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

需要提升农村金融有效需求和供

给，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曾向阳：县域金融改革的最终
结果，取决于当地经济发展和改
革，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
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进展。一方
面，由于田东县农村经济发展水
平低，主导产业不强、经济结构单
一，农业大户和龙头企业贷款需
求规模不大；农业仍处于靠天吃
饭的境地，受农业自然灾害、市场风
险等多种因素影响，“三农”抗风险
能力较弱，金融需求结构分散、需
求主体信贷承载能力有限，导致有
效金融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广大
农户和小微企业贷款需求旺盛，传
统、分散、低效的天然属性自然会
反映到其所产生的金融需求则表
现出规模小、频率高、随意性大、时
间紧等特点，使银行在办理信贷业
务过程中付出了较高的成本，从而
抑制了银行在农村地区发展信贷业
务的愿望，使得贷款需求满足度仍
显不足。

记 者 ： 在 风 险 可 控 的 前 提

下，如何开发贴近县域和农村金

融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模式呢？

曾向阳：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
创新有待进一步推动。由于涉农
业务风险大、成本高，各机构涉农
信贷业务的差异化考核机制仍不
完善，创新的内生动力不足，具有
本土特色的创新型金融产品还不
丰富。如农户贷款额度、期限与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不协调；适合贫困
农户和高收入农户的信贷产品开
发不足；抵押担保创新不够等。

下一步，一是督促和引导涉农
银行机构下沉服务重心，积极推进

“三农”金融产品研发，注重农村信
贷管理制度与流程的创新。二是
大力推行担保公司、林权证、土地
承包经营权、知识产权、仓单、应收
账款、存货等为载体的贷款抵质押
方式，解决农村中小企业、农业专
业户融资担保难问题。三是进一
步推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
地区提供安全、高效、多层次、低成
本的支付结算服务。

记 者 ： 从 田 东 目 前 的 情 况

看，如何进一步解决新型农村金

融机构发展的难题是比较受关注

的问题，有什么措施吗？

曾向阳：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目
前态势良好，但发展仍面临困难，作
为新生事物，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
社会认知度不高，加之支付结算渠道
不够畅通、营业网点较少等限制，吸
收存款难度较大，资金来源明显不
足，金融服务能力受到较大制约。

推进的方式：稳妥推进设立村
镇银行，按照“东带西”的原则，
优先支持在贫困县、金融网点覆盖
率低的地区以及重点城镇设立；加
快股权结构优化，鼓励引导符合条
件的民间资本参股新型农村金融机
构；推进创新金融产品，在产品、
价格、服务和信贷上实行差异化经
营；推动商业银行建立与农村资金
互助社在批发贷款、委托代理、资
源共享等方面的合作机制；推动扶
持政策落地，提升新型农村金融机
构的发展实力；积极搭建宣传平
台，提高群众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的认知和认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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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农村金融改

革试验区，就是要主动

作为，立体化推进，构

建起多层次、广覆盖、

可持续、广受益的农村

金融服务体系。在广

西田东县，便利的金融

服务为这里的农户打

开了致富之门，从单个

特色种植的小农信贷，

到涉农企业引领下的

集体创富，再到全程保

障的农业保险，一条由

低到高、由小到大的致

富链条串起了产业和

金融机构，实现了经济

金融的良性循环

链条一：
小农户加小额信贷

4 月初的一个下午，记者来到田东县祥周
镇中平村，这是远近闻名的“香葱村”。

连日大雨过后，天空显得低矮而灰暗。而
村里，却是一派红火的繁忙景象：小路上，一辆
接一辆的农用三轮车载着刚收割的香葱；村头
的交易场上停着大红色的集装箱货车，村民们
有的忙着将一捆捆香葱过磅，有的忙着把香葱
整齐地码进货箱。每捆香葱都是碧绿的叶茎、
雪白的根须，宛如翡翠雕在白玉上一般，空气
中全是新葱的清香。听收葱人说，这些葱将销
往七八个城市，包括香港。

