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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海丽岙街道是温州有名的花
卉苗木基地。今年 4 月份，丁建海
承包了村里海滨公园的绿化项目，
手头资金还缺 15 万元，他心急火燎
地找到家门口的瓯海农商行白门支
行，用家里 120 平方米的集体农房
作抵押，只半天时间就拿到了贷
款。6 月 23 日，记者随支行长秦永
锡来到老丁家回访，他兴致勃勃地
一定要带我们去公园看自己的“杰
作”。老丁说：“这笔贷款我只填了
一张申请表，夫妻两人再签个字就
拿到手了。2 个月就赚到了七八万
元。”

瓯海农商行办公室主任郑祥秋
向记者介绍：“农民资产授托代管融
资”模式，就是指农户以自有的动
产、不动产及其他经济权益作为抵

（质）押担保物，包括集体产权的农
房、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股权、品牌认
证（书）、安置房指标、拆迁协议以及
汽车、农具等等，采取书面承诺方
式，不用权属登记，也不要交付保险
和提供担保人，就可向贷款金融机
构申请贷款。授托代管后，银行应
视同抵（质）押品给予办理相关贷
款，授托代管的动产、不动产在代管
履行期间，财产处置权及处置收益
归属银行所有，未经代管银行书面
同意不得擅自处置代管财产。“这里
的农村，每家都会有点资产，但流动

资金不多，所以这种贷款模式很受欢迎。从目前农民贷款
情况看，主要抵押物还是农房。”郑祥秋说。

因为贷款时间短，手续又方便，一些在外地和外国做生
意的人今年也回家“借钱”了。家住丽岙街道王宅村的王益
民，在意大利开了间超市，近期流动资金不足，他父亲就用
自家的房子作抵押，为儿子贷了 50 万元。姜宅村的章时明
在广州开了一家服装店，他把老家的房子抵押给银行，贷到
周转资金 19 万元。章时明说：“以前贷款要找担保人，你找
我担保，我替你担保。这几年‘担保链’总出事，担保人越来
越难找，我想把生意做大但苦于手头资金紧张。今年好了，
我需要钱时回来签个字，第二天拿到钱就可以回去了。”

从瓯海农商行提供的最新数字看，在过去的半年多时
间里，该行以这种方式已为 122 个村、1357 户农民放贷
3.87 亿元，其中安置房、拆迁协议等指标类资产授托贷款
616笔、1.53亿元。

最让瓯海农商行董事长潘志坚欣喜的是，在放贷农户
中，以前从没贷过款的新增户是“大头”，有 623 户，贷了 1.6
亿元；放量增加贷款额度的人家有 520 户，贷了 1.64 亿元；
放 弃 担 保 完 全 自 己 承 担 的 贷 款 户 有 205 户 ，贷 了 0.63
亿元。

瓯海农商行分布于温州全市 11 个县（市、区）共 29 个
网点，全部都设在农民家门口。工作人员“走村入户、转变
作风、增户扩面”，对农民的情况了如指掌：瓯海区有近 10
万农户，按户均 30 万元计算，至少有 300 亿元“待字闺
中”。然而，10 万农户中约有 1.5 万户无法从银行融资；另
有近 3 万农户，因没有抵押物或担保人，无法足额贷款，资
金上处于“半饱”状态。

“这说明，农村的资金需求市场空间很大。”潘志坚说，
“温州民间借贷风波后，银行贷款低迷，今年我们的贷款总
户数减少了 77 户，可是‘资产授托’贷款却增加了 600 多
户。”他信心十足：“我们现在把身段放低，眼睛向下深耕农
村市场，真心诚心加耐心，只要把心跟农户连接起来，真正
为农户着想，用心为他们服务，就能把事情办好。”

