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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资金短缺是制约西部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 因素之一，千阳县是西部典型的经济不发达的农业 

县，农村信贷的发展对其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调查研究表明，千l阳 县农村信贷资金来源单一 

(主要为农村信用社)，供需存在规模失衡和结构失衡，而且农村资金外流严重。这在西部地区是普遍现象。 

应建立和完善农村信贷体系，扩大信贷资金来源；建立外部资金导入机制，促进资金回流；优化农村信贷资 

金分配结构 ，努力 实现信贷供需平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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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apital is one of factors which restrict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west areas of China，Qianyang County is a typical 

county in the west areas which has backward economy，an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redit is of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y economy．However，the survey indicates that the loan funds of Qianyang County is simple and only comes from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and its supply and demand are imbalanced in scale and structure，furthermore，rural funds out~]GW is 

serious，which is ubiquitous in the west areas．China should establish and perfect rural credit system，enlarge the sources of loan 

funds，set up external funds accession mechanism，promote capital backflow，optimize allocation structure of rural loan funds and 

realize the balance of supply and demand of cr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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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资金短缺通常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 

素之一，但解决资金问题，靠农村 自身是不够的，而 

政府的财政支持也十分有限。因此，需要建立完善 

的农村信贷体系来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要在农村地区集聚储蓄并促进城市资金向农村流 

人。然而，目前，我国农村信贷体系结构残缺、功能 

弱小，难以支持现代农村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 

有关资料表明，到2007年末，全国没有任何信贷机 

构的乡(镇)有2 868个，占全国乡镇总数的7％；而 

且，已有信贷机构也在不断减少，2007年农村信用 

社在县级及以下的网点数共 5．2万个，比2004年、 

2005年和2006年分别减少9 087、4 351和487个。 

同时，农村的资金满足程度极低，截止到2008年末， 

我国农村有贷款需求的农户达 1．2亿户，但只有 

60％左右得到满 足；农村贷款 只占贷款总量的 

15％，人均贷款不足5 000元，70％以上的农户依然 

靠民间借贷来满足资金需求。 

针对农村信贷体系存在的问题，本文选择陕西 

省千阳县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千阳县的农村信贷 

状况的实地调研，深入分析千阳县农村信贷供需状 

况及其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相关改革 

思路和建议。希望能通过对一个县的研究，探索我 

国农村信贷安排的正确方向，构建合理有效的农村 

信贷体系，为农村经济发展乃至全国农村金融改革 

提供借鉴。 

二、千阳县经济社会发展及农村信贷 

概况 

千阳县位于陕西省关中西部，地处渭北旱塬丘 

陵沟壑区，是典型的山区县，2003年之前为国家级 

贫困县。千阳属畜牧农业县，以小麦和玉米等粮食 

作物种植为主，附带有蚕桑和蔬菜等经济作物种 

植；农村经济发展主要以奶畜养殖为主。2008年， 

千阳县地区生产总值 108 700万元，地方财政收入 

3 008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3 167元。 

至2008年底，千阳县有农业银行千阳县支行(1 

个营业部和1个分理处)、千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1个营业部、11个信用社和 3个信用分社)、千 

阳县邮政储蓄银行(1个一级支行、1个二级支行和 

3个储蓄专柜)3家金融机构，共有营业网点 22个， 

从业人员 179人；千阳县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为12．71 

亿元，其中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8．55亿元；千阳县各 

项贷款余额为 3．14亿元。 

表 1 2008年千阳县金融机构基本状况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宝鸡市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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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Eviews3．1软件对千阳县农业人 口人均贷 

