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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轨道，“三农”的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三

农”问题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村镇银行通过信贷产品的创新，可以加强助农支农的力度，满足“三

农”发展中多元化的资金需求。本文在全面分析我国村镇银行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村

镇银行信贷产品创新的模式与路径设计及相应的政策建议。在信贷产品创新方面，提出了联保贷

款、农业供应链融资两种模式，并分别从畜牧业和种植业两方面给出了信贷产品创新的具体实施路

径。为促进我国村镇银行信贷产品的创新，必须加强内部的风险管理，加大政策的扶持力度，完善农

村的信贷担保机制，促进农业保险的迅速发展，营造适宜信贷产品创新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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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4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考察时指

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

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

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里的“新常

态”是指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意味着中国

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三十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

的新阶段( 金碚，2015) 。“新常态”下，我国的经济

发展方式发生了转变，“三农”的需求结构也正在发

生变化，农业生产的转型和农民脱贫致富，需要大

力发展农村金融服务。而对于提升农村金融服务

来说，首要的任务是解决农民融资难、融资门槛高

等问题。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强化金融机构服务

“三农”的职责，积极发展村镇银行，创新金融“三

农”服务。村镇银行的创立，能够增进农村金融业

的有效竞争，推动农村金融行业的发展，加快农村

的经济增速，产生新的信贷资金需求，实现经济发

展的良性循环。作为以服务“三农”为宗旨的新型

农村金融机构，村镇银行对加强农村地区的信贷资

金支持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信贷业务发展的好

坏，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经营业绩与可持续发展，更

关系到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以及广大

农民的生活水平的高低 ( 李锐、李宁辉，2004 ) 。由

于村镇银行刚刚发展起步，支农助农的力度还有所

欠缺，针对“三农”所开展的信贷产品种类不足，缺

少创新思维，难以满足农村地区的资金需求。村镇

银行要充分认识自身优势，贴近“三农”，细分市场，

把握“三农”发展中的资金需求，以农村金融服务为

核心，结合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选择最佳的信贷

创新模式，通过个性化、差异化、层次化的信贷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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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满足农村地区不同主体的资金需求，更好地为
农村地 区 提 供 金 融 服 务，推 进 普 惠 金 融 工 作 的
发展。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回顾

①关系型贷款是指银行通过与借款企业长期多种渠道的接触，积累了大量关于企业及其业主的专有性信息，并主要依据

这些专有性信息而发放的贷款。

国外学者对金融产品创新的研究起步较早。
Bettzuge ＆ Hens ( 2001 ) 对金融创新的运行机制进
行了相关讨论，他们采用动态分析方法，运用资本
资产定价模型，通过划分金融产品市场交易程度，

逐步演进，再通过转化函数把各交易阶段串联起
来，提出金融创新的关键因素，取决于动态衍化过
程中产品的交易数量、创意的营销扩散以及产品套
利的可能; Heffernan 等( 2013) 通过 Logit 模型和 To-
bit 模型对英国境内 1100 多家金融机构进行研究，

发现金融机构的规模、从业人员的学历、研发产品
的支出以及企业间交流合作都会增加金融产品创
新的机会性; Montesano( 2009 ) 发现，金融产品的市
场竞争、信息科技水平及消费参与者的购买力等因
素，会影响金融产品创新，由于资产证券化，银行中
许多非标准的信贷创新产品无法灵活交易，缺乏流
动性，阻碍金融产品创新，他倡导金融产品创新的
规范性与合理性，以使金融产品创新可持续地发
展; 刘凤军、张屾( 2008) 认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
的发展，国内金融机构的竞争日趋激烈，金融产品
创新应由企业供给向市场需求转变，加强营销策略
与产品创新的融合; 林春山( 2007) 通过中资银行与
外资银行在信贷创新方面的对比分析，发现中资银
行存在信贷产品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同质化严重，