“资产授托”模式激发了农民的创业热情。瓯海潘桥镇
陈庄村专做女鞋的生产和销售。支行客户经理蔡桥密告诉
记者，她负责陈庄村和横屿头村，自去年 12 月至今，2 个村
已完成 63 笔农民资产授托贷款，平均每周都有二三笔。“贷
款主要用于购鞋机鞋材，最大的一笔 200 万元，最小的 10
万元，贷 30 万元和 50 万元的人最多”。在蔡桥密的客户
中，有三分之一的农户从没贷过款。她说：“以前贷款要担
保，利息还得 8 厘，现在用资产作抵押只要 4.65 厘，差不多
省了一半。最重要的还是不用找人担保、不用走人情了，放
款又快，方便的东西谁都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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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沉 睡 ”资 产“ 活 ”起 来
——温州市农民资产授托代管融资调查

本报记者 张 玫

一边是农民手中资产“沉睡”着，无法

盘活，一边是银行大批资金“闲置”着，造

成浪费。长期以来，由于农村产权不明晰、

银行门槛太高、贷款手续繁琐等原因，农民

融资难、担保难、融资贵的问题一直得不到

解决。2015年11月23日，浙江温州市瓯海

农商行率先突破，在全国首创“农民资产授

托代管融资”，成功地将农民资产和银行资本

对接，问题迎刃而解。连日来，《经济日报》

记者在温州当地走村入户，对此作了深入

调查。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

出 ，完 善 农 村 集 体 产 权 权

能。激活农村要素资源，增

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创新农

村金融服务，发挥各类金融

机构作用，发展农村普惠金

融。对此，各地都在积极努

力出台相关政策和措施向前

推进，但从实际执行的效果

看并不尽如人意。当前，随

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大，农

业企业和农户的贷款需求越

来越迫切。

瓯海农商银行利用自身

优势，摸准了现实中存在的

一些困惑和难以解决、难以

深入的问题。比如：农村产

权（尤其以集体产权房为代

表）存在交易流动的局限性

和“天花板”，政策大尺度放

开的可能性不大，即便放开

了，由于农村房子历史之故，

也难以像商品房一样能清晰

确权抵押。基于这种客观现

实，瓯海农商行大胆突破固

有思维，推出“农民资产授托

代管融资”模式，把银行资本

与农民资产零距离无缝接

轨，作了一次大胆创新尝试。

瓯海农商行创新产品的

出发点，是要把农民和银行

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近，目的

是为了把为农民服务的触角

延伸得更长更远，覆盖金融、

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真

正帮助农民脱贫致富。这正

是党委、政府始终要做的工作，也是金融机构义不容

辞的责任所在。

目前，从政策和市场情况看，农村金融有很大的

市场潜力，且并非农信机构“一家独大”。各大银行

都在群雄逐鹿瞄准这块新天地。不过，要想分到“蛋

糕”，必须“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此，深化金融体

制改革，整合现有产品的功能，加速银行产品创新势

在必行。

从瓯海农商行半年贷款投放的数据分析，从来

没有贷过款的有 600 多户，估计此类对象全区还有 1

万户到 1.5 万户，其中创业的新生青年贷居多。而在

瓯海侨乡茶山街道，存款远远超过贷款的白门支行，

“资产授托”贷款今年 5 月份还只有 400 万元，6 月份

就达到 600 万元，增长迅猛。可见这项工作任重道

远，需要每一位员工用心根植到村、联系到户，无论

网点、渠道、产品都要用真情与基层农村（社区）黏合

在一起。

用一项业务创新的支点撬动整个农村融资大市

场的改善，通过满足更多人的需求，焕发农民创业

致富的激情，唱响一场精准扶贫、共奔小康的大

戏。从这点上看，瓯海农商行已经先行迈出了一

步。他们的尝试，或许能给全国其他金融机构以有

益的启示。

精准撬动农村融资大市场

张

玫

在瓯海丽岙街道 104 国道旁的
“协春植物观园”四周，种植着一圈
价值几十万元到上百万元的名贵树
木。董事长徐协春用手指着一棵直
径 1.5 米粗的榕树笑着对记者说：

“你看，树上挂着的牌子就是瓯海农
商银行花木代管标签。我这园子里
总 共 6000 多 棵 树 木 ，已 有 116 棵

‘委身’农商行了。”
徐协春是瓯海的花木大户。去

年，瓯海在花卉苗木基地丽岙建设
“花艺小镇”，建造塘河花木文化博
览园，打造“赏花买花到丽岙”的休
闲旅游品牌。政府出地，徐协春接
下了总面积约 113 亩的塘河花木文
化博览园项目。项目由温州市协春
园艺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1 亿多元建
设，去年底开工，计划 2017 年元旦
开园迎客。