款数和农业人口人均 GDP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可 

知农业人口人均贷款数对农业人口人均 GDP具有 

正影响，如果仅考虑贷款因素，当农业人口人均贷 

款数每增加 1元时，农业人口人均 GDP会增加0．25 

元。可见农村信贷水平的提高对千阳县农村经济 

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千阳县农村信贷供需均衡分析 

1．千阳县农村信贷需求分析 

(1)农户的信贷需求 

千阳县为西部典型的经济不发达的农业县，经 

济总量较低，且小农经济程度较强。小农家庭不仅 

是消费单位，也是产出单位。当前千阳县农村经济 

发展处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处于 

这一过程中的农户，其社会经济功能和作用时刻在 

发生变化，其信贷行为、信贷需求的特征也会随之 

改变，信贷需求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和结构性特征。 

因此，若只简单地将现在已经存在并服务于现代经 

济的金融体系直接延伸到当地农村地区来为农户 

提供信贷服务是不够的，不能有效满足农户的多样 

化需求，有必要为其单独设计一套农贷制度安排。 

这就需要我们深入了解农户的信贷需求。 

本文采取问卷方式对农户的信贷需求进行调 

查。在千阳县农村信用社同志的帮助下对当地农 

户进行了简单的问卷调查，向1 1个乡镇农户共发放 

问卷 330份，收回308份，问卷样式见表 2。 

表 2 农户贷款调查表 
， 

借款人 性 别 年 龄 联系方式 

地 址 人 口 劳 力 经营主业 

年纯收入 信贷需求(存 贷款) 信用等级 是否有信贷需求 

贷款金额 贷款用途 贷款季度 贷款期限 

客户基本情况： 

客户资产负债状况： 

贷款是否 满足 需求 ： 

对当前贷款利率水平的评价(太高／可以接受／较低)： 

从调查情况看，农户对贷款服务的需求比存款 

服务更高，达到 83．3％(见表 3)，这从一个侧面反 

映出农户对资金的强烈需求。无论是支付教育费 

用、养老费用以及医疗费用，还是建房、耐用消费品 

支出，仅仅依靠农民的长年储蓄积累是无法满足其 

对资金的需求的，这就为以农村信用社为代表的信 

贷机构在农村开展信贷服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表3 样本农户的存贷款需求情况 

注：对这一问题做出有效回答的农户数为 306份，比例指做出 

某项选择的农户数占有效 回答农户数的百分比；由于允 

许农户做出多项选择，比例合计不等于100％。 

在308户被调查的农户中，有 284户提供了有 

关他们贷款用途的信息(见表4)。农户获得的贷款 

更多地用在了对生产的投入上，尤其是对养殖业的 

表4 样本农户总体贷款用途分布 

注：对这一问题做出有效回答的农户数为 284份，比例指做出 

某项选择的农户数占有效回答农户数的百分 比；由于允许 

农户做出多项选择，比例合计不等于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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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同时也可以注意到，千阳县的农户多半还是 

