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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农再贷款是人民银行1999年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时期推出的一项重要货币政策工具，其政策效应是支
持农村信用社信贷经营，引导农村信用社增加农户贷款，进而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促进农村经济发
展。1999年以来，人民银行对云南省共计下达支农再贷款限额53.3亿元，累计发放支农再贷款228.58
亿元，用于支持云南省农村信用社发放农户贷款。该项政策在云南省实施10年来使农村信用社的发展
壮大收到了显著成效，对引导扩大涉农信贷投放，促进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随
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村信用社资金实力的增强，支农再贷款的政策效应也随之发生了不同的变
化。 
一、云南省支农再贷款政策效应的变化情况 
（一）人民银行支持力度逐年加大，支农再贷款限额逐年增加 
云南省从1999年使用支农再贷款以来，人民银行一直在不断地加大该项政策的支持力度。1999年-2003
年，云南省支农再贷款限额从3.93亿元增加到30.25亿元，增长了6.7倍，解决了农村信用社日常清算
头寸不足和季节性资金需求的矛盾，引导农村信用社信贷投向，促进信贷结构调整，增加农户贷款。2
004年以后，虽然随着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壮大，对支农再贷款的依赖逐年减弱，但是人民银行仍然保持
货币政策工具发挥的连续性，继续增加支农再贷款资金，特别是针对这一时期云南频发灾害，人民银
行总是及时增加限额，力求使灾区农村信用社尽早走出困难，帮助辖区“三农”的受灾程度降到最
低。截至2008年末，支农再贷款限额达到53.3亿元，比初始时期的限额增长了13.56倍。 
（二）支农再贷款的引导作用发挥充分，使用量呈先增后降的趋势 
1999-2003年，支农再贷款引导云南省农村信用社加大信贷支农力度，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的政策效应
发挥充分。这一期间，云南省的支农再贷款投放规模迅速扩大，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累计投放支农再
贷款184.57亿元，占10年来投放总量的80.75%；余额从1999年末的2.85亿元快速增加到2003年末的2
0.12亿元，达到历史最高规模。支农再贷款成为农村信用社支农信贷资金的重要来源，农村信用社借
入支农再贷款占其累放农业贷款的年均占比达26.24%。 
2004年以后，农村信用社自筹资金能力不断增强，对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的依赖性逐年减弱。支农再
贷款余额从2003年末的20.12亿元逐渐减少到2008年末的1.77亿元。农村信用社借入支农再贷款占其累
放农业贷款的年均占比也下降为5.45%，与前期相比，下降了20.79个百分点。 
（三）人民银行对支农再贷款政策作了适当调整，以便更有效地发挥扩大“三农”信贷投放，改善农
村金融服务的政策效应 
2009年，为了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更有效发挥支农再贷款政策的
引导作用，人民银行对支农再贷款的对象和用途做了适当调整：发放对象由农村信用社扩大到设立在
县域和村镇的存款类金融机构法人，用途由仅用于发放农户贷款扩大到可用于发放农户贷款和其他涉
农贷款。政策调整后的9个月以来，支农再贷款的使用量呈逐越上升的态势。主要表现为：一是余额增
加。9月末，云南省支农再贷款余额4.85亿元，同比增长1.64倍。二是累计发生额增加。1-9月累计发
放支农再贷款4.94亿元，同比增长49.7%。三是支农再贷款额度使用率下降。9月末，支农再贷款额度
使用率为9.1%，同比增长1.64倍。 
二、云南省支农再贷款政策效应的变化情况分析 
支农再贷款在云南省运作10年来，从整体上看，特别是近几年，其政策效应处于逐年弱化的趋势。即
便在人民银行对此政策做了适当调整后，从使用量上来看运用也不充分，经过我们的调查分析，主要
原因有： 
（一）通过人民银行专项央行票据资金支持，农村信用社资金实力增强，减少了对支农再贷款的依赖 
支农再贷款业务开办初期，主要针对农业投入旺季部分信用社资金不足的情况给予流动性支持。2005
年，人民银行采用央行票据对农村信用社改革进行支持，帮助其消化历史包袱，调动其转换经营机
制、深化改革的积极性。云南省共发行专项央行票据资金16亿元，目前已兑付资金97%。经过四年多的
