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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村镇银行是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组织创新。国内对村镇银行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村镇银行的制度绩效、展业的问题与对策、市场定位、信用风险以及组织创新的路

径等方面。村镇银行作为股份制的中小型社区银行 ,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社区银行与

经济发展的关系、与关系型借贷的关系、与大银行的经营差异以及社区银行的经营风险、经营

绩效、发展趋势六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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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 12月 ,银监会颁布了《关于调整放宽

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 ,更好支持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随后确定四川、青

海、甘肃等 6个省 (区 )的 36个县、市、乡、镇作为

首批试点地区 ,并提出要积极支持和引导境内外银

行资本、产业资本和民间资本到农村地区新设主要

为当地农户提供金融服务的村镇银行。2007年 1

月 ,银监会出台了《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 》、《村

镇银行组建审批工作指引 》等六个配套文件。在

此基础上 , 2007年 5月 ,银监会又发布了《关于加

强村镇银行监管的意见 》,对村镇银行的监管进行

规范。截止到 2009年 3月 ,我国开设村镇银行共

计 90余家 ,未来两年内村镇银行要发展到 2000

家 ,争取做到有条件的一个县有一家 ,与农村信用

社展开竞争 (刘明康 , 2009)。组建村镇银行 ,对解

决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

足、竞争不充分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较之于此前

的扶贫输血和财政支农无疑更适合新农村建设的

金融需求。面对村镇银行的改革实践 ,近年来理论

与实务界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丰硕的研

究成果。本文在对这些成果进行系统总结的基础

上 ,评析了总体研究现状 ,并指出当前亟待研究的

问题 ,以期为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一、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村镇银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村镇银行

的制度绩效、展业的问题与对策、市场定位、信用风

险以及组织创新的路径等方面。

1. 设立村镇银行的制度绩效。秦汉锋 (2008)

认为村镇银行的制度安排体现了改革理念、改革路

径、改革目标的创新 ,但在现有环境约束下 ,制度的

功能与绩效不能实现最大化 ,需要其他制度安排与

之配合 ,才能保证村镇银行可持续发展。何广文

(2008)认为银监会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新政是

中国农村金融史上的重大突破 ,将从增量角度改善

农村金融机构的结构和布局 ,然而仍需要多角度创

新。巫建华等 (2008)认为江苏省村镇银行的建立

增加了金融供给 ,提升了金融服务水平 ,增强了金

融竞争和促进了金融合作 ,降低了农民借款成本和

影响了民间融资 ,促进了主发起行所在地与当地经

济的互动。李莉莉 (2007)认为村镇银行的设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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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创新之举 ,为农村金融发展注

入了“新鲜的血液 ”,有利于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

的构建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金融的供需矛

盾以及为民间资金提供良性发展渠道 ,然而仍然不

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金融问题。张鸣鸣 ( 2007)认

为村镇银行的设立有利于活跃农村金融市场和完

善农村金融服务 ,集中表现为加速推进农村正规金

融机构的制度改革、促进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逐步

正规化以及为农村金融组织发展注入活力。

2. 村镇银行展业的问题与对策。张鸣鸣

(2007)指出村镇银行的发展应开展农业产业化链

式服务 ,积极介入农业生产链中各个环节 ,强化与

地方政府、保险机构、经济合作组织等部门的合作 ,

共同建立技术和信息沟通平台 ,将金融服务、技术

与信息服务、保险服务等有机整合以促进农村经济

的发展。郭素贞 (2008)指出村镇银行在运行过程

中存在市场定位偏离服务“三农 ”目标、信誉度不

强、创新性不足、缺乏差别化金融产品等问题 ,并提

出要明确村镇银行的定位、制定适当的优惠政策、

推进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逐步放开农村信贷利率

限制、建立农村存款保险体系等对策建议。李建

华、许传华 ( 2008)分析了村镇银行在发展中所存

在的会计科目设置和统计归属、资金清算系统行

号、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的执行标准等问

题 ,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巫建华等 ( 2008)