传统意义上的农户，资金的生产性用途主要还是和 

农业相关的项 目，服务性行业的资金需求还不显 

著。在贷款的生活性用途上，超过一半的农户将贷 

款用在了子女教育上，说明农户重视对子女的教 

育；此外，农户建房支出也贷款生活性用途的另一 

重要方面。 

从表 5可以看出，年收入在 10 000～30 000 

元的农户数量最多，比例达到 53．6％。收入等级 

越高的农户，其贷款用于传统农业的比例越低。 

用于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比例都随 

收入增加而降低；用于生活支出的贷款中子女上 

学方面所 占比例最高，盖房需求随收入增加有所 

上升，而医疗方面则在降低。同时，各类型农户的 

贷款满足程度都不高，表明农户资金需求旺盛和 

正规金融供给不足，其 中5 000元以下、5 000～ 

10 000元和 10 000～30 000元等中等和中等以下 

收入农户的贷款需求满足程度略高于其他收入等 

级农户。在利率评价上，5 000元以下的低收入农 

户中认为贷款利率太高的农户所 占的比例要高于 

其他收入类型的农户，大多数农户可以接受 目前 

的利率水平。 

表5 不同收入等级农户贷款需求情况 

年收入 水平 5 000元以下 5 000～10 000元 10 000～30 000元 30 000～50 000元 50 000元 以上 

户数 比例／％ 户数 比例／％ 户数 比例／％ 户数 比例／％ 户数 比例／％ 

10 3．6 32 l1．5 150 53．6 76 27．1 12 4．3 

贷款资金用途 

种植业 3 30．0 8 25 0 24 16．0 10 13．2 l 8．3 

养殖业 4 40．0 12 37 5 57 38．0 16 21．1 l 8．3 

农业生产资料 3 3O．0 7 28．1 25 16．7 12 l5．8 2 16．7 

盖房 1 10．0 5 15．6 24 16．7 16 21．1 2 16．7 

医疗 I 10．0 2 6．3 7 4．7 3 3．9 0 0 

子女教育 3 30．0 13 40．6 59 39．3 15 19．7 3 25．0 

贷款是否满足需求 

完全能满足 4 40．0 16 50．0 79 52．7 34 44．7 5 4】．7 

大部分 能满足 4 40．0 1O 31，3 55 36．7 24 31．6 4 33．3 

可以满足一些 2 20．0 4 12．5 16 l0．7 18 23．7 3 25．0 

不能满足 0 0 2 6．2 0 0 0 0 0 0 

利率评价 

太高 4 40．0 9 28．1 47 31．3 30 39．5 4 33．3 

可以接 受 6 60．0 23 71．9 102 68．0 46 60．5 8 66．7 

较 低  0 0 0 0 l 0．7 0 0 0 0 

注：对这一问题做出有效回答的问卷数为280份。 

根据问卷调查，农户贷款的资金需求从千元到 

数万元不等，没有显示出与收入状况明显的相关 

性，但不清楚农户资金需求是最低金额、最高金额 

还是平均金额。经过计算平均值，农户人均贷款需 

求大约在9 000～10 000元左右。在时间方面，被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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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农户的贷款需求集中在第一和第三季度，这时正 

是农户备耕时节和子女入学的信贷需求旺季。但 

更多农户的贷款需求并没有呈现集中化的趋势， 

27．8％的农户没有固定的贷款时间，这与被调查者 

在贷款用途上的多元化有关。 



武 亮，李轩婧：农村信贷供需均衡研究 

表 6 农户贷款需求的时间情况 表 8 2008年千阳县按行业分的企业数量与营业收入 

注：对这一问题做出有效回答的问卷数为306份。 

(2)农村企业的信贷需求 

千阳县由于农村工业化进程还处在开端，农村 

企业大多是处于发育成长期的中小企业，规模以上 

企业较少。在千阳县 77个企业中，资本规模在 10 

万 ～50万元的企业数量最多，占 35．1％；其次是 

100万 ～500万元的企业，占29．9％；10万元以下、 

50万 ～100万元、500万元以上的企业数量极少，分 

别占7．8％、9．1％和 18．1％。若按资产在 40 000 

万元以上的为大型企业、资产在 4 000万 ～40 000 

万元的为中型企业、资产小于 4 000万元的为小型 

企业来划分，则千阳县无大型企业，只有3家中型企 

业，其余全部为小型企业。可见，小型企业是千阳 

县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 

表7 2008年千阳县按资产规模分的企业数量 

资料来源：千阳县统计局(由于非公司企业难以统计，这里未包括) 

从企业的行业分类来看，绝大部分属于工业企 

业。就企业个数和营业收入情况看，居于首位的是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该行业主要是与农民建房相关 