产品多注重扩大市场份额而轻利润回报等问题; 楼
文龙( 2007) 认为，国内银行业金融产品的创新，应
逐步从“仿效”创新向“原创”之 路 迈 进 ; 薛 继 增
( 2010 ) 指出，金 融 产 品 创 新 拓 宽 了 融 资 融 资 渠
道，对银行信贷业务的开展 有 正 向 作 用，但 也 存
在信贷管理上的挑战，应提高银行的风险防控能
力和约束机 制 ; 赵 志 宏 ( 2009 ) 对 银 行 产 品 创 新
的流程体系进行了研究，主张建立科学的流程体
系，采取产业化运作和模块 化 管 理，在 风 险 和 收
益之间寻取 平 衡 ; 何 德 旭、王 朝 阳 ( 2007 ) 指 出，

我国金融机构的产品和服务创新存在地域偏差，

农村地区信贷创新服务严重缺失，信贷资金运转
效率低下。

与此同时，国外学者对金融产品创新实施者村

镇银行的信贷业务进行了研究。Kennett 等( 2004 )

通过分析美国密西西比州一家社区银行的成功因
素，指出主要在于明确“区域”市场定位以及良好的
信贷营销策略; Nakamura( 1993 ) 从结算账户角度出
发，指出社区银行与大银行比较，在其开户的中小
企业数量有限，可以充分掌握中小企业相关账户信
息，更 好 地 满 足 中 小 企 业 的 信 贷 需 求; Berger ＆
Udell( 1998，2002 ) 认为，大银行关注“硬信息”，偏
好标准化的贷款合约，要求信息的透明度较高，而
社区银行更注重“软信息”，可以取得社区中客户的
各种信 息，信 息 沟 通 对 称 化，善 于 处 理 关 系 型 贷
款①，其地域性优势特点能更好地为社区客户提供
金融服务; Zeller 等( 1997) 从微观运营上，指出社区
银行应依照客户的不同金融需求，进行服务上的创
新。国内学者在村镇银行业务经营方面也做了大
量研究，诸多学者认为，我国的村镇银行是一种股
份制的中小型社区银行，其发展模式与国外的社区

银行有着极大的相似性。王曙光 ( 2008 ) 从村镇银
行发展的制约因素谈到，村镇银行在初期发展过程
中存在“信任空白”，在信贷经营过程中要注意按流
程规章办理业务，提升服务质量，树立良好形象，培
育自身信誉; 葛永波等( 2011 ) 指出，农村多元化的
主体导致整体资金需求的多样性，农村金融的“中
低端”市场仍存在“局部短板”，村镇银行应有良好
的定位，实施差异化竞争，信贷产品创新在细分市
场的基础上填补缺口，推行定制化的产品与服务，

实现可持续发展; 陆智强( 2015 ) 认为，村镇银行的
信贷产品创新，应充分调研，以自下而上的路径掌
握所在区域的金融需求，随之进行自上而下的信贷
产品创新设计，“两步走”以提高“机构”与“功能”
的契合度，使得农村地区的信贷资金需求与村镇银
行的金融功能更好地匹配; 刘新华( 2013) 对村镇银
行信贷框架方面进行了定位，提出借鉴国际经验，

建立以乡镇为基础单元的“关系化”信贷网络体系，

将贷款人“熟人”化，充分发挥基层银行组织的作
用，促进民间借贷正规化、阳光化; 洪正( 2011) 研究

发现，农村融资条件的改善与否，取决于村镇银行
信贷资金的监督效率，良好的监督机制可以克服道
德风险，及抵押品不足等贷款难问题，降低融资门
槛，加强监督激励的同时，改进信贷管理技术及经
营管理模式，可实现村镇银行的效率经营。

上述国内外学者对金融产品创新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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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风险控制体制进行了研究，但对其中信贷产品创