在对江苏省村镇银行的组建过程及开业以来经营

情况进行充分调查的基础上 ,认为江苏省村镇银行

存在着配套扶持政策缺位、政府行政制约较强、监

管部门难以把握资本参与动机、村镇银行本土化经

营不足等问题 ,并提出了具体的对策措施。徐瑜青

等 (2009)通过实地调研得出村镇银行的发展面临

吸引存款困难、存款之外的资金来源受限、对公业

务受限以及政策支持不足等问题 ,并指出要实现村

镇银行商业可持续发展 ,必须因地制宜选址、审慎

经营、立足县域服务“三农 ”、吸引有实力的投资者

注入资本以及完善市场退出机制和风险救助机制。

3. 村镇银行的市场定位。绵阳市金融学会课

题组 (2008)研究了绵阳北川富民村镇银行的发展

演变 ,对其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与传统涉农金融机

构进行了对比分析 ,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村镇银行市

场定位的指导思想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村

镇银行的设立和发展 ,既要体现国家以工补农、以

城带乡、服务三农、构建和谐社会的公共政策要求 ,

又必须遵循商业银行经营自身的安全性、流动性和

盈利性的市场法则要求 ;村镇银行必须认真遵循金

融监管政策的导向 ;村镇银行不是扶贫机构 ,其经

营行为是信贷行为而非财政行为。郭俊 ( 2008)提

出了农民的三种分类与村镇银行发展的三个阶段 ,

指出村镇银行的发展要经过扶贫、共赢及竞争三个

阶段 ,并强调村镇银行的市场定位应充分考虑农民

的状况 ,在扶助农民脱贫致富的基础上 ,支持农村

经济健康发展。邹力宏、姚滢 ( 2008 )运用 SWOT

分析法 ,通过对村镇银行发展的外部环境存在的机

遇和威胁以及内部发展的优势和劣势的分析 ,得出

村镇银行的市场定位主要是在欠发达地区针对农

户和微小企业发放小额信贷。程昆等 ( 2009)以现

代市场营销管理学的视角 ,从消费群、企业及产品

定位三个方面探讨了村镇银行的市场定位 ,为寻找

适合村镇银行的经营模式并开发适合“三农 ”的创

新型金融产品提供了参考。

4. 村镇银行的信用风险和组织创新的路径。

高凌云、刘钟钦 ( 2008)分析了村镇银行面临的信

用风险 ,指出农业生产易受自然条件影响、信用制

度体系不完善、农户信用意识淡泊以及银行经营管

理水平较低是村镇银行信用风险产生的原因 ,并据

此提出了灵活确定贷款期限、逐步完善信用制度体

系、增强农户信用意识以及提高银行经营管理水平

等防范信用风险的对策建议。唐晓旺 ( 2008)提出

了我国村镇银行组织创新的路径 :以增加投入为切

入点 ,积极探索村镇银行组织创新的扶持机制 ;以

风险控制为重点 ,积极探索村镇银行可持续发展的

运营机制 ;以农业保险为手段 ,建立农村信贷的风

险转移机制 ;以差别化监管为原则 ,制定合理的监

管框架 ;以支付清算系统建设为依托 ,完善农村金

融基础服务体系。

二、国外的相关研究
村镇银行是一种股份制的中小型社区银行 ,国

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社区银行与经济发展的

关系、与关系型借贷的关系、与大银行的经营差异

以及社区银行的经营风险、经营绩效、发展趋势六

个方面。

1. 社区银行与经济发展的关系。Berger、

Hasan、Klapper (2004)采用 1994—2000年 49个国

家的数据通过实证得出 ,发展社区银行能提高中小

企业就业率和 GDP增长率以及能促进竞争、提高

银行业效率并产生较大的信贷流。Keeton、Harvey、

W illis(2003)通过实证分析得出 2002年美国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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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对小型工商企业贷