的水泥、混凝土以及 陶瓷制造等，营业收入 占到 

54．2％；其次是电力、燃气以及水的生产和供应。可 

见千阳县农村第三产业发展还比较落后，农村企业 

主要从事与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的 

工业行业，且呈快速发展之势(见表8)。 

行业 企业数／个
营业收入 

， 

资料来源：千阳县统计局 

农村企业的发展需要资金支持，而商业性信贷 

与社会化大生产和成熟企业相联系，以追逐利润为 

目的。千阳县农村中小企业的上述特点显然与商 

业性信贷的条件不符，因此难以获得贷款。从千阳 

县的具体情况看，信用环境恶化让这个问题更加突 

出，信贷机构反映企业不讲信用，逃废欠款过多，使 

其不敢轻易放款。整个信用环境不佳让一些相对 

比较好的企业也难以获得贷款，加剧了农村企业资 

金的供需矛盾。 

规模以上企业在千阳县农村企业 中比重较 

少 ，调查发现这种企业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长期 

资金并不缺乏，资金来源相对充足，企业采取的是 

短期负债长期利用的方式，贷款主要是一年以下 

的短期贷款，但是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因此，实 

质上是将一些短期负债当作了长期资金使用。与 

规模以上企业相 比，规模以下企业的存货周转率 

比较高，说明其变现能力比较强，短期资金并不缺 

乏 ，缺乏的是长期发展资金，资金主要用于扩大生 

产规模 。 

不同规模企业的资金需求 由于其 自身特点不 

同而不同，通过计算(资金需求计算公式为：资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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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资产负债率)一1])大概估算得企业资金需 

求情况如表9所示。由表 9可知，中型企业的资金 

需求为 16 825．8万元，小型企业的资金需求为 

50 353．6万元，千阳县农村企业的资金需求共为 

67 179．4万元。 

表 9 2008年干阳县企业资金需求情况 

注：中型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根据千阳县 3家中型企业报表计算 

平均而得；因为小型企业以长期负债为主，相对稳定，所以 

资产负债率使用农村小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约70％)来 

计算。 

资料来源：千阳县统计局 

从总体情况看，千阳县农村生产企业资金需 

求规模较小，农产品类企业较少，所需资金季节性 

特点并不明显，所受 自然因素影响不大，面临的风 

险较小，主要风险来 自市场价格因素。由于大部 

分企业处在发展初期，对短期资金和长期资金的 

需求都比较大，以长期发展资金为主，但可供抵押 

的资产比较少。企业生产周期不同，回笼时间不 
一 致，跨年度的比较多。从表 8看，千阳县农村企 

业的主力军是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该类企业主要 

是砖场、瓦厂等一些和建筑相关的企业，而非城市 

的房地产类企业。其中有两家企业规模较大，资 

产分别达到5 602万元和5 020万元，这两家企业 

需要的资金量大，长期短期资金都有需求，是支持 

千阳县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企业。其余企业大多 

规模不大，利润微薄，受价格因素影响较大，需要 

长期稳定的资金。 

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情况看，处于启动 

期的企业资金主要来源于自有资金和民间借贷；处 

于成长期企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自有资金、民间借 

贷以及少量商业性信贷，其虽有一定质押，但因其 

风险较大，农村信用社放款规模较小；处于成熟期 

企业，资金来源主要是商业性信贷和政策金融。成 

熟的企业是农村企业中获得资金比较容易的企业， 

由于其具有一定规模的资产可质押，是农村信用社 

放款的主要对象；同时，它们也是地方政府扶持的 

对象，所以资金来源也有政策金融的支持。但成熟 

的企业在千阳县农村企业中很少，大部分企业是处 

于启动期和成长期的企业。 

2．千阳县农村贷款供给分析 

从存款方面看，千阳县总共有三家金融机构吸 

收存款，即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机构， 

其中吸收存款能力最强的是农村信用社，份额为 

44％，农业银行为37％，邮政储蓄机构为 19％。三 

家金融机构的主要存款类型包括储蓄存款、单位存 

款和其他存款三类，其中最主要的是储蓄存款，该 

三类存款还要按人民银行要求提取一定的准备金。 

从贷款方面看，基本是农村信用社一家在发放贷 

款，近几年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机构只吸收存款而 

不发放贷款。因此，本文对千阳县农村信贷供给状 

况的研究只分析农村信用社的支农贷款情况，而农 

业银行和邮政储蓄机构只有极少量的支农贷款，这 

里不做具体探讨。 

表 10 2002--2008年千阳县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万元 

资料来源：根据千阳县人民银行资料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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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千阳县农村信贷资金类型及所占份额 