按照整体设计，这个博览园将
打造“一馆十园”。“一馆”即协春塘
河现代花木科技馆，“十园”则是榕
树园、茶花园、盆景园、香樟园、桂花
园、银杏园、樱花园等乡土花木精品
文化园，还有温室植物体验园、南方
园林植物驯化园、现代容器苗示范
园等。其中，温室植物体验园展示、
提供各类园艺产品，参照超市的经
营 管 理 模 式 ，让 顾 客 进 行 体 验 式
消费。

去年 11 月，徐协春以 2 间 5 层
农房和 116 株名贵花木作抵押物申
请“农民资产授托代管融资”，获得

1000 万元贷款。按规定，他可以随
用随还。“没有农商行这一大笔贷
款，我没法接这个项目”，徐协春告
诉记者，他现在的花卉植物园共有 3
块，规模已经扩大到 1000 多亩。“按
照一般贷款利息要 8厘多，农商行才
4.5 厘 。 省 下 来 的 钱 我 要 做 点 公
益。”徐协春由衷地说。

53 岁的茶山村农民黄国光是个
勤快人，家里办个小企业，山上还种
着杨梅树，今年他贷款 15万元，给儿
子与人合作开了个网吧。“目前自家
杨梅已赚了 1万元，儿子的网吧每月
还进账三四万元，”尝到甜头的黄国
光说，“原打算贷款一年，可看到现
在这个好形势，所幸签了 3 年合同 5
年循环贷，太合算了。”

一些生活困难的人，原来找不
到担保人，也拿不出正规的抵押物，
只能守着一亩三分田。现在他们知
道祖辈的房子可以抵押贷款，好多
人就壮着胆子来农商行融资，做起
经营性生意了。据统计，此类对象
目前占 20%，不少于 200 户，日积月
累，滚动扶持，一大批贷不到款的困
难户重新找到了致富希望。

“资产授托”的溢出效应还在继
续发酵。瓯海农商行准备打通更多
的封闭关节。潘志坚说，该行要在
原有基础上，将秉持小额、流动、分
散、本土化，再挖掘潜力，向土地流
转、标准厂房、养老扩面等领域切
入，再盘活 125 亿资产。今年，要对

全区 251 个村实行全覆盖，计划发
放农民资产授托代管融资 3000 户，
力争 5000 户，额度 10 亿元，力争破
15 亿元，3 年内达到 2 万户，力争 60
亿元。可喜的是，近期瓯海农商行
在其他贷款负增长、户数递减的情
况下，“农民资产授托代管融资”业
务每天仍有几十户的自然增长量。

今年 6月起，瓯海农商行计划在
各个网点开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的集协贷、协储、电商、快递、便民支
付、百货销售、医生巡诊、慈善驿站
等综合服务为主体的超市便利店
100 家，把农民的生产销售、生活消
费相关的内容全部纳入，让农民足
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一切服务。目
前，16 家网点的“乡下人”超市已在
试营业，村级站点装修待开业的有
30 家。瓯海农商行还将利用电子工
具的优势把触角伸向每个角落，连
接五湖四海的温商，并整合大数据
网格资源，建立集民生网格、社保网
格、安全网格、计生网格、治安网格、
金融网格、农事网格、扶贫网格的大
集聚，在达到一定量后，建立农村产
权交易登记平台，发挥交易功能，培
育市场活力。

温州银监分局监管三科科长李
士青说：“表面上看，‘资产授托’只
是一款创新产品。但瓯海农商行的
操作实践说明，它不仅激发了广大
农村农民的创业激情，也为精准扶
贫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门路。”

“事实上，‘农民资产授托代管
融资’就是在信用贷款的基础上，
通过农民承诺把其现有的资产拿出
来让银行代为管理。这样就割断了

‘担保链’，放大了农户的贷款额
度。”潘志坚说，“这种模式并不是
什么‘高科技’，要的是银行敢于
担当，操作时要有底气、有自信、
有魄力。”

