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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信社深化改革走过 10 年——

不断壮大的服务“三农”主力军
本报记者 姚 进

本版编辑 王薇薇 徐 达

美 编 夏 一

本版邮箱 jjrbjrcj@163.com

2003 年，全国农信社新一轮深化改
革大幕拉开，此后，首批 8 家省级联社在
2003 年和 2004 年陆续成立。10 年来，农
信社在改革过程中克服了哪些难题？下一
步行进的方向在哪里？未来将如何处理好

“市场化”与“政策性”的矛盾？《经济日报》
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和业内人士。

从“拾遗补缺”到“主力军”

改革前，在以农村信用社为代表的我
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体系中，资产质量
差、历史包袱重、经营效益低、潜在风险
大、总体形象不佳等问题普遍存在。10
余年来，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队伍不断壮
大，在整个农村金融系统中的地位也从

“拾遗补缺”发展成为“主力军”。
“ 不 良 贷 款 余 额 比 改 革 前 下 降 了

1425 亿元，若考虑分类口径变化因素，实
际下降了 5600多亿元。不良贷款率降至
4.1%，比改革前下降了 32.8 个百分点。”
银监会相关人士表示，即使考虑经济反弹
和隐性贷款入账的因素，这个不良贷款率
在农村地区也已处于非常低的水平。

“小法人、大系统”体制的产生是全国
农信社这一轮深化改革的直接成果。国
务院 2003 年提出两大改革内容：以法人
为单位的产权制度改革，直接结果是产生
了不同产权形式和组织形式的众多市、县
小法人；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最直接的
成果之一就是成立了省联社，受省政府委
托具体承担对各“小法人”的管理、指导、
协调、服务职能。

关于省联社职能的转变，国务院、银
监会总的要求是淡出行政管理，强化服务
职能。“淡出行政管理不是不管，而是要权
衡利害关系、分清轻重缓急，有重点、有差
别地管。”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理事
长宋文瑄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他们将积极搭建统一的省联社管理
服务平台，着力实现“小银行大系统、小法
人大平台”，为法人机构业务发展提供有
力支持，借此强化服务职能。

建成与国情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银监会相关人士在点评农信社这些年

的改革成果时称，首先是发挥合力、攻坚克
难，化解了潜在的系统性风险，同时建成了
基本与国情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产权制
度。从目前的效果来看，农村信用社总体
进行股份制改革以后，其股东产权的基础
进一步优化，整体资本实力得以增强。

如何保证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改革
如期顺畅进行？答案就在于坚持“支农
支小”的定位和信用建设。黑龙江省农
村信用社联合社副主任张洪德表示，今
年，黑龙江将在贷款投放上力争做到3个
100%，即对已评级授信的农户，有效信
贷需求满足率达到 100%；对新提出贷
款需求的农户评级授信率达到 100%；
对符合贷款条件的新型农村生产经营主
体贷款需求满足率达到 100%。

此外，科技支撑成为破解难题的又
一把“利剑”。“我省整合行业资源，专
门成立了集电子银行业务推广和计算机
网络服务于一体的信息结算中心，以及
负责科技产品研发的产品研发中心，率
先在全国农村信用社系统使用了大型计

算机运行系统，全面开办了银行卡、网
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等现代金
融产品，离柜的业务量到去年年底基本
上达到 50%。”江苏省农村信用社联合
社副主任吴瑕称。

走向现代金融路还很长

提到目前农信社的政策支持力度，不
少业内人士表示依然不够。“城商行的政
策限制比农信社低，且较早获得了能够迅
速崛起的空间。”宋文瑄说。

“现阶段，农村金融在全国金融体系
中还是最薄弱的环节，希望政策上能倾向
于打造全新的农村金融体系。”吉林省农
村信用社联合社理事长唐忠民建议。首
先，政策性银行要多下乡，目前支农的主
力只有一家农发行，需要引导其他政策性
银行多去支农；其次，在分工上农信社可
以专注“支小”即支持农户，政策性银行要

“支大”，其他大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及城
市商业银行应该着力于农村金融创新；再

次，保险等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也要“配
套”下乡。“另外，希望股票、期货等资本市
场的工具也要互相配合，实实在在支持

‘三农’。”唐忠民表示。
农信社在从“草根”金融走向现代金

融企业的路上还有困惑。“之所以困惑，是
因为定位不清晰。”唐忠民表示，省级联社
与成员单位没有“股权连接”的关系，“股
权倒置”的方式并不能长久。以吉林省为
例，先由 50 家县级联社入股到省级联社，
然后省级联社再对这 50 家县级联社进行
管理，这种方式并不能长期维持，且在法
理上也行不通。