在村里，记者碰到了正在忙碌的种葱大户
张才刚，他额头上渗出了汗珠，衣服也湿透
了。交谈中得知，这位看上去颇为精明的农
民，曾在广东打工多年，但没有存下多少积蓄，
最后还是和妻子回到了家乡。说来也巧，张才
刚回来不久就赶上了田东县的农村金融改革，
他当然就成了受益者之一。

“年年打工年年空，赚到的只有两个小孩
子。”说完他先大笑起来。张才刚告诉记者，打
工那些年，最高的月份挣不到 1000 元钱，而回
乡种葱一年的利润就有 10 多万元，最忙的时
候要雇 10 个帮手。他指了指身后的二层小楼
说，“这就是这几年种葱盖起来的，我们村的小
楼也都是种葱后修的，叫‘香葱楼’，都是最近
三年的事。”

在田东，像张才刚这样的农户并不在少数。
不论农商行，还是村镇银行都有专门针对返乡农
民创业的信贷扶持计划，田东北部湾村镇银行成
立三年已累计发放此类贷款3408万元。而作为
对特色产业香葱种植的支持，截至3月末，各家
金融机构在中平村累计发放贷款1811万元。

金融机构的合力支持帮中平村的香葱形成
了品牌，并建立起固定的营销市场，2011年还被
农业部列入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如今，中平
村年种植香葱面积 1500亩，日收购外运香葱 2
万斤以上，仅此一项全村人均收入就达 1500
元。香葱的致富效应已经辐射到邻近的几个村
庄，越来越多的农民从特色种植中赚了钱。

“种葱的技术没有什么，主要是解决资金来
源问题。以前，我们贷款很困难，不是要担保就
是要抵押。现在不同了，我们有信用评级，农商
行的网点就开在镇上，手续简单方便，签个字，
按个手印就可以了。”张才刚说。

贷款的便利使农民更容易实现致富。这
几年，田东的涉农贷款余额占比逐年攀升，已
从 2008 年的 17.11 亿元，增加到了 2012 年的
43.61 亿元，占全县各项贷款余额的 70%左
右。同时，田东的金融机构还形成了多层次的
金融服务。经过四年改革，田东县从 6 家银行
业机构，发展成以农商行和农行为主力，农发
行、邮储银行、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小
贷公司为补充的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和横向联
动的立体服务格局，农户贷款需求满足率和覆

盖率均超过 90%以上。“现在不仅贷款方便，存
款取款也方便了，村上就有两台 ATM 机，只
要有卡，随时可以去取。”张才刚说。

小农户加小额信贷连通了一条“特色”赚
钱链。

链条二：
龙头企业加专业户

刚到田东，就听说这里有芒果、香蕉、香料
等十大“香”产业，其实这每一种“香”后面都是
一条致富路。田东大大小小的金融机构瞅准
这背后的商机，通过贴近需求的金融支持，不
仅服务了涉农中小企业和农户，也拓展了业
务。他们的“招数”就是通过支持龙头企业来
帮扶农民致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算田东金
荣纸业有限公司了。

金荣纸业的董事长古金荣，是一位中年企业
家，通过发动村民种竹子为纸厂提供原料，带动
了4.5万户农民致富。古金荣说，“竹子种植是第
一车间，加工是第二车间”。

在金荣造纸公司，除了堆成小山的造纸竹
原料外，记者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块硕大的

“思林竹海农村资金互助社”招牌了。“成立这
个资金互助社，是为了解决竹农贷款难的问
题。”古金荣说，“我们这个公司是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也是扶贫龙头企业，通过这个互助
社，帮助了很多人脱贫。有需要贷款的竹农可
通过资金互助社，也可以去银行贷款，金荣纸
业可以提供担保。”