国家扶贫贴息贷款(6．5％) 

生产经营贷款(100％) 
按 用途划分 

农户贷款 消费贷款(0％) 

(61．3％) 农户联保贷款(0％) 

按其 来源 按形式划分 
及所有制 非国家扶贫 涉农贷款 农户小额信用贷款(100％) 

贴息贷款 (83．9％) 小企业信用贷款(0％) 性质划分 

(93．5％) 农村企业及 小企业贷款 
各类组织贷 (89．0％) 小企业保证贷款(26．5％) 

款(38．7％) 小企业抵(质)押贷款(63．5％) 

其他企业贷款(11．0％) 

非农贷款(26．1％) 

养殖业贷款(36．0％) 

种植业贷款(15．O％) 
按产业结构划分 

农业生产资料贷款(18．0％) 

其他贷款(31．0％) 

信用贷款 (60．O％) 

按贷款方式划分 抵押／质押贷款(28．O％) 

担保贷款(12．0％) 

资料来源：根据千阳县农村信用社数据整理所得 

从企业贷款情况看，近3年没有发放大型企业 

贷款，这与千阳县没有大型企业的情况相符；中型 

企业贷款在这 3年里没有发生变化，均为 1 800万 

元；小企业贷款在 3年里逐年增加，2008年末达到 

14 583万元。在具体投向方面，至2008年末，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贷款投放最大，其次是制造 

业和农、林、牧、渔业，再次是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 

和供应业。从近3年的变化情况看，增长最快的是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其次是批发和零 

售业，第三是房地产业。此外，建筑业、居民服务和 

其他服务业、教育业、卫生及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 

业、文化及体育和娱乐业等行业的贷款都从无到 

有，可见贷款发放面正在逐渐扩大。 

表 13 千阳县农村大中小型企业贷款余额情况／万元 

资料来源：千阳县农村信用社 

表 l4 千阳县农村企业贷款具体投向／万元 

注：这里使用的是农村信用社的分类标准，与表 8中的行业划 

分有所区别。 

资料来源：千阳县农村信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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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千阳县农村信贷安排存在的问题 

