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阴

援 中旬窑 窑阴

一、农村资金互助案例介绍

为了解山东省农村资金互助情况，笔者近期到山东省沂

水县和蒙阴县进行了调查，调查情况如下：

1. 山东沂水县姚店子镇聚福源资金互助社资金互助模

式。该资金互助社经国家银监局批准，于 2008年 3月 26日开

业。股东社员 48人，其中个人 46人，小企业 2个。2008年底

股东社员发展到 60户，2009年发展到 108户，现在股东社员

为 268户，累计发放贷款 2 000多万元，截至目前没有出现一

笔坏账。

该社发放贷款的方式是“一贷两保”式，即一个贷款人贷

款需要 2个资金互助社认可的担保人（担保人可以是社员以

外的人）担保。贷款期限最长为 6个月，资金只能当做流动资

金使用，而不能用于购置固定资产。目前贷款利率水平定为

月息 1.2%。

其主要特点有：一是资金互助社非常适合农村特点。农民

开展的资金互助，信息是对称的，大家都知根知底，能够很好地

防范道德风险。二是能够彻底发扬民主。在运作过程中，每一笔

贷款都要经过社长、理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的层层签字同意，

这样能够很好地控制社长的权力。三是可以避免行政干预。由

于资金互助社是农民自己创办的，当地政府不可能通过行政

命令干预社员之间的资金互助，这样能够保证资金互助社的

独立性。四是银监局的作用明显。当地银监分局对每一笔存

贷业务进行实时监管，这样能够跟踪每一笔贷款的运行情

况，及时提示资金风险，同时当地银监分局能够协调从其他

商业银行调入的资金，帮助资金互助社补充资金缺口。

2. 山东蒙阴县旺庄果品专业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模式。

山东省蒙阴县旺庄果品专业合作社立足于当地蜜桃优势产

业，由周边 607户农民组建成立，按照绿色有机食品标准，建

设标准化生产桃园 15 000亩。为解决社员生产资金难问题，

在专业合作社内部开展资金互助。其开展的资金互助业务既

没有得到银监局的批准，也没有到工商或民政部门注册。

该社开展资金互助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春、夏、秋三

季向社员赊销化肥、果品套袋等生产资料，农资价格比市场

价格低 5%耀10%且赊销款不计利息；蜜桃秋季统一销售后，

销售款项留在合作社，不计息，年底统一结算。二是把社员的

闲余资金集中起来作为互助资金，在合作社内部调剂使用，社

员入社资金月息为 4厘，借款利息为 8厘，2010年互助资金

规模达到 300万元。同时，专业合作社还可以为社员担保，从

当地农行获得额度不超过 5万元的贷款。其运作模式见下图：

其主要特点有：一是简化农户借款手续。基于地缘、业缘、

血缘建立的资金互助，其信息是对称的，即不需要经过正规金

融机构所规定的借款程序，农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得到借款，

同时借款利率也要比当地农信社低。二是风险可控。资金互助

的对象只限于专业合作社社员，同时由于资金始终围绕蜜桃

的生产、储存、销售这一产业链封闭运转，所以风险很小。三是

增收效果明显。在农资赊销环节，合作社直接到厂家采购化

肥、农药，减少了中间环节；在产品销售环节，由专业合作社统

一销售，因为采取按标准化生产，拥有自主品牌，而且获得了

国家绿色食品认证标志，产品打入了高端市场，收购价格每斤

比市场收购价格高 0.3 耀0.5元，农户真正得到了实惠。

二、案例剖析

1. 关于资金互助的市场准入。目前，经过银监局批准，拿

到金融许可证成立资金互助社的难度非常大。截至 2011年

11月 1日，通过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的资金互助社全国只有 46

家，所以第一种模式即通过成立资金互助社开展资金互助的

模式行不通。而第二种模式，即在专业合作社内部进行资金互

助，这一模式还没有相关法律和政策的支持。在立法层面，至

今没有一部法律明确农民是否可以在专业合作社内部开展资

金互助和如何进行资金互助，大多数农户只能摸索前行。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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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资金互助作为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的代表，由于其本身具有的内生性和本土性，在农村金融市场上表现出

旺盛的生命力。发展农村资金互助不仅是解决农村长期金融供给不足的具体措施之一，更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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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层面，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授权，所以不论是地方银监分局

还是地方金融机构都对其无从监管，使得各地方开展的资金

互助良莠不齐，容易引发金融风险。

2. 关于资金互助的可持续发展。不论是哪种模式，都存

在小、弱、散的问题。由于强调资金的封闭运行，可能会出现资

金互助组织内部的资金无有效需求的情况，即出现股东社员

不需要资金，造成资金闲置的现象。同时，社员的存款还要定

期支付利息，这对资金互助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3. 关于政府在资金互助中的作用。在我国，金融方面的