古金荣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种一亩竹子需
要投入 250元，但需要连续 4年投入，一般竹农
最少都会种上 10 多亩，这就需要上万元的投
资。但进入收获期后，一亩竹子可以有 1500 元
的收入。

金荣纸业的做法是，不仅为全县 4.5 万户
竹农统一提供从种苗选择、竹子种植到最后保
护价收购的一条龙服务，而且成立了广西第二
家资金互助社，注册资本280万元，通过吸收社
员入股，或向其他商业银行融入资金，再发放贷
款给竹农，有效地解决了竹农融资难问题。

“围明铁是金荣纸业第一批种竹专业户，
从 10 多亩种到 300 多亩，我们给了他资金支
持，现在他一年有 450 万元的收入。吕进严，
也是我们的专业户，现在种了 400 多亩竹子。
第一年种植时，他投入了近 10 万元的资金，但
第二年、第三年还要每年投入 10 万元，通过我
们担保，他从银行贷到了款。”古金荣轻松地回
忆着，语气中颇有一种成就感。

这是一个良性的信贷链条，金融机构通过贷
款扶持金荣纸业，再通过金荣纸业和它的资金互
助社间接扶持单个农户，最终实现了共同致富。
看来，解破农村金融有效需求的关键，在于能否为
农户找到一种更高效的与金融支持对接的平台，
如此才可能在更贴近农户需求的层次上解决信贷
问题，进而培育和激发出有效的金融需求。

不过，在主管金融的副县长华东眼中，田
东县的农村金融有效需求和供给仍然是“双

向”不足，“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程度相对较
低，农业大户和龙头企业借贷规模不大。而金
融机构支农与创新的内在动力也不足，难以建
立可持续发展的农村金融服务长效机制。”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依托种养大户、农
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投入专项扶持
资金，形成贫困村、贫困户有效金融需求。同
时推动农村资金互助社加快发展，探索互助社
在村或镇范围内吸收多种专业合作社社员为
股东，争取银监部门给予其在持股比例上的更
大自主权。”华东如是说。

龙头企业加专业户连通了一条集体创富链。

链条三：
农业保险加财政补贴

4 月 2 日，在田东县和同村村委会办公室，
记者碰巧听到了这样一段对话：“今年保费和
赔付额都提高了，但旱灾却不保了，群众对这
个有意见！”

说话的是和同村村委会主任唐艺荣，他的
嗓门有些大，话音中还带着几分焦躁。

“现在纳入中央补贴的不光是我们县，还
有柳州、崇州、北海等地，由于各地的情况不
同，旱灾责任又不好界定，先实行一年再根据
情况调整嘛。”答话的是中国人保财产保险公
司田东支公司经理凌清华。原来他俩是在商
量今年村里甘蔗保险的事，和同村一直是农业
保险投保率最高的示范村。

说起政策性农业保险，唐艺荣有些兴奋，
“2009 年保险一开始，我们村就很积极，第一
年投保率就达到 80%。没想到的是，当年发生
了 60 年不遇的旱灾，好在有保险。这几年我
们村投保率一直是 100%。”唐艺荣说。

2009 年，田东县财政投入了 66 万元启动
农业保险工作，而田东县最新的规划是，确保

“十二五”期间涉农保险配套资金不少于 300
万元。据了解，按规定，试点第一年，农业保险
保费比例是县财政 90%，农民自付 10%；从
2012 年开始，中央财政补 40%，自治区财政
25%，县财政 5%，农民需要负担 30%，此后保
持这个水平。

“去年我们村的投保率只达到 80%。今年
就更麻烦了，原来是 5 元保一亩，赔付 500 元，
今年保费提高到 9 元，赔付 800 元，保额少了
很多呀。”唐艺荣说。

凌清华举起一张写有名单的 A4 纸，每个
人名后面都跟着一个红色的手印，“今年就发
生了冰灾，有 30%的农户没有投保，这肯定没
法赔。为了避免争议，我们每年投保前都要求
所有人按手印，这就是依据。”她无奈地说。

