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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农

民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多，但真正扎根农村社区的金融机构

甚少，广大农民求贷无门，农民贷款难问题突出，而一些扰乱

农村金融秩序的非法金融活动（高利贷等）乘虚而入，使得农

村金融问题成为制约农民增收、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

2005年中央 1号文件明确提出：“培育竞争性的农村金

融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建立更加贴近农民和农村需

要、自然人或企业发起的小额信贷组织”。2006年中央 1号文

件又进一步指出：“大力培育由自然人、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发

起的小额信贷组织，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管理办法，引导农户

开展资金互助组织。”正是在这些政策的引导下，许文盛社长配

合中国社科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设计、依托濮阳市农村贷款

互助合作社（简称“助贷社”）试验，在河南濮阳创建了新型的

农村合作社模式，探索出了适合农村小额信贷的“濮阳模式”。

一、濮阳市农村贷款互助合作社基本情况

助贷社是中国社科院与濮阳市政府共同核准成立的法人

单位，是中国社科院小额信贷试验基地，主要集中在濮阳县、

清丰县和濮阳市区，由社科院和濮阳市供销社共同主管。助贷

社自 2004年 12月开始筹建，2006年 7月注册成立，注册资

金 60万元，以引资助农为目的，面向中低收入家庭、小企业主

等弱势群体，专注办理小额贷款，并逐步形成了“总社+分社+

互助中心”的组织框架，现有清丰分社、东关分社、柳屯分社、

五星分社、文留分社、王助分社等 6个分社，595个村互助中

心，社员 13 000户，成为国内最大的小额信贷试验区。

经过五年多的试验，助贷社创造了农村金融实践的一个

神话，各项资产总额达到 1.3亿元，累计发放贷款 4.28亿元，

现有原始股一千五百多万元（一些坚信互助金融理念的仁人

志士自愿长期投资助贷社，用于机构启动与村银行孵化，承担

发展的所有风险，称作“原始股”）。原始股、资格股和投资股三

项合计一亿一千万元。其中资格股一般一千元至两万元，村民

入股就可以取得村互助中心股东和助贷社社员双重资格，资

格股收益率最低为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投资股至少一万

元，无上限，有一定积蓄的富裕农民投资认购投资股，既能帮

助贫困者，挣贷款利息，又不承担任何风险。

从下表可知，助贷社从 2006年底到 2010年底总资产累

计扩张 150.3倍；贷款笔数累计扩张 11.44倍，贷款平均余额累

计增长 444.87倍，每笔贷款额度从 2006年的 0.2万元增长到

2010年的 6.6 万元，2006 年、2007 年还款率都为 100%，2008

年、2009年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仍然保持了比较高的还款率，

分别为 99.1%和 99.9%，2010年还款率恢复至 100%；助贷社从

2008年底开始进入财务盈余期，到 2010年底累计盈利 330.4

万元。可见，助贷社在保持快速增长的基础上，有利于缓解部

分乡村的贷款需求，取得了“贷款不用催收”的理想效果。

二、助贷社快速发展的原因

1. 助贷社稳步发展的原动力———制度创新。如前所述，

助贷社保持了快速的发展势头和高还款率，具有顽强的生命

力，这离不开助贷社的制度创新，主要包括自下而上的三级组

织结构和信贷风险防范机制以及四大平台助农增收机制。

（1）自下而上的三级组织结构。助贷社基本形成了总社

（市区）+分社（乡镇或县域）+村互助中心（村落）的三级组织

结构，各负其责，互相监督。助贷社注重对农民精英的发掘，采

用互助方法组织农民按村落组建自己的银行，共建一个利益

共同体，入社即为股东，社员 10户以上就可成立村互助中心。

村互助中心吸收村民入股，村民可以得到“股一贷五”的贷款

额度，入社村民作为互助中心的主人，具有监管权，申请贷款

者必须获得其他社员对其人品、信用、经营能力等方面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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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从而调动了村民参与助贷社的积极性。