新的专项研究略显不足。在村镇银行信贷业务方

面，学者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村镇银行信贷经营特

点，但这种信贷产品创新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介

绍层面，在具体的产品方案设计上鲜有研究。因

此，本文从产品创新的视角出发，对村镇银行的创

新路径进行分析，试图给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我国

村镇银行信贷产品创新的模式选择与方案设计。

三、我国村镇银行信贷产品创新的发展现状与

问题诊断
2006 年底，银监会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

融机构准入政策，探索培育以村镇银行为主体的新型

农村金融机构。村镇银行作为农村金融服务的新生

力量，为所在地区提供了大量的农业贷款，是破解农

村金融排斥的一计良策 ( 孟德锋等，2012 ) 。截至
2015 年 6 月末，全国已组建村镇银行 1270 家，覆盖了

全国二分之一以上的县域。进入银监会非现场监管

的 1165 家村镇银行，资产总额 8485 亿元，负债总额
7262 亿元，累计发放农户贷款 0. 35 万亿元，小微企业

贷款 1. 48 万亿元，支农与助农的作用日趋明显。村

镇银行的建立，弥补了长期以来农村金融服务的缺

失，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培育、农村金融体系的完善及
“三农”问题的解决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张兵、李
丹，2014) 。但不容忽视的是，村镇银行在信贷产品创

新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制约其作用的发挥。具

体来看，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信贷产品创新缺乏深度与广度

当前村镇银行贷款投放的方式和投放的主体

与传统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产品差异不大，没有形

成自身的产品特色和竞争力，信贷产品创新缺乏深

度，贷款产品与农村金融需求，尤其是农村居民的

需求有一定的差距( 郭晓焜，2014) 。村镇银行与其

他商业银行相比，信贷业务品种少，一些村镇银行

发放的贷款品种只集中于一两个，大多数村镇银行

仍然按照传统的理念与业务来经营，对于新的借贷

环境和借贷对象，缺乏深入研究与差异化的市场细

分，信贷产品创新能力不足。
2. 对支农信贷产品创新的认识不足

村镇银行定位于服务农村地区的居民和小微

企业，其营运理念是提高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质

量，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广大农民脱贫致

富。部分村镇银行没有专注于支农小额贷款业务，

而是将信贷产品创新的重心放在了中小企业，从根

本上违背了创立时的初衷( 吴昱、邓明然，2014) ，在没

有相关法律约束和相关政策支持下，很多村镇银行在

利益的驱使下，纷纷将信贷资金投向能够盈利的优质

项目，并没有在运营过程中完全深入到农村地区。信

贷产品创新重心偏移，缺乏支农信贷产品，尤其是需

求量较大的养殖业等消费类贷款的关注。
3. 信贷产品创新的风险控制能力亟待提高

信贷产品创新要把握好尺度，部分信用贷款由

于没有抵押品或抵押品不充足，使得借款人违约后

的强制执行变得没有保障，即使有抵押，抵押品也

很难变现( 王冀宁、赵顺龙，2007 ) 。我国的农村保

险体系还不健全，农业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比较

强，抗风险能力弱，极易产生自然风险，一旦发生自

然风险，借款人就可能不按时履行还款责任，导致

村镇银行的信贷资金面临很大的风险。村镇银行

大多设置在农村地区，部分本地员工学历较低、经

验欠缺，直接致使人员内部合规意识差，操作随意，

风险意识淡薄，对风险整体把握缺乏控制能力，贷

款管理存在一定的隐患。
综上可见，随着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农村

生产经营方式正发生着转变，农业生产正从简单再

生产转向扩大再生产，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金技术

密集型，生产经营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这些

都对资金产生了巨大的需求。随着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的不断加快，对农村的社会保

障和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农村资

金的需求仍将旺盛。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到 2020
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增资金需求总量为 15 万

亿 ～20 万亿元。按照过去财政资金、社会资金、信贷

资金在投入中的经验比例，即使财政资金对新农村建

设加大投入，也只能满足新农村建设的小部分需求，

大部分需求还是要由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来满足，村

镇银行的信贷产品创新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作为
“新生事物”的村镇银行通过信贷产品的创新，进一