多份有关田东县金融改革的调查报告都
认为，涉农保险存在险种少、覆盖面有待提高
等问题。对商业保险机构来说，农村保险服务
网点维护成本较高，业务规模较小，公司经营
成本开支压力增大。

尽管如此，用农业保险降低风险的观念还
是在田东悄然深入，作登乡新安村的黎作战就
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2009 年，农业保
险刚启动时，拥有 1000 亩甘蔗田的黎作战丝
毫不为之所动，因为他不相信保险公司会提供
赔偿。在随后的两年中，他试探性地投保了
200 亩，不想遇到水灾，只有投保的那 200 亩
幸免于难，拿到了赔款。去年，黎作战索性将
1000 亩蔗田全部投保，虽然保费高达 9000
元，但相比一年 300 万元的收入来说，黎作战
觉得“很值”。如此看来，虽然还有重重障碍，
农业保险成为越来越多田东农户生产“护身
符”的前景，应该不远了。

农业保险加财政补贴连通了一条低风险
保障链。

专访
广西银监局

在广西田东农村采访的最后

一天，主管金融的副县长华东说

了一句让记者印象深刻的话：现

在扶贫更多还是一种投入和输

血，我们的思路是，应该将输血

式的扶贫变成“撬”动式的扶

贫。记者理解这个“撬”字就是

通过发挥金融杠杆作用，培育有

效金融需求，使农民最终靠自身

的力量实现脱贫致富。田东的农

村金融改革走的正是这条路。

在田东，农民脱贫致富可以

有多种选择，比如出租自家土

地，为承包者“打工”，参加政

府助推的“一村一品”特色种

植，还可以跟随“龙头”企业走

进致富产业链条。虽然表面看，

这些做法并不新鲜，但细究起

来，又是很有特色的。特色就特

在，田东对农民脱贫帮扶，不仅

仅停留在提供一种可以赚钱的产

业，更重要的是将这种产业与金

融功能相结合。

在田东，如果你是特色种植

小农户，因为种子、化肥需要

1000 元 至 2000 元 的 超 小 额 贷

款，你可以向村里的贫困农户发

展互助资金社借贷；如果你想扩

大种养殖规模，却短缺资金，你

可以向资金互助社、村镇银行、

农商社申请上万元的小额贷款，

或者向农行等更大的银行申贷。

也就是说，每一种不同层次的致

富业态背后，都有不同层次的金

融支持相对应。再加上政府主导

的农村信用体系全覆盖，这就初

步保证了多层次金融与多层次脱

贫致富业态的良性结合。

用金融杠杆“撬”开致富之

门，关键是让资金在供给和需求

中实现平衡，产生最有效的配合

效应。这可以从田东县农商行董

事长周明建那得到佐证：“截至

3 月底，我们的贷款已经有 20 亿

元 ， 不 良 贷 款 只 有 2800 万 元 ，

这个比例是很低的。”

◇ 地处广西右江盆地腹部的田东县，广大农户拥有多种致富途径，这
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当地金融机构“生态”的多样化，这些多样化的金融机构
给田东农民提供了多层次、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 这几年，田东的涉农贷款余额占比逐年攀升，已从2008年的17.11
亿元，增加到了2012年的43.61亿元，占比在70%左右

◇ 2009年田东县财政投入了66万元启动农业保险试点工作。据了解，
试点第一年，农业保险保费比例是县财政90%，农民自付10%；从2012年开
始，中央财政补40%，自治区财政25%，县财政5%，农民需要负担30%，此
后保持这个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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撬开致富之门

在
数据显示，这里的农民是如何通过便利的金融

服务，走上致富之路的呢？让我们看一看几则故
事。

农村金改
怎么突破
体制机制障碍
——访广西银监局局长曾
向阳

③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