努力，农村信用社经营状况明显改善，资金实力显著增强。一是农村信用社资本实力增强。在支农再
贷款政策和央行票据资金的支持下，农村信用社大力扩充资本，资本充足率逐年上升，到9月末已达到
14.25%。二是农村信用社的财务状况实现根本好转，赢利逐年上升。2004年云南省农村信用社仅实现
利润0.86亿元，到2008年实现利润已达15.22亿元，增长了16.7倍，且全部亏损挂账弥补完毕。信用社
实力的增强使得大部分县级信用社有能力满足农业投入旺季的资金需求，对再贷款的依赖明显下降。 
（二）农村信用社自筹资金能力不断增强，闲置资金迅速累积，减少了对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的需求 
首先是存款市场份额不断增加，随着几大国有银行在县域以下收缩机构，农村信用社的网点优势得到
增强，推动存款业务成倍增长。截至2009年9月末，全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存款余额1781亿元，比2004
年末增长了2.23倍，年均增速达26.45%。此外，省级联社将辖内各县级联社的闲置资金汇聚起来统筹
配置，提高了资金的运用效率。截至2009年9月末，全省农村信用社资金备付率13.9%，县级联社上存
省联社款项303亿元，然而省联社调剂资金业务的笔数仅有23笔，金额10亿元，仅占上存款项的3.3%。
资金总体比较宽裕，也就从主观上减少对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的需求。 
（三）支农再贷款政策调整后，政策发挥作用还有一个滞后期 
今年初人民银行调整了支农再贷款政策，无论从对象上、用途上都放宽了条件，但从总量上看在我省
政策效果不明显，这和当前的经济金融形势密切相关。一方面，在现阶段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整体宏
观经济发展放慢，我省农村经济发展相对平稳，涉农信贷需求不会在短时间内快速上升，对支农再贷
款政策的消化需要一段时期；另一方面，农村信用社“立足三农、面向三农”转换经营机制仍有待深
入，经营模式与大银行趋同，未能充分挖掘三农对金融信贷产品的需求。因而，在自有资金充裕的条
件下，对再贷款政策的反应不够灵敏，未能充分利用政策调整的有利时机，将涉农资金的需求与人民
银行支农再贷款的供给链接起来。 
三、政策建议 
（一）适当调整支农再贷款政策，进一步加大支持“三农”的力度 
一是实行有差别的浮动利率政策。本着满足农村金融服务需求，让农村和农民得到更实惠的金融服务
的原则，人民银行应实行有差别的支农再贷款利率。对支持农户从事传统的种养殖业、子女助学等的
支农再贷款利率应下浮，对在农业产业化建设中起带头作用的农业企业法人、农村合作组织等使用支



农再贷款利率可根据具体情况上浮或不浮。二是灵活规定支农再贷款的期限。虽然现行的支农再贷款
政策规定可以申请展期，单展期需要层层审批，操作起来较为烦琐。应根据农业生产周期和需求时间
为依据来确定支农再贷款期限，使支农再贷款更加符合“三农”发展的客观需求。 
（二）政府出台政策措施，建立健全涉农贷款的风险补偿分担机制 
一是发挥中央和地方财政的作用，通过财政贴息方式支持确实需要又无法保证利息收入的涉农贷款，
引导信贷资金更多地投向“三农”领域。二是建立支农信贷风险分担机制，由财政出资建立农业信贷
风险基金，对涉农贷款损失经核实后实行比例分担，增加农村信用社发放涉农贷款的积极性。三是加
快发展农业保险，针对涉农贷款的风险较大的现实，对涉农贷款进行投保，这样既拓展了保险公司的
服务领域又减少了涉农贷款的风险损失。 
（三）农村信用社要调整信贷工作思路，努力发掘和满足“三农”发展的资金需求 
尽管农村信用社事实上成为农村金融服务的主力军，但在贷款管理模式上与大银行趋同，针对农村金
融需求的特点开展的产品、服务创新不够，农户和涉农企业的贷款需求没有被充分地挖掘和满足，金
融抑制现象仍不同程度存在。农信社应该在满足农户小额信贷需求的同时，围绕产业升级、消费升
级，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化、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村消费、
农民工返乡创业等的扶持力度，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培育信贷需求，充分利用自有资金和再贷
款政策，达到政策性金融与合作性金融的密切协作，最大限度地发挥支农再贷款的政策效应和使用效
益。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货币信贷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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