款 ,社区银行拥有 33%的 100万美元以下的贷款

市场份额 ,比它们的银行存款市场份额 ( 19% )和

银行资产份额 (15% )要高很多 ;对农业贷款 ,社区

银行拥有 39%的农业商业性贷款份额 ,在 10万美

元以下的农业贷款中占 80% ;在零售业务方面 ,单

位账户 10万美元以下的储蓄存款份额为 24% , 10

万美元以上为 15% ,并且小额转账费用要比大银

行低。

2. 社区银行与关系型借贷的关系。Banerjee

& Besley (1994)提出了社区银行在为中小企业提

供融资方面拥有信息优势的“长期互动 ”和“共同

监督 ”两种假说。长期互动假说认为通过长期合

作 ,社区银行对中小企业逐渐增加的了解有助于解

决他们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共同监督假说认

为合作组织中的中小企业之间为了大家的共同利

益会实施自我监督 ,而且这种监督要比金融机构的

监督更加有效。Berger & Udell ( 1995、2002)从银

行的组织结构和内部权利配置方面分析了小银行

对关系型借贷的适用性 ,认为大银行喜欢硬数据且

不大愿意向信息获取困难的借款人放贷 ,而社区银

行由于具有处理软数据的能力 ,在向信息不透明的

中小企业发放关系型借贷上拥有比较优势。

3. 社区银行与大银行的经营差异。Berger &

Udell (1995)发现小银行比大银行更加倾向于向中

小企业提供贷款 ,无论在中小企业贷款占银行总资

产的比率还是在中小企业贷款占全部企业贷款的

比率上 ,小银行的指标均高于大银行 ,并由此提出

在对中小企业融资上的“小银行优势 ”假说。De

Young & Duffy (2002)认为由于地区知识和人性化

服务 ,社区银行能够将业务从大机构中吸引走 ,而

且在其他社区银行被大机构合并之后 ,同一市场中

的社区银行往往有相当大的资产增长。 Keeton、

Harvey、W illis(2003)认为社区银行具有获得大量

稳定的核心存款的能力和较低的服务费用 ,一般比

大银行更加依赖零售和投保存款筹集资金。

4. 社区银行的经营风险。Edwards & Hegges2
tad (1973)对 1954—1966年的银行进行分析发现 ,

随着地方市场集中度的提高 ,银行风险在降低。

W halen (2001)发现 ,所有分支机构在同一社区的

小银行的经营比在多个社区有分支机构的小银行

的经营有更好的趋向。Meyer and Yeager (2001)发

现小型农业银行在遭受所在区域的地方经济冲击

(县级水平 )时 ,并非一定会形成风险 ,所有分支机

构在同一社区的银行扩张至其外围区域时 ,可能并

不会带来更多的地域多样化的收益。 Ergungor

(2002)对 1996—2000年社区银行经风险调整的收

益率的研究发现 ,小企业贷款增加了社区银行的总

资产收益率 ,但降低了社区银行的经风险调整的总

资产收益率。

5. 社区银行的经营绩效。社区银行能否取得

合适的盈利水平是其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关键。

Berger(1995)通过对银行规模与银行赢利之间关

系的研究 ,认为规模并不能算作银行盈利的充分条

件。De Young(2002)认为社区银行业务模式是有

市场价值的 ,社区银行经过风险调整的每股平均收

益率可以和大银行一较高低。Keeton、Harvey、W il2
lis(2003)认为在过去 10年中 ,相对于大银行而言 ,

社区银行整体保持着自身良好的盈利能力 ,虽然他

们的盈利水平在最近 3年也有一些下滑趋势。除

极少数机构外 ,社区银行依然独立运作、盈利良好、

增长迅速 ,并且吸引大量的新进入者。

6. 社区银行的发展趋势。 Keeton、Harvey、

W illis(2003)的研究表明 ,兼并活动导致社区银行

的重要性不断降低而超级地区性银行和巨型银行

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同时一些客户偏好于面对面接

触和个性化服务使得管理良好和有一定资产规模

的社区银行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De Young

(2002)认为银行和金融服务业以及电子或网上银

行的进一步发展将不可避免 ,这些变化为社区银

行、区域银行和大银行提出了相同的巨大挑战和潜

在机遇。新的金融技术是更有可能使大银行在保

持其规模效益的成本优势上实现产品个性化呢 ?

还是使得社区银行在保持其传统的个性化服务基

础上克服小规模经营的不经济性呢 ? 实证分析表

明未来社区银行虽会减少但将与大银行并存 ,形成

一个竞争均衡。

三、国内现有研究的评价
综观对试点中的村镇银行的已有研究 ,一方

面 ,村镇银行的研究已日益受到理论与实务界的关

注和重视 ,认识也日渐由感性走向理性 ,这必将为

村镇银行的发展提供富有价值的参考 ;另一方面 ,

现有研究中还存在许多不足 ,亟待进行深入研究 ,

具体表现如下。

1. 研究在总体上还停留在问题的表面 ,重现

象的描述 ,缺乏对现象背后深层原因的分析。从研

究的氛围来看 ,就一些重点、难点问题进行论争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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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薄弱 ,如村镇银行的治理与监管方略、运行机