目前，瓯海区政府、农商行和
各 个 村 级 组 织 已 实 行 “ 三 级 联
动”，做好了前期风险防范。瓯海
区还专门出台了 《加快推进农村普
惠金融工作，试行“农民资产授托
代管融资”暂行办法》。

资产评估，是由瓯海村镇银行
协会、瓯海区供销社资产管理服务
部和瓯海区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

“三位一体”组建的“瓯海农合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对农民资
产的登记、评估、贷款调查以及协
助贷后管理等工作。采访中，瓯海
农合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小
玲打开电脑给记者展示专为“资产
信托”贷款开发的软件平台。“先
由农商行客户经理填写资料提出申
请，包括资产询价情况和初步评
估，并配有农民资产的照片。通过
微信沟通，为农户争取最优惠利率
和最高贷款额度，半个工作日内做

好流程，银行就可以放款了。”
据了解，前些年，由于农村产权

权能不清晰，房管登记过严，银行自
身谨慎保守等原因，瓯海正式登记
集体产权在银行贷款的只有 28 宗。
随着瓯海农合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成
立半年来，每天有 20 笔至 30 笔农民
资 产 来 评 估 ，目 前 已 经 做 了 1235
笔，金额超过 11亿元。“接下来，我们
还要设立部门，承担起对抵押资产
的监督管理等各项后期工作。”陈小
玲说。

贷款申请，瓯海农商行在全区
每个村设立一个“农村普惠金融服
务站”，牌子挂在村委会大楼外，在
村委班子里找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当
协贷员，配合农商行的驻村客户经
理，负责本村信贷接单、协助贷款调
查和检查正常到期、不良清收等工
作。经过几个月的熟悉锻炼，陈庄
村村两委委员陈善顺对协贷员的工
作已经得心应手。他向记者介绍：

“哪家农户要贷款，就到我这里申
请，每家情况我都知根知底。资产
价值多少，我先跟客户经理实地考
察、拍照，村委会在权属证明书上盖
个章，然后上传银行和瓯海农合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共有的软件平台，
再定额度并放贷，最后报备留档。”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村级组织承

担起协助银行看管资产和真实性调
查的义务。根据规定，“授托代管”
按资产评估总价的 65%确定贷款额
度，每户一般在 30 万元至 50 万元，
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针对“农民
资产授托代管融资”业务，瓯海农商
行在内部做的三项工作是：统一思
想，理顺流程；在机制上突破，将原
来谁贷出的款就要百分之百负责的
规定，改为贷款出险了信贷员只需
负 30%的责任，另外 70%由集体承
担；设立奖励制度，每贷出一笔款给
信贷员奖励 100 元。而对外要做的
三项工作是：个人与银行、村经济合
作社签订三方协议，由村委会盖章；
建立网络，每个村给 3 万元挂一个

“服务站”牌子，村协贷员月基本工
资 1000 元，每贷出一笔款再给奖励
30 元；设立“清收突击队”防范贷款
风险，万一贷款收不回来，取得区委
区政府支持，会同公安、法院等通过
司法程序予以解决。

“按照不良率 3%计算，我们也
不能把所有客户都当逃废债对象，
为了这 3%的风险而把 97%的客户
拒之门外。坚守阵地，深耕农村（社
区）是我们的生存之本。必须先把
传统基本盘做精做细做活，才有足
够能力‘输血’。”潘志坚说。

新型贷款模式受欢迎

创业与扶贫齐头并进

村中“协贷员”办出大业务

图①图① 银行客户经理走街串巷宣传“农民

资产授托代管融资”贷款模式。

图②图② 银行工作人员帮助申请贷款的农户

办理贷款手续。

图③图③ 贷款获批后，银行工作人员来到农

户家中，为其发放准贷证。

（资料图片）

左图 花木大户徐协春指着树上挂着的“标签”说：这棵

树贷了 30万元。

下图 在陈庄村“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站”办公室里，驻村

服务员陈桥密正在向农户介绍办理“资产授托”贷款的相关手

续。 本报记者 张 玫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