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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浅谈呈贡县农信社的改革成效及存在问题 【字体：大 中 小】

作者：[王 梅] 来源：[本站] 浏览：[] 评论：[] 

农村信用社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和联系广大农民的金融纽带。近
年来，呈贡县农村信用社在当地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督指导和地方政府的关心支持下，认真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有关方针政策，坚持为“三农”服务的宗旨，不断改进信贷服务，增加支农投入，在促进
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同时由于产权不明
晰、内控制度不健全、经营管理不规范、风险防范不到位等因素使信用社经营一度陷入困境，举步维
艰。2002年末全县信用社有法人机构8个，全部为资不抵债信用社，资不抵债金额高达7147万元，不良
贷款率30.19%，资本充足率为－0.17%。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改进农村金融服务，关系到农村信用社
的稳定健康发展，事关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大局。2005年3月呈贡县农村信用社作为云南
省首批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资金支持对象，通过考核，于6月2日获准认购了3573.5万元的专项中央银
行票据。3年来农村信用社改革情况如何？取得何种成效？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对呈贡县农村信用社进
行了调查。 
一、农村信用社改革基本情况 
呈贡县农村信用社改革要按照“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担风险”的要求，建立完善法人
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依法合规开展业务经营活动，采取有效措施，转换经营机制，加强内部管理，
不断改善经营状况，提高服务水平。 
（一）法人治理初步完善，建立了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衡的运行机制 
2005年12月29日呈贡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统一法人正式挂牌开业，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明晰了产权关
系，并按照现代金融企业制度要求，组建了一个新型的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衡的社员代表大会、
理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三会一层”法人治理结构，形成了一套激励、约束相结合的经营
管理机制。自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召开以来，已先后于2005年、2006年、2007年召开社员代表大会3
次、理事会7次、监事会7次，主任办公会及社务会96次。统一法人后，呈贡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对斗
南、吴家营等七个信用社和古城、新村等30个营业机构的经营和管理，依法实施授权，规范信用社经
营行为。 
（二）强化了内控管理，不断提高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能力 
统一法人改革后，呈贡县农村信用社根据《章程》和业务发展要求，修订、完善内控规章制度98项，
保证了各项业务在制度的约束、控制下进行，内控管理和风险防范能力明显增强。在内控制度的建立
和实施上，重点突出在五个方面：一是实施风险防范和责权利相统一的信贷业务管理制度，重点实行
信贷授权、授信管理制度、贷款定价制度、信贷资产风险分类管理、不良贷款责任追究制度，加强信
贷管理，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二是进一步完善了财务管理，实施了与业务发展速度相适应的成本费用
控制制度；三是人力资源管理逐步规范，人才计划实施有效；四是建立起了完备的稽核保障制度；五
是建立了信息披露制度，强化外部约束，提高经营透明度。 
（三）中央银行专项票据帮助农村信用社摆脱历史包袱，提高了资金实力 
2005年3月呈贡县农村信用社作为云南省首批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资金支持对象，通过考核，于6月2日
获准认购了3573.5万元的专项中央银行票据。转项中央银行票据发行为呈贡县农村信用社置换不良贷
款2803.6万元，使信用社不良贷款率下降19.54个百分点；弥补历年挂账亏损769.9万元，使农村信用
资本充足率提高4.98个百分点。经营状况得到了历史性好转，为呈贡县农村信用社的健康、稳定、持
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经过两年的监测考核，2007年9月6日呈贡县农村信用社认购的3573.5万元央
行票据实现兑付，增强了农村信用社的资金实力，对加大“三农”服务、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 
（四）地方政府承诺的扶持政策得到落实 
中央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为农村信用社积极争取地方政府的扶持奠定了坚实基础，呈贡县人民政府按
照有关规定，制定和落实了一系列支持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的扶持政策。一是落实了财政部门对1994
－1997年间保值储蓄贴补息补助政策，获得保值贴补息补偿资金4.51万元，信用社社全部转入一般准
备，用于增加资本金；二是落实了税收优惠政策，2004年至2007年享受营业税及附加税收优惠656万
元、所得税免征1735万元，该项资金信用社社全部用于增加资本金；三是帮助信用社清收机关事业单
位及国家公职人员拖欠贷款728万元；四是县政府拨付资金支持农村信用社改革，2005年至2007年三年
间共拨给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财政补助资金50万元。 
二、改革成效 
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以服务农业、农村和农民为宗旨，把信用社逐步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
类经济组织入股，为农民、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更好地支持农村经济结
构调整，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呈贡县农村信用社通过改革取得如下成果： 
（一）股本金增加较快，资本充足率提高，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按照《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向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入股的若干意见》（银监发[2004]23号）
的文件精神，为扩大股金，增加资本净额，呈贡县农村信用社在规范原股本金的基础上，先后于2005
年、2006年两次增资扩股，2007年末信用社股金余额4940万元，分别较2002年末、2005年末增加4603
万元、3685万元，分别增长501.41%、293.62%。随着资本金额大幅增加，资本充足率明显提高，2005
年至2008年9月末资本充足率分别达到了4.74%、9.34%、8.17%、9.74%。通过采取多种措施，信用社的
资本充足率稳步提高，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二）不良贷款余额和占比逐年下降，资产质量明显改善 
2005年6月获准认购3573.5万元央行票据后，为保障央行票据按时兑付，呈贡县农村信用社加强了对新
增贷款的风险控制，强化贷款“三查”制度，不断加大清收盘活不良贷款的工作力度，健