1．信贷资金来源单一 

目前，随着国有商业银行收缩县城以下(含县 

城)营业机构，农业银行除在千阳县城还保留机构 

以外，其余各乡镇营业机构全部撤销，目前干阳县 

在乡镇一级的金融机构只有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 

蓄机构。至 2008年底，农村信用社各项存款余额 

55 624万元，占千阳县信贷机构存款余额的44％； 

各项贷款余额30 970万元，占千阳县信贷机构贷款 

余额的98．6％，其中，农业贷款余额为21 021万元， 

发放了千阳县所有的农业贷款。 

客观事实说明，农村信用社的存款几乎成为 

千阳县农村信贷资金的唯一来源，商业性资金 已 

经退出，唯一的外部信贷资金注入只有国家扶贫 

贴息贷款，但这项信贷资金一年只有一千万元左 

右，在农村信用社的贷款总额中也只占6．5％，对 

于巨大的农村资金需求来说可谓杯水车薪。面对 

农村资金的严重不足，农村信用社的存款远远不 

够，它只占存款总额的44％，而且农村信用社还要 

将部分资金交给人民银行作为准备金 ，还有大量 

的资金外流，在这种情况下 ，资金所剩无几。目前 

千阳县农村信用社涉农贷款的比例 已达 83．9％ ， 

可发掘的空间已不大。商业性资金、政策性资金 

和村镇合作组织资金的缺乏是千阳县农村信贷面 

临的首要问题。 

2．信贷资金供求失衡 

调查结果表明千阳县农村信贷存在规模失衡 

和结构失衡。 

(1)规模失衡 ：千阳县 2008年获得贷款的农 

户的平均贷款金额为 11 566．7元 ，能满足农户的 

平 均 9 000～10 000元 的资 金需 求。但 只 有 

12．3％的农户获得了贷款，而根据表 3，有 83．3％ 

的农户有贷款需求。因此得到的结论是，能够获 

得贷款的农户的资金需求得到了满足，但有相当 

多的农户无法获得贷款。根据表 9的计算结果， 

千阳县农村中型企业的贷款需求总量为 16 825．8 

万元，小型企业的贷款需求总量为50 353．6万元； 

而就表 13的供给情况看，对中型企业的贷款发放 

仅为 1 800万元，小型企业为 14 583万元。可见， 

贷款规模满足程度极低，中型企业缺 口为 15 025．8 

万元，而小企业的资金缺 口为 35 770．6万元，供需 

矛盾十分突出。 

(2)结构失衡：千阳县农户贷款投放的三个主 

要领域是养殖业、农业生产资料和种植业，与农户 

的主要生产需求相符合；但发放的全部是生产经营 

贷款，没有发放消费贷款，这与农户在生活方面有 

相当的资金需求不符。此外，贷款利率过高、很多 

贷款品种缺乏时间性的特征(如国家扶贫贴息贷款 

以年发放)都与农户的资金需求特征不符。在农村 

企业贷款方面，除了对当地发展比较重要的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贷款较多外，对制造业和农、林、 

牧、渔业的贷款也比较多，这是因为千阳县企业中 

比较重要的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饮料制造业和工艺 

品制造业大都获得了制造业贷款，而众多的非公司 

制个体在从事农、林、牧、渔相关行业，其资金需求 

也较大。但其他一些行业，如千阳县具有特色的纺 

织业，未能获得贷款；电力、燃气以及水的生产和供 

应获得的贷款也过少，直到 2008年才有明显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对房地产业发放贷款过多，这并不 

符合千阳县的行业结构。 

3．农村资金外流严重 

千阳县农村资金的流动以流出为主。2000年 

至2008年，千阳县信贷机构存贷差呈迅速扩大的趋 

势，从 2000年的 10 951万元上升到 2008年的 

95 659万元，相应的存差占存款的比例也由35．9％ 

上升到75．3％。存差规模的持续扩大则可能导致 

金融机构的中介功能弱化，必然会影响到千阳县经 

济的健康发展。 

从存差资金的机构构成情况来看，农业银行成 

为主要来源，占全部存差的 48．7％，农村信用社和 

邮政储蓄机构分别占25．8％、25．5％。农业发展银 

行曾经是千阳县唯一存差为负的信贷机构，但它已 

于2006年撤离。 

存差资金通过三条渠道流到县域外：一是邮政 

储蓄；二是农业银行资金上存；三是农村信用社异 

地拆借。2008年资金流出超过了这些机构的存差 

资金 总额，其 中，农业银 行 占全部 流 出资金 的 

46．3％，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分别 占29．5％和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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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农村信贷发展建议 