步占领及扩大市场份额，提高主营业务收入水平，保

证其经营效率，有助于其可持续的经营发展。

四、我国村镇银行信贷产品创新模式的选择

在农村地区，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信贷服务，

是促进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手段，但当

前推广的信贷产品不足以满足农民的资金需求。
在经济“新常态”下，村镇银行应转变经营理念，更

加注重所在区域客户的资金需求，提供优质的服

务，在经营方式上走差异化战略，避免同质化，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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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优势。因此，村镇银行应在了解本地区金融需

求基础上，针对当地行业经营特点，寻找适宜的贷

款模式，对信贷产品进行方案设计，全方位提升“三

农”金融服务的质量。
1. 村镇银行信贷产品创新的模式
( 1) 联保贷款模式。农户联保贷款是指在自愿

的基础上，由没有直系亲属关系的 3 ～ 5 户农户组

成互相担保的联保小组，银行向联保小组中的农户

发放的贷款。农户联保贷款采取“自愿联合、多户

联保、依约还款、风险共担”的办法。这种联保贷款

模式也可推广到农村的中小企业联保贷款。农村

的中小企业缺乏有效的抵押品、财务制度不健全及

贷款信息不完整，联保贷款模式同样可以解决这些

问题，通过企业之间的联保，来达到信息的相对对

称，降低信贷风险和信贷成本的目的。组成联保小

组的企业可以是处于同一个地区、同一专业市场或

同一协会的企业。这些生产经营中有借款要求且

没有产权和直系亲属关系的企业，以自愿的形式组

成联保小组，每个成员承担还款的连带责任。村镇

银行可以利用相关市场、工商等管理部门对所辖企

业的经营、信誉等情况熟悉的优势，对其贷款进行

初审，并将审核情况公布，接受其他成员的监督。联

保小组成员风险共担是联保贷款的核心机制，采取自

愿结合的方式，确保了联保小组成员均为经营较好的

企业。相关部门作为中间人，利用天然的信息优势，

进行客户信息情况的把关，进一步降低风险。
联保贷款模式有效地解决了村镇银行在农村

地区贷款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信贷风险和

抵押担保物不足的问题。村镇银行的信贷产品创

新，可以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把联保贷款模式推

广成符合当地实际条件的信贷产品。
( 2) 农业供应链融资模式。供应链融资就是在

与核心企业进行商品交易中，对于其进行应收应

付、预收预付等账目中衍生出来的一种融资方式，

通过与其上游和下游企业的合作，运用信息、物流、
资金流等资源的共享以形成共赢的融资服务模式。

供应链融资对于节点上的困境企业来说，一旦

得到了的资金支持，就可以摆脱困境，进而更好地

支撑核心企业的发展。同样，农业的产业链条中包

括着从种植到深加工等一系列的经济活动，这其中

参与主体相互之间的关系，组成了一个产业链。农

业产业链上的链条越多，说明其中的参与者越多，

市场化程度越高，相应的资金需求也就越大。农业

产业链资金的有效供给，能更好地促进整个供应链

的协调发展，提升整个产业链的竞争力，促进农业

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供应链和农业产业链二者有着相似性，都是将

上下游企业( 客户) 有机地捆绑在一起，以核心企业
(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为轴心的产业化链条。这