目前，吉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正在
运用“结对帮扶”的方式，争取 3 到 5 年内
打造“社社变商”。“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尝
试委托管理的方式，即帮扶社对被帮扶社
的高管人员有提名建议权，这样，做到了
权责统一，可以充分调动帮扶社的积极
性。”唐忠民说，下一步，他们将探索能否
将省级联社变成金融控股公司，打造成金
融平台，向混业经营的方向发展。

过去10余年间，被看

作是“草根”金融的农信

社经历了一轮深化改革

的洗礼，农村合作金融机

构队伍不断壮大，同时，

化解了潜在的系统性风

险，并建成了基本契合国

情的管理体制和产权制

度。面对金融改革的整

体形势，在走向现代金融

企业的道路上，农信社正

不断探索让农民享受与

城里人一样的金融服务

的路径——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
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5
月 ，我 国 非 制 造 业 商 务 活 动 指 数 达 到
55.5%，环比上升 0.7 个百分点，连续 2 个
月上升并创出年内新高。国内外市场需
求、就业活动均有回升，企业预期良好，非
制造业经济活跃度持续提高。

今年 1 月份，商务活动指数曾跌至
2010年以来的最低点，但 2月即大幅回升
至55.0%，3月小幅回落至54.5%后，4月、5
月又连续两月回升并创出年内新高。总体
来看，尽管略有反复，今年以来商务活动指
数基本还是走出了一条持续上升的曲线，
且始终位于荣枯线之上。这反映我国非制
造业经济一直比较活跃，且活跃度持续增
强。当前，非制造业经济规模已经超过我
国经济的半壁江山，这也预示着整体国民
经济的内生动力持续增强，发展也更加平
稳、更富有可持续性。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认
为，5 月份反映市场需求的新订单指数升

幅明显，成为市场活跃的主要推动力。与
投资有关的基础建设需求，以及以零售、旅
游和信息消费为主的消费需求均有所提
升，市场需求整体趋于改善。

5 月，新订单指数一改今年以来的弱
势运行局面，出现明显回升，环比上升 1.9
个百分点，达到 52.7%，为近 8 个月以来的
高点。分行业看，建筑业新订单指数为
53.4%；服务业新订单指数为52.5%。

数据显示，19 个行业中，13 个行业高
于 50%，6个行业低于 50%，基础建设投资
和终端消费需求均有不同程度改善。同基
础建设投资相关的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
活动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有回升，特别是
新订单指数回升尤为明显，预示着基础建
设投资趋升。与终端消费相关的市场需求
回升迹象明显。消费性服务业的商务活动
指数和新订单指数环比升幅均在3个百分
点以上。

蔡进还谈到，终端需求回升对就业的
带动作用进一步显现，推动就业指数回

升。当前，就业指数已连续 4 个月稳定在
50%以上，5 月达到 50.9%。其中，建筑业
的就业吸纳能力依然较强，就业指数保持
在 55%以上；航空运输业和互联网相关行
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也明显增强，在一定程
度反映出我国经济增长结构的改善。

此外，当前房地产行业商务活动指数
依然不容乐观。5月房地产行业活动延续
回落走势，商务活动指数回落至 50%以
下；新订单指数环比虽有所回升，但仍运
行在 50%以下；房地产企业预期连续 3 个
月回落；收费价格指数微幅回落。“综合来
看，当前房地产行业总体运行态势依然偏
冷。”蔡进说。

综合今年以来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变化情况和近期工业、投资、消费等数据来
看，当前我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市场活动
活跃度均不断提高，需求基础趋于改善，经
济运行基础较为巩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
力持续增强，国民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平稳
健康发展的运行态势。