制与市场定位以及核心竞争力的培育等问题亟待

深入研究 ;从研究的拓展来看 ,现有研究的大部分

着眼点还非常笼统 ,分化和展开十分不够 ,其理论

深度的提升和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有待加强 ,尤其

是缺乏对发展村镇银行的长效保障制度的深入

研究。

2. 已有的研究大部分属于定性研究 ,定量研

究有待加强。这主要是由于调研不足而造成第一

手调研资料缺乏造成的 ,从而导致对村镇银行发展

的现实状况把握不准和研究结论、政策措施缺乏说

服力与可行性。如关于村镇银行展业过程中的金

融产品设计、村镇银行的市场定位及其展业空间的

市场需求测算、村镇银行的治理结构和核心竞争力

的培育等 ,现有的研究还仅停留在定性分析上。

3. 制定的解决方案还比较粗糙 ,系统性和实

践性不强。由于对村镇银行发展的理论基础、展业

的现实制约因素以及核心竞争力的培育等基本问

题的分析认识不够全面深入 ,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一

种脱离制度安排的基础性工作而直奔具体方案设

计的不合理研究取向 ,难免使所提出的解决方案的

有效性大打折扣。

4. 研究中的国际比较及其经验借鉴还十分不

够。虽然国外关于社区银行发展的研究相对全面

深入 ,其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对于我国村镇银行的

发展可资借鉴 ,但是国内在研究村镇银行中的国际

比较及其经验借鉴却十分不够。这种缺乏对国外

相关研究成果的认真比较、积极引进与合理借鉴的

研究方法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村镇银行发展问题

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深度。

四、发展村镇银行亟待研究的问题
1. 社会效益和商业效益的矛盾。村镇银行是

以政策扶农为目的进行商业化运作的企业 ,这就决

定了村镇银行的盈利模式存在社会效益与商业效

益的内在冲突。村镇银行如何寻求社会效益和商

业效益这对矛盾的协调统一 ,进而合理利用社会效

益来创造更多的商业效益 ,是关系其能否健康可持

续发展的核心问题 ,这迫切需要深入研究。

2. 村镇银行的运行机制与市场定位。村镇银

行的市场定位关系到村镇银行的经营效率与竞争

优势的体现 ,村镇银行的运行机制又是体现这一优

势的有效载体。因此 ,需要在系统总结试点村镇银

行的实践基础上 ,借鉴国际上小型社区型银行发展

的成功经验 ,深入研究适合我国特色的村镇银行的

运行机制与市场定位。

3. 村镇银行核心竞争力的培育。村镇银行在

展业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较差核心竞争力已严重制

约其发展进程。理论上村镇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就

是其展业中所表现出来的竞争优势 ,是由人力资

源、业务层面、产品层面、服务渠道等方面所构成的

竞争力 ,是村镇银行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

此 ,如何有效提高人力资本、开发有针对性的产品

业务、形成独具特色的服务渠道以尽快培育村镇银

行的核心竞争力问题亟待深入研究。

4. 村镇银行的治理与监管方略。村镇银行的

发展在治理与监管方面存在许多问题 ,如产权的界

定与维护、法人治理制度与激励约束机制的建立以

及内部风险控制与外部有效监管等。因此 ,目前亟

待通过完善规则和创新机制来制定促进村镇银行

健康发展的治理与监管方略。这包括创新适合村

镇银行特点的治理和监管理论、建立基于“个体产

权 ”的治理结构和激励约束机制、构建基于“农村

社会资本 ”的监管模式以及完善准入与退出机

制等。

5. 发展村镇银行的长效保障制度。农业的弱

质性决定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需要政策的扶持。

目前我国在推动村镇银行建设方面采取的措施比

较有效 ,但在村镇银行长期发展保障政策方面还处

于探索阶段。政府如何通过税收等政策杠杆撬动

社会资金 ,通过市场化运作来引导村镇银行为“三

农 ”服务 ,进而构建“政府协调市场 ,市场引导村镇

银行 ”的长效发展机制。因此 ,目前急需研究如何

针对村镇银行服务“三农 ”的特点来制订其稳定发

展的长效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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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tera ture rev iew of researches in to v illage and town banks

L IU Song, L IU Chun - tao
( College of Econom ics and M anagem ent, South China Agricu ltura l U niversity, Guangdong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V illage and town banks are the important organization innov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financial system. Domes2
tic researches on the banksmainly focus on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operating p roblem and countermeasure, market orientation,

credit risk and the app roach to organization innovation. W ith regard to a village and town bank, as a m iddle - small shareholding

community bank, oversea researches are chiefly focusing on the following six aspects such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bank and econom ic development, and relationship lending, the operating difference from big banks, as well as community bank’

s operating risk, operating performance and developmental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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