种“1 + N”模式在供应链融资模式中是“核心企业
+ 中小企业”，其在农业产业链中同样适用，即“龙

头企业 + 农户”。借鉴供应链融资模式，结合农村

地区当地的特点，村镇银行可以在农业产业链融资

模式上开展信贷产品创新。
2. 村镇银行信贷产品创新的方案实施

本文根据在一些农村地区的调研，充分了解了

部分村镇银行的运行情况，以及当地农民的资金需

求，本文认为，各地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因地制宜地

开发出创新的信贷产品。在此，从畜牧业和种植业两

方面考虑信贷产品创新，并对信贷产品进行方案设计

与实施。
( 1) 畜牧养殖信贷产品。由于养殖业的疾病风

险较大，发生重大疫病的危险性较高，这在很大程

度上增加了村镇银行收回借贷的风险，村镇银行不

敢贸然对畜牧业养殖户提供借贷资金。由于固定

资产和牲畜活体不能进行抵押，因此，某些养殖户

缺乏村镇银行认可的担保，这种状况妨碍了养殖户

获得村镇银行金融扶持的机会。对于村镇银行来

说，畜牧业的贷款业务，其贷款形式也主要是担保

型贷款，担保方必须是有实力的企业或个人，但重

点还是考察第一还款人的还贷能力。村镇银行要

对申请人贷款项目的可行性报告和还贷能力进行

细致评估和充分考察后才能发放贷款。因此，对养

殖业信贷模式的创新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依据调

研区域养殖户的具体情况，结合联保贷款模式设计

了畜牧养殖信贷产品方案。
畜牧养殖信贷产品方案需要养殖专业户成立

相应的养殖合作社，养殖合作社社长应由全体社员

推选，秘书长应由村镇银行信贷员担任。村镇银行准

入群体为养殖合作社全体成员。养殖合作社需与村

镇银行合作成立养殖合作社风险基金。养殖合作社

对社员贷款承担担保责任，并向村镇银行缴存风险保

证金。产品流程如图 1 所示。具体流程如下:

①申请贷款: 养殖户向养殖合作社提交贷款申

请。②推荐: 养殖合作社对借款人( 养殖户) 的实际

情况进行内部评定，决定是否推荐。借款人的借款

需求通过养殖合作社内部评定后，养殖合作社向村

镇银行提供《养殖户借款推荐书》( 推荐书内容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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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畜牧业养殖信贷产品流程图

资料来源: 本文绘制

于借款人养殖规模、年收入、贷款用途等信息，并承

诺承担当借款人不能按时还款时的还款义务) 。③
尽职调查: 村镇银行收到养殖合作社的《养殖户借

款推荐书》后，派客户经理到借款人家里进行贷前

调查，并完成调查报告、审批表。养殖户填写《借款

申请书》( 申请书内容不限于养殖规模、年收入、贷

款用途等信息) ，并提供以下基本材料: 借款人及配

偶的有效身份证件; 借款人婚姻证明; 贷款人要求

的其他材料。最后，客户经理将整理好的贷款材料

上报审批。④缴存风险基金: 养殖户的贷款获到村

镇银行审批通过的通知后，养殖户在养殖合作社缴

存的风险基金应不低于贷款金额 10%，该笔风险基

金主要用于养殖合作社在村镇银行风险保证金的

缴存。如果该笔风险基金损失，养殖合作社成员应

按照各自占比承担风险补偿责任，并且需继续补缴

风险基金。⑤缴存风险保证金: 养殖合作社向村镇

银行缴存的风险保证金应不低于整体养殖户贷款

金额的 10%，如果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本息，

村镇银行需要扣划该笔保证金。⑥同意担保: 养殖

户向养殖合作社提出贷款申请，养殖合作社对借款

人( 养殖户) 的实际情况进行内部评定，同意推荐

后，并同意为借款人提供担保。⑦提供担保: 养殖

合作社为借款人提供担保。⑧签订贷款合同并放

款: 村镇银行核实养殖合作社缴存的风险保证金是

否超限，在无问题的情况下，与借款人签订借款合

同，由养殖合作社承担担保责任。
通过自愿方式组建的养殖合作社主要用于借

款群体的内部控制，以相互承担责任为纽带，社员

间能做到相互监督，避免了由于借款人道德风险和

逆向选择行为导致的贷款损失。建立风险保证金，

可以有效控制单一借款违约的行为，从而避免了
“羊群效应”产生的风险。由于农村地区金融支持

力度与畜牧业养殖发展规模不相匹配，严重制约着

现代畜牧业养殖的快速发展。该信贷产品在支持
“三农”发展、帮助农村养殖业大力发展方面起到积

极作用。村镇银行在进行信贷产品创新的同时，也

为其自身带来了一定的声誉收益，扩大了自身的知

名度，将更有利于村镇银行更好更快地发展，深耕

农村，改善农村金融环境，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的顺利推进。
( 2) “农超对接”信贷产品。“农超对接”模式

