专项监测报告制度的通知》（银办发［2011］147号）和《关于开展

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的通知》（银发［2011］181号），建立了按季度监测制度，

动态、全面掌握各地推进创新工作进展，加强对县域金融机构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

估，全面提高信贷政策对“三农”的导向力。银监会2012年发布了《关于实施金融服务

进村入社区工程的指导意见》（银监办发［2012］190号）、《关于实施阳光信贷工程的

指导意见》（银监办发［2012］191号）和《关于实施富民惠农金融创新工程的指导意

见》（银监办发［2012］189号），引导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启动“三大工程”，针对农村

地区金融需求差异大、抵押担保物缺乏等特点，研发新产品，探索新服务。

各地金融机构结合农村金融服务需求特点，积极创新“量体裁衣”式的金融产品，

运用微贷管理等技术，积极扩大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的覆盖面；围绕地方支柱行

业、特色产业开发产业链信贷产品；创新适合农村客户需要的结算工具等。在担保方式

创新上，在法律允许、财产权益归属清晰的前提下，积极探索，有效扩大抵押担保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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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加强与保险机构合作，鼓励以政府资金为主体设立的各类担保机构为涉农业务提供

融资担保。在涉农企业直接融资方面，先后推出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结构化中期票据

和短期融资券等创新产品；针对涉农中小企业盈利能力不强、资信评级较低的特点，利

用集合授信、打包发行等方式，推进涉农中小企业发行集合票据；探索研究涉农资产支

持票据等适合涉农企业的新型债务融资工具。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较有影响的创新产品和服务包括：集体林权抵押贷款、大型农

机具抵押贷款、农村特殊群体创业促就业的小额担保贷款、“信贷+保险”产品、中小

企业集合票据和涉农企业直接债务融资工具等。湖南耒阳油茶林权抵押贷款、吉林粮食

涉农直补资金担保贷款、陕西订单农业和供应链融资、河南农村金融创新典型示范县建

设、湖北咸宁“1+1”金融模式创新都作出了地方特色。

三、农村金融基础服务覆盖面不断扩大

通过多年的持续努力，我国正在形成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其他组

织共同组成的多层次、广覆盖，功能互补、相互协作、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农村金融服务可获得性进一步提升。

表1.1　主要涉农金融机构相关情况

单位：家；个；人

注：*此处不包含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

数据来源：中国银监会。

2012年

机构名称 机构数 营业性网点数 从业人员数

农村信用社* 1 927 49 034 502 829

农村商业银行 337 19 910 220 042

农村合作银行 147 5 463 55 822

村镇银行 800 1 426 30 508

贷款公司 14 14 111

农村资金互助社 49 49 421

合计 3 274 75 896 809 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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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村金融机构改革与发展不断推进，可持续发展

能力持续增强

主要涉农银行业金融机构坚持服务“三农”的市场定位，按照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

度的要求，不断推进涉农金融机构改革和创新。农村信用社（含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

作银行，下同）发挥着金融支持“三农”的主力军作用，中国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

部”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服务功能日益增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县域金融服务不断强化，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培育工作取得较大进展。主要涉农金融机构

盈利水平逐年上升（见表1.2），涉农贷款不良率持续降低，可持续发展能力稳步提高。

截至2012年底，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不良率2.4%，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农村信用社（含

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涉农贷款不良率5.4%，比上年末下降1.1个百分点。

表1.2　2007—2011年主要涉农金融机构盈利水平状况

　                                                     单位：%

机构名称 项目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农村商业银行
资产利润率① 0.70 0.79 0.80 1.01 1.20

资本利润率② 12.97 13.71 13.36 13.82 15.43

农村合作银行
资产利润率 0.84 1.03 1.05 1.19 1.30

资本利润率 13.29 15.87 15.85 16.05 17.06

农村信用社③
资产利润率 0.45 0.42 0.41 0.36 0.74

资本利润率 10.36 9.87 9.72 8.34 15.30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邮政