上 月 商 务 活 动 指 数 创 出 年 内 新 高

需求回升拉动非制造业日趋活跃
本报记者 薛志伟

上 月 商 务 活 动 指 数 创 出 年 内 新 高

需求回升拉动非制造业日趋活跃
本报记者 薛志伟

之于金融行业，农信社涵盖面广、网

点深入基层，是不可替代的基层金融“主

力军”；之于农村发展，农信社在农业产

业化、农民致富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

程中意义重大；之于发展全局，农信社对

经济结构转型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

国有商业银行为降低成本纷纷退出农村

后，农信社一方面成为农村金融客观上

惟一的支柱，另一方面却又面临资金投

入严重不足的尴尬局面。

启动农信社改革，是因为产权制度、

监管体制、内控制度等环节存在的诸多

问题，制约了农信社的发展和服务“三

农”的效果。最初的改革主要是两方面：

一是改革农信社管理体制，二是以法人

为单位改革农信社产权制度。农村股份

制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由此形成。

而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其需要“去行政

化”而转为“市场化”。

然而，改革的道路并不平坦，省联社

“去行政化”的推进困难重重，特别是在

资产实力弱、市场化程度不高的中西部

地区，“去行政化”举步维艰。对小型金

融机构来说，没有了省联社这一层把关，

管理、风控都不成熟的小农商行将独自

踏上“风险”之路。

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服务实体

经济，提高普惠金融服务水平，是改革后

的农合机构肩负的使命。从农民松散入

股办金融，到明确股权和管理方，再到如

今“淡出行政管理、强化服务职能”，改革

已有了来之不易的成绩。下一步，农合

机构应高度关注当前经济形势，高度关

注金融转型，高度关注声誉风险。在宏

观经济下行压力不减、互联网金融加速

发展、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存款保险制

度即将推出的经济大环境下，农合机构

如 何 进 一 步 适 应 新 环 境 的 挑 战 亟 需

破题。

农信社历经沉浮，期望根植基层、受众

广泛的农信社未来能让更多人受益于“普

惠金融”，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激活“草根”金融普惠优势
王 璐

本报讯 记者崔文苑 曾金华报道：近日，财政部
部长助理胡静林在第三届“京交会”会计服务贸易板块
活动上表示，2013 年度注册会计师行业实现业务收入
563 亿元，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快速增长，并领先于全
球会计行业增长水平。

作为专业服务业的一支重要力量，注册会计师行
业已成为我国专业服务业中标准化、专业化、国际化程
度最高的行业之一。胡静林表示，要充分发挥专业服务
业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加大对专业服务业发
展的政策研究和扶持力度；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大
专业服务的政府购买力度，积极倚重专业服务业的市场
功能和专业作用，支持引导其拓宽业务领域；尊重专业
服务业的内在规律和专业服务的价值特征，规范市场秩
序和专业服务的招投标，努力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
环境；进一步加强对专业服务业的经济功能、专业能力
与服务价值的宣传力度，深化各部门和全社会对专业服
务价值的认识，不断激发和释放市场对专业服务的内在
需求。

胡静林强调，人才是专业服务业的“核心资产”，专
业人才的职业道德和技能水平决定了专业服务的广度
和深度。要围绕国家经济建设的新形势和新要求，把专
业人才作为一个重要门类予以培养和发展，着力打造一
批满足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能够服务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的人才队伍，以人才为基石，打造一批专业服务的“百年
老店”。

财政部部长助理胡静林——

人 才 是 专 业 服 务 业“ 核 心 资 产 ”

“微公交”路边租赁站点投入使用

本报北京 6 月 3 日讯 记者张雪从国家防汛抗旱
总指挥部办公室获悉：今年以来，全国降水接近常年，
南方入汛后共发生 6 次强降水过程，先后有 73 条河流
发生超过警戒水位以上洪水。但总体来看，洪涝灾害
较常年偏轻。

统计显示，与 2000 年以来同期相比，受灾人口偏
少三成，死亡人口偏少四成，倒塌房屋偏少五成，受灾
面积偏少四成，直接经济损失偏多八成。受灾区域相
对集中。广东、湖南两省局部受灾较重，因灾死亡失踪
人数占全国 74%，洪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约占 75%。
局部水利水毁损失重。今年以来，因洪涝灾害致广东、
湖南等地 61 座小型水库出险或发生水毁，中小河流堤
防损毁 658 处 48 千米，损坏护岸 8278 处、水闸 616 座、
塘坝 7390座，水利设施损失约 35.8亿元。

今年全国洪涝灾情较常年偏轻
受灾人口减少但直接损失增加

6 月 3 日，在位于杭州古荡天目山路边的“微公交”

站点，市民试驾纯电动“微公交”汽车。日前，浙江杭州

纯电动微型汽车“微公交”的第一家路边租赁站点在杭

州古荡天目山路投入使用。 龙 巍摄（新华社发）

本报北京 6 月 3 日讯 记者金晶今天从国家艺术
基金管理中心获悉：该基金面向全社会的资助项目申
报工作日前正式开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机构和个
人均可申报。

根据 2014 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申报指南
的规定要求，大型舞台剧和作品的申报主体为设立 3
年以上的各种所有制机构或单位；小型舞台剧（节）目
和作品除受理设立 3 年以上的各种所有制机构或单位
申报外，同时接受个人申报。美术、书法、摄影创作人
才资助项目的申报主体为 45 岁以下优秀艺术人才。
传播交流推广和人才培养资助项目受理设立 3 年以上
的各种所有制机构或单位申报。

申报期间，各申报主体可登录国家艺术基金官网
进行用户注册并在网上直接填写《资助项目申报表》。
据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负责人介绍，通过搭建信息
化工作平台，一方面能够确保项目申报的时效性、准确
性，节省大量资源；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申报程序的公
平、公正，减少不必要的关卡与干扰。国家艺术基金的
项目申报将于 2014年 8月 1日截止。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申报启动
机构和个人均可申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