是建立在农户和商家之间的货物直接输送通道，农

户可以与城市中的超市和便民店进行农产品供应

的无缝连接，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农产品可直接进

入消费市场，供消费者选购。由于农产品的供应充

足，运输渠道固定，所以，“农超对接”的产品价格波

动较小。超市掌握着实时的市场需求信息，“农超

对接”的开展可以对局部地区农作物的种植进行调

控。农村地区目前开展“农超对接”模式存在的主

要问题在于农户要想建设现代化的蔬菜种植基地，

但缺乏相应的资金支持。在缺乏抵押物的情况下，

农户或合作社融资困难，融资渠道堵塞。为此，本

文根据调研区域种植户具体情况，结合农业供应链

融资模式，设计“农超对接”信贷产品方案，以期解

决种植户融资难问题。
“农超对接”信贷产品以种植合作社为核心构

建信贷产品，超市为利益协助方，信贷产品流程如

图 2 所示。具体流程如下:

图 2 “农超对接”模式信贷产品流程图

资料来源: 本文绘制

① 种植 合 作 社 与 超 市 签 订《蔬 菜 采 购 意 向

书》，意向书明确注明种植合作社以优先满足超市

蔬菜需求为前提，超市为其垫付大棚建设费用，待

大棚建设完成后，种植合作社将以大棚使用权为质

押物获取的银行贷款偿还超市垫付款。②种植合

作社在超市垫付款后，凭签订的《蔬菜采购意向书》
向村镇银行申请贷款用于偿还超市的垫付款，该笔

贷款以未来建设完成的蔬菜大棚的使用权为质押

物，以大棚租金为主要还款来源，村镇银行派客户

经理尽职调查，如果属实，就与种植合作社签订《贷

款意向协议书》，该意向协议注明待大棚建成时，经

村镇银行调查属实后，同意为其提供贷款。③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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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用超市垫付的资金在合作社所有的土地上

建构大棚。④大棚建设完成后，种植合作社携《贷

款意向协议书》到村镇银行办理贷款，村镇银行客

户经理对项目尽职调查，组织贷款材料，上报总行

审批。总行审批决定是否放款。⑤种植合作社将

获取的村镇银行贷款偿还超市垫付的资金。⑥种

植合作社与种植户签订《大棚租赁协议》。⑦种植

合作社与种植户签订《蔬菜采购协议》。
该信贷产品为农村地区种植户解决了构建蔬

菜大棚缺乏资金支持的难题。种植合作社通过从

村委会、农户等土地所有者手中租赁土地，获取土

地的使用权，并将土地的使用权作为质押物向村镇

银行申请贷款，有效地化解了农户贷款缺乏担保物

的风险，提高了贷款的安全保障。种植合作社将建

造完的蔬菜大棚的使用权作为质押物向银行申请贷

款，丰富了村镇银行贷款的担保物品种，进一步增强

了贷款的保障。以合作社作为借款主体，有效地防范

了由于单一农户申请大棚建造贷款金额小、贷户数量

多而分散导致的客户经理贷前调查工作和贷后管理

工作的繁琐，进而引起不同程度的信息不对称的风

险。通过“农超对接”模式的建立，为蔬菜种植户提

供了产销衔接平台，解决了农户或种植合作社由于不

能及时了解市场需求变化而导致的蔬菜产品滞销的

问题，使农户或种植合作社的蔬菜产品的销售得到了

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种植合作社的还款来源。
因此，本信贷产品在支持“三农”发展、大力发展农村