（2）信贷风险防范机制。助贷社几年来始终保持 99%以上

的还款率，主要原因是助贷社有一套高质量的信贷风险防范

机制，包括连保、流动银行（客户经理在乡间流动办公）、贷款

的全程控制、激励机制（社员晋级或降级）等。助贷社风险控制

流程为：淤贷前村互助中心和信贷组对借款人的人品、信誉、

实力把关，并根据调查情况设计风险控制模式，对借款人提供

的担保对象展开调查；于多方签订贷款手续，严防贷款手续弄

虚作假；盂信贷组负责审查借款手续，确保其真实性，分社长

审批借款申请，并向总社报备，总社报备批准后放款；榆贷后

跟踪借款人和保证人的守信行为；虞及时处理拖欠行为；愚贷

后评价、存档；舆建立损失赔偿制度。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助贷

社严格控制了贷款风险。

助贷社加强了内部制约，实行所有权（社员）与经营权（客

户经理）的分离，村互助中心管人不管钱，分社管钱不管人，有

效地防范了金融机构人员腐败的滋生。助贷社正是利用人缘

和地缘建立起来的信用关系，在农村的熟人社区内解决了信

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问题，利用熟人社会的舆论压力保证了

贷款的安全性，以较低成本解决了农村金融市场的信贷风险

问题，这正是其他银行下乡需解决的核心问题。

（3）四大平台助农增收机制。通过引资助农、团购团销、生

产互助、科技文化合作四大平台助农增收，其中引资助农和团

购团销是开展比较多的业务。助贷社代表社员和经销商或厂

家洽谈生意，进行种子、化肥等农资团购团销，为农民节支增

收，仅团购给社员带来直接经济收益 345万元。

2. 助贷社快速发展的助推器———差别利率。利率是进行

客户筛选的工具，助贷社根据社科院设置的利率，突出贷款的

互助性，依据贷款的品种、期限、社员等级实行差别利率，并且

非社员贷款利率总体比社员贷款利率高。从助贷社快速的发

展势头和近 100%的还款率来看，助贷社的利率措施起到了筛

选优质客户和为助贷社创造利润的作用。

三、助贷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 法律地位不明晰影响其发展壮大。目前国家相关部门

认可的农村基层金融机构有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

助社和小额信贷公司等四类，而助贷社作为社科院小额信贷

试验基地，不属于这四类中的任何一类。助贷社是在民政部门

注册登记的社团法人，没有获得金融许可证，因此不能纳入银

行业监管的序列，其存在的合法性一直受到当地银监部门的

质疑，这严重影响了助贷社的社会信誉，阻碍了其发展壮大。

就像许文盛社长感叹的一样，“互助社作为国内农村金融领域

的第一批探索者、试验者，却没有享受到改革带来的成果。”

助贷社坚持“进村入户”传播模式，在发动群众方面已取

得显著成绩，互助中心社员的覆盖率达到了 10%以上。但作为

新生事物，让农民普遍接受这种金融组织还存在不少困难。

2. 金融人才稀缺与难以留住人才是制约助贷社发展的

重要因素。目前助贷社的员工中有些是社长以前的同事，有些

是高校“三农”社团出身的人，大部分员工为女性，整体素质

不高。从助贷社长远发展来看，为适应助贷社快速发展的业

务，不仅需要熟悉农村工作、具有农村实践经验的人，而且更

需要懂金融方面知识的人才。而了解得知，在其一次培训的 5

名员工中，最终仅留下 1名。究其原因，一方面助贷社的扶贫

宗旨要求其长期深入农村，能吃苦耐劳，这样的人比较少；另

一方面员工的工资偏低，并且部分员工缺乏职业规划，这样不

利于助贷社吸引人才，阻碍了其发展壮大。

3. 税收未体现“三农”问题的优惠政策。濮阳市地税局要

求助贷社缴纳“营业税、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三项 5.5%，印花

税 0.5%，所得税 25%，个人所得税 20%等”，而助贷社是为“三

农”服务的，并未得到中央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各项补贴，若在

税收上得不到优惠，则必然不利于助贷社的发展。

四、助贷社进一步发展的对策建议

1. 放宽金融市场准入制度，对有条件的非正规金融机构

颁发金融许可证。与正规金融机构相比，助贷社的金融监管出

现真空，不能获得中央对农村金融机构的专项补贴，社会信用

度偏低，渴望得到银监会认可。但由于目前国内大部分公益性

互助社不温不火，而银监会的监管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使得

银监会对助贷社持一种谨慎的态度，未将其纳入监管范围。建

议银监部门通过协调，授权当地银监办进行监管。

2. 媒体和政府加大对助贷社的宣传力度，传播互助金融

的思想和理念，提升助贷社的社会公信度，为助贷社吸收村

民、扩大组织规模奠定良好基础。

3. 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基层非正规金融机构的扶持力度，

引导其健康稳定发展。助贷社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目前正处于

发展的初级阶段，尤其需要政府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支持和

扶持。目前农村金融人才奇缺，建议相关部门组织培训，普及

金融教育，强化对农村金融人才的培养。另外，相关部门要研

究制定鼓励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可采取减免税、利息补贴等

优惠政策为助贷社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4. 贷款额度以及贷款使用范围要严格控制。助贷社的贷

款额度从最初的 5 000元发展到 30万元，最大额度扩大到

100万元，相对而言，大额度的贷款笔数少，但风险大，需加大

对大额贷款的风险防范。目前，60%的贷款用于农业，还有相

当比例的城市贷款，这与城市经济活动频繁、资金需求量大有

很大关系。助贷社创建的初衷是引资助农，因此在其发展过程

中，要坚持为农民提供服务，决不能脱离农民群众。

5. 抓住银监会发起成立“村镇银行”的机遇。村镇银行应

采取发起方式设立，应有 1家以上（含 1家）境内银行业金融

机构作为发起人，村镇银行不但可以发放贷款，还可以吸收公

众存款，因此为促进助贷社的发展壮大，可充分利用这一金融

政策，寻找发起行成立村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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