储蓄银行

资产利润率 0.34 0.59

资本利润率 16.17 20.01

注：①资产利润率（ROA）是指金融机构在一个会计年度内获得的税后利润与总资产平均余额的比率，本报告采用净

利润与总资产平均余额的比率计算。

②资本利润率（ROE）是指金融机构在一个会计年度内获得的税后利润与资本平均余额的比率，本报告采用净利润与

所有者权益平均余额的比率计算。

③此处不含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

数据来源：中国银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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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农村融资环境有效改善，融资模式由间接融资向

直接融资扩展

人民银行、发展改革委、证监会等部门积极发挥股票、债券市场的融资功能，支持

农业产业化企业上市融资，不断改进和完善市场体制机制，优化直接融资环境，有效拓

宽涉农企业的多元化融资渠道，持续扩大涉农企业发行股票、公司债、短期融资券、中

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债券融资工具的规模。

六、农业保险覆盖面稳步扩大，“稳定器”作用逐步

凸显

近年来农业保险快速发展，在稳定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收和改善农村金融环境等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是农业保险覆盖面稳步扩大，风险保障能力有效提高。从地理区域分布看，农业

保险已由试点初期的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覆盖到全国。从保险品种看，中央财政补

图1.1　2005—2012年涉农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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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的品种已达到15个。从风险保障能力看，我国农业保险在实现基本覆盖农林牧渔各主

要农业产业的同时，在农业产业链前后都有了新的延伸，从生产领域的自然灾害、疫病

风险等逐步向流通领域的市场风险、农产品质量风险等延伸。二是市场经营主体不断增

加。2012年我国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已由试点初期的6家增至25家，适度竞争市

场环境正逐步形成。三是政策支持力度连年加大。2012年，我国享受财政保费补贴政策

的农业保险保费规模达到235.28亿元，占总保费规模的97.98％，财政补贴型险种仍是我

国农业保险的主要险种，有效地减轻了农民的保费负担水平。四是经济补偿功能持续发

挥。2012年，共计向2 818万农户支付赔款148.2亿元，对稳定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收起

到了积极的保障作用。在一些保险覆盖面高的地区，农业保险赔款已成为灾后恢复生产

的重要资金来源。

2012年1~12月，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240.13亿元，同比增长38%；为1.83亿农户提

供风险保障9 006亿元，承保户数同比增长8%，保险金额同比增长38%。目前我国农业保

险业务规模仅次于美国，已成为全球最活跃的农业保险市场之一。

七、农村支付体系建设快速推进

为促进农村金融服务升级和创新，畅通农村支付结算渠道，人民银行制定实施了一

系列政策措施，组织涉农金融机构推广适应农村需要的非现金支付工具和终端，延伸支

付系统覆盖面，开展支付结算特色服务，极大地便利了农民和农村地区的支付活动。农

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向全国推广，方便外出务工农民的异地存取款。银行卡助农取款服

务向偏远农村地区延伸，加快构建支农、惠农、便农的“支付绿色通道”。

八、农村信用环境建设持续推进，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逐步改善

农村信用体系和生态环境建设是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

人民银行联合地方政府、相关部门、金融机构多渠道开展对农村地区的信用知识宣传；

征集农户信息，完善农户、农村个体户等农村经济主体的信用记录，建立信用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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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建立适合地方特点的农户评价体系，推动各地开展“信用户”、“信用村”、“信

用乡（镇）”创建。引导涉农金融机构对守信农户简化贷款手续、降低贷款利率上浮幅

度，推动地方政府及各涉农职能部门出台与信用相结合的“三农”支持政策、措施，共

享农户信用信息，构建“守信受益、失信惩戒”的信用激励约束机制，提高农民的信用

意识，改善信用环境。

九、农村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渐成体系

在积极推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人民银行等多个部委都在近期开启了金融消

费者权益保护试点工作，着力加强对农村居民等弱势群体的金融消费者知识教育，提升

金融消费者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逐步建立健全金融消

费者权益保护机制。

十、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政策扶持力度不断增强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主要着力点在于解决农村金融“成本高、风险高”的核心问

题，对成本费用相对较高的特殊地域、特殊业务或特殊机构予以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或

激励性金融政策，通过农业保险保费财政补贴等措施以覆盖涉农金融风险。目前，初步

形成了正向激励的财税、金融政策相结合的扶持政策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配

置机制的不足，对消化金融机构历史包袱、促进深化改革和有效调动支农积极性发挥了

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