地区蔬菜种植业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分析村镇银行业务经营的发展状况，

结合以畜牧养殖为主和以种植为主地区的农户资

金需求情况，基于畜牧业和种植业两方面考虑信贷

产品创新，依据联保贷款和农业供应链融资两种信

贷模式，提出以养殖合作社为核心的畜牧业信贷产

品和以“农超对接”产业链为依托的种植业信贷产

品，使资金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得到了最佳匹配，

为服务“三农”提出了更多的行动方案。村镇银行

是扎根于农村地区的银行，要在充分熟悉农村市场

环境的基础上，选择适宜的信贷创新模式，为客户

提供定制化的信贷产品和服务。通过村镇银行的

信贷产品创新，有效地适应和满足当地客户的信贷

需求，合理地疏通农村资金借贷渠道，更好地改进

和加强对农村的金融服务，促进农村整体金融功能

的有效发挥，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我国农村人口所占比重较大，城乡区域之间发

展不平衡，“三农”问题自始至终受到党和政府的高

度重视，经济“新常态”给农村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更

大挑战。在村镇银行通过信贷产品创新，加强对农村

地区的金融服务的同时，国家还要加大政策的扶持力

度，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加快其信贷产品

创新的步伐。为此，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 强化内部的风险管理

健全的内部风险管理是村镇银行实现稳健、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新常态”的要义之一。村镇

银行应该在创新信贷产品的同时，制定出一套适合

自身所处环境的风险控制体系，防范一系列金融风

险的发生。要建立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对贷款实施全

流程管理，规范贷款审批流程和贷后调查的程序，做

好贷款的追踪工作，及时了解贷款客户的生产经营情

况，灵活掌握还款方式，尽量降低坏账发生的可能性。
加强风险防控措施，对贷款调查做足工作。调查人员

对农户信息收集要翔实，建立完整真实的经济档案，

依照相应标准，并进行信用评级。完善贷款信用评级

制度，对于审核环节，要严格地控制权限，所有人员不

得越权放款，同时，要对审批结果进行实时检查，并定

期抽查款项的使用用途是否符合规定。认真落实信

贷责任制，将贷后管理制度落实到个人。建立一套科

学的、实用的、完善的农户小额贷款贷后管理工作，将

贷款收回情况定为考核目标。
2. 加大政策的扶持力度

村镇银行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业性金融机

构，由于资本的趋利性，如果没有国家政策的引导，这

些资本很容易流向营利性高的中小企业项目，从而使

其发展偏离了最初的市场定位。政府应在税收、贴息

等方面给予村镇银行相应的优惠政策，引导村镇银行

信贷产品创新的方向。在当前农村资金供给不足的

情况下，为促进村镇银行的发展，应给予免征所得税

和减免营业税的优惠政策，减轻村镇银行在开办初期

的经营成本，加速其发展。财政部门应给予一部分信

贷补贴，要根据业务类别采取差别化的贴息政策，增

加涉农资金的有效供给。对村镇银行发放的农户贷

款或其他涉农贷款提供的一定的财政贴息，引导其业

务向服务“三农”的方向发展。
3. 完善农村的信贷担保机制

农村信贷担保机制的完善，可以减少村镇银行

的信贷风险，提高其信贷资产质量。由于农村信用

中介机构的匮乏，加上农村地区保险制度不完善，

导致农村地区的信用担保业务发展滞后，严重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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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村镇银行信贷产品的创新。政府要加大对农村