改革往往强调政府主导，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进。而对于资

金互助这种农村草根金融或微型金融，政府不易强势介入。应

充分尊重农民的创新精神，合理界定市场和政府的边界，激发

市场活力和农民创新热情。

4. 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内部治理。开展资金互助，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内部治理相当关键。有些专业合作社进行的

资金互助，完全由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一人说了算，没有完善的

法人治理机构。同时，进行资金互助的业务与其他业务混同起

来，财务没有单列，这些都为资金的安全埋下隐患。

三、保障农村资金互助机构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1. 完善相关法规和健全配套政策，赋予其明确的法律地

位。2010年 3月 13日，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在其通过的《山东

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的第 44条中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

为满足成员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可以在本社内部依法开展资

金互助和信用合作，但不得对外吸收公众存款或者非法集

资。”笔者认为，出于我国农村资金互助还处于发展阶段和降

低立法成本的考虑，目前不适合颁布新的法律来进行规范，只

需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第二条增加“农民专业合作社提

供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资金互助等服务”相关

规定即可。

在操作层面，建议由银监会参照《农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

行规定》，制订《农村资金互助管理暂行规定》。在制订过程中

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将设立的门槛降低，这样可以将更多的

农村资金互助囊括进去；二是立法语言尽量简单易懂，从而具

有可操作性。

2. 明确监管主体，确保风险可控。从监管层面来看，农村

资金互助的外部监管存在盲点。从各地实践来看，资金互助规

模在几十万元到几百万元不等。如何保证资金不出问题，是亟

待解决的问题。对于由哪个部门来监管，目前有三种思路：

（1）由当地银监分局监管，因为银监局的主要职能之一就

是金融监管，而目前的资金互助本质属于金融领域的范畴，由

其监管合情合理。目前主要的困难是：监管地方上的“草根”金

融，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这就需要地方银监分局扩充人员

和编制，增加行政成本。从短期来看，这一问题很难克服。

（2）由地方农经部门监管。因为农经部门经常与农民打交

道，特别是农村专业合作社往往由当地农经部门牵头组建，所

以由地方农经部门监管更为合适。但是，笔者认为金融监管需

要专门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人才，而地方农经部门很难达到这

一要求。同时，金融监管需要诸多部门的统一协调，地方农经

部门难以担此重任。

（3）由地方金融办负责监管。农村资金互助有其显著的地

域性，其发展壮大是为当地农村经济服务，对地方政府最有

利，利益导向决定了地方政府愿意主动承担监管责任。因此由

地方政府监管更有利于统筹协调各部门联动。当地金融办作

为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之一，对该地区的农村金融的动态最

为了解，且具备专门的金融队伍，由其行使主要的监管职能是

现实可行的。

3. 依托专业合作社，健全法人治理结构。目前，有些地方

并没有依托专业合作社进行资金互助，而是直接“吸储放贷”，

这种行为应予坚决制止。20世纪 90年代农村合作基金会的

教训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农村金融，根

基是不牢固的，很难持续发展。所以必须坚持以专业合作社为

载体进行资金互助，将农业生产和资金互助融为一体。

在实际业务操作中，一笔借款的发放，从最初的业务考察

到审批，直至款项的发放，往往由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一个人

说了算，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这给资金安全带来风险。所以要

健全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使社员大会和监事会真正履行起

决策和监督的职能，将农民自己的事情办好。在财务上要对资

金互助业务单独建账，进行独立核算。

4. 加强政府引导，营造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在开

展农村资金互助的过程中，当地政府的角色尤为重要。尽管各

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方政府对地方农村金融的现状

最为了解，其发展地方农村金融的意愿也是最强烈的，是采取

强势干预的方式，或是采取积极引导的方式，地方政府应慎重

选择。

作为内生性的农村互助金融机构，其天生具有弱质性，即

不论从资金规模、人员素质、机构运作等方面都比正规金融机

构弱。所以地方政府应从以下方面对其进行扶持：一是减免税

费。农民所开展的资金互助是为其自身服务的，本身并不盈

利，如果对其征收营业税或其他税费，则会加重农民负担。二

是加强引导。针对农村资金互助，地方政府要积极调研，提出

解决问题的思路。要积极引导农民规避风险，规范运作，而不

是全盘否定或一哄而上。三是做好相关人员的业务培训工作。

考虑到农村普遍缺乏金融人才和缺少金融知识的现状，为保

证资金的安全运作，必须对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和财务人员

进行专门的业务培训。地方政府可以委托地方职业院校对相

关人员进行集中培训，以提高整个地区从业人员的素质。

【注】本文系 2011 年度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

野新型农村合作金融创新研究冶渊项目编号院J11WF62冤的阶段

性研究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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