1．建立完善的农村信贷体 系，扩大信贷 

资金来源 

(1)发展3种商业性信贷，加大支农力度。首 

先，农业银行是进军千阳县农村信贷市场首当其冲 

的商业性信贷机构，它曾经在干阳县农村信贷体系 

中发挥过重要作用(2002年占有千阳县存款余额的 

38％和贷款余额的 14％)，如今也在存款市场上占 

有很大份额(2008年占千阳县存款余额的37％)， 

还有两家机构设在县城。对农业银行而言，要增加 

网点，深入乡镇；同时，要选准“龙头”企业，将生产 

经营规模较大、有较强的辐射带动能力，并与农户、 

农产品生产基地及相关企业具有稳定业务联系的 

骨干龙头企业作为农业银行重点发展的对象，加大 

资金投入力度。其次，可将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村 

商业银行。在经济发达地区，很多农村信用社已经 

转变为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千阳县农村信用 

社目前也可以有这样的选择，但考虑到其经营状况 

还达不到商业化运作的条件，所以应先在3_5年内 

改制为农村合作银行，然后再转变为农村商业银 

行。最后，还可以考虑创建农村民营商业银行，但 

同时必须为其设置相应的市场退出机制和监管 

机制。 

(2)积极培育小规模农村合作信贷组织。根据 

千阳县目前的情况，农村资金的需求主体是农户， 

资金需求的特点是小额，而这种情况是目前正向大 

型化方向发展的千阳县农村信用社所难以满足的。 

因此，可以考虑发展小规模农村合作信贷组织。农 

村合作信贷组织以乡(镇)村为界限，农户相互熟 

悉，信任度较高，借贷风险小，在向小农户提供信贷 

服务方面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同时，这些组织的 

出现，有利于打破千阳县农村信贷市场上的垄断格 

局，提高信贷服务的效率。 

(3)完善政策性信贷体系。农业发展银行应在 

千阳县设置常设机构，提供相当数额的政策性贷 

款。其支持领域应主要在四个方面：农业生产基础 

设施建设投入、农民生活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农村 

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投入。而国家开发银行可以不在千阳县设立常设 

机构，但应向千阳县提供一定的“三农”贷款和基础 

设施贷款，重点是公路、电力等项 目贷款。再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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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国家扶贫贴息贷款，基本的政策性信贷体系 

就建立起来了。 

2．建立外部资金导入机制，促进资金回流 

(1)完善财政支农机制。一是加大地方财政对 

农村信贷资金的支持力度。每年从千阳县新增财 

政收入中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农村信贷，从政 

策上确保千阳县政府在近期内对农业信贷资金支 

持额度的增长速度等于或高于同期地方财政支出 

的增长速度。二是向国家财政申请扶贫信贷资金， 

统筹安排资金使用。采取由千阳县政府每年上报 

全县农村资金需求、农业部门统一管理、财政部门 

统一拨付、农村信用社或政策性金融机构统一使用 

和管理的方式进行。 

(2)拓展支农资金来源渠道。一是在所有金融 

机构吸收的农村存款中，确定一定比例的资金固定 

用于农村投资，保证农村投资总量逐年增加，且增 

幅不低于金融机构当年存款的增幅。投资项 目由 

农业部门决定，具体实施可直接进行农业资产业务 

运作或将资金统筹交由政策性机构运作。l4 二是政 

策性金融机构进入千阳县，并允许其通过发行金融 

债券寻找合作伙伴，通过建立农业发展基金等形式 

筹资，面向农业、农民筹资，以扩大资金规模和支农 

能力，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三是积极鼓励金融机 

构进行境外筹资，争取国际金融和国际组织的转贷 

业务，由农业政策性银行经营管理世界银行、国际 

开发协会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对千阳县的农业贷款 

和扶贫开发的转贷等资金。四是吸纳民间资本充 

实和改善农村信用社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股本结构， 

使得各种地下资金能够在规范的合法的主体内得 

到发展和壮大，这不但有利于建立金融机构完善的 

法人治理结构，同时也有利于控制金融风险。 

3．优化信贷资金分配结构 

在农户贷款方面，在总量上保持生产贷款的绝 

对多数的前提下，应当适当发放消费贷款，主要发 

放在医疗和教育方面。另外，在农户生产贷款的发 

放上，要向千阳县的特色产业，如奶畜养殖业倾斜； 

还应更多地发放一些第三产业贷款，以促进农村产 

业结构升级。同时，在农业科技推广方面也应提供 
一 定的资金支持，提高干阳县农业的科技水平。 

在农村企业贷款方面，要重点支持处于成长期 

的小企业，向其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促进其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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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发展规模。对于少量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型企 

业，要继续为其提供短期资金支持，充分发挥这些 

企业对千阳县农村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在贷款 

的产业投向方面，优先向农林牧渔业、制造业、交通 

运输及仓储和邮政业、电力和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 

应等重要行业发放贷款；其次是向具有千阳县地方 

特色的农村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和其 

他服务业发放贷款；然后是向关系千阳县居民生活 

的卫生及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教育业发放贷 

款；最后如果还有资金，可向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 

业、文化及体育和娱乐业发放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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