信用担保体系的建设，鼓励政府出资的各类信用担

保机构深入农村地区，拓展符合农村特点的担保业

务。可以采取由政府牵头出资、农民参股，建立专

业化的信用担保机构，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服务于

农民。鼓励有条件的专业合作社、涉农企业和协会

组织创办对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担保公司，建立

完善农村担保体系。探索合适的担保机制，扩大农

村抵押品范围，建立公开透明的不动产抵押登记和

交易制度。
4. 促进农业保险的迅速发展

无论是种植业还是养殖业，受外界因素的制约

都比较大，抗风险能力差。由于农业保险在农村地

区同样缺失，使得村镇银行承担了大量农业生产风

险。由于农业生产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性，导致村镇银行在办理农业贷款时，采取保守的

措施，从而造成了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发展农业保

险，不仅能降低农业生产的风险性，保障农民收入

的稳定，还会使农民的还款能力得到有效提高，扩

大承担风险的主体，将原本由村镇银行承担的风险

转移到村镇银行和农业保险公司共同承担，以降低

损失。农业保险机构应尽量扩大保险范围，增加保险

品种，为现代农业提供一个可靠的安全保障。鉴于农

村保险对农村经济的巨大功效，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

农业保险体系，为村镇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提供转移

风险的有效途径，提高其信贷创新的积极性。
面对经济“新常态”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村镇银

行必须主动适应、融入“新常态”。以客户为中心，

坚持信贷产品创新，满足其多元化的资金需求，是

村镇银行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我国农业发展

进入新的阶段，现代农业规模经营需要金融的支

持。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村镇银行要进一步以

服务“三农”为中心，通过信贷产品创新，为农村生

产生活提供适宜的金融服务，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和

水平，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为经济的持续稳

定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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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entering“New Normal”track，demand structures of“agricul-
ture，countryside and farmers”have had great changes，issues concerning them are entering new developing sta-
ges. Ｒural banks are the main force of the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it is a new pattern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hich serves for th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t is sai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banks not only have effects on
its own operating performance but also affec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areas，
so as the level of peasant's welfare. The strength of supporting farmers would not have been sufficient enough due to
the rural banks just developed in recent years. Countering the fact that the species of credit products is insufficient，
single and lack of innovation，so that it cannot fit the credit requirement in rural areas. Through credit products inno-
vation，rural banks can reinforce the power of helping and supporting farmers，and satisfy diversified fund demand in
the development of“agriculture，countryside and farmers”.

Basing on overall illustration of current developing situations of Chinese rural banks，it is found that the credit
products innovation in rural banks have the following problems，such as lack of depth and breadth on credit products
innovation，little awareness of credit products innovation about agricultural and the weaker ability to control risks of
credit products innovation. The progress of rural banks’business need to adjust rural areas and innovate its own
credit products then adapt the economic progress and transformation of credit requirement in rural areas.

Ｒural banks should change their management philosophy，while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customers' financial
needs in their own regions，to provide quality service and differentiate their strategies through operation，in order to
avoid homogenization and enhanc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n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 the financial needs of
local communiti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ocal industry，Ｒural banks can design the credit products by looking for
suitable loan modes and make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financial services. On the meth-
ods of credit products innovation，it puts forward two patterns-joint guarantee credit and rural supply chain finan-
cing，and it also gives scheme implementations of credit products innovation from two aspects: livestock husbandry
and crop farming.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China's rural bank credit products，in the first place，rural banks must
strengthen the internal risk management. Ｒural banks should develop a risk control system，which suitable for their
own environmental，to prevent a series of financial risks. Furthermore，the state should adopt a range of preferential
policies and increase efforts，which guide the direction of the credit products innovation，to support rural banks，by
adjusting taxes，public expenditure or interest rates. In addition，to improve the rural credit guarantee mechanism，

the government ought to ramp up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redit guarantee system，encourage various credit guaran-
tee institutions which the government funded into rural areas and expand the guarantee busines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areas. Last but not least，it is important to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Agricultural insurance can not only reduce the risk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but also ensure the stability
of the income of the farmers. Partial risk of rural banks will be transferred to the agricultural insurance companies，
so as to reduce losses. All above produce a good financial environment for credit products innovation in rural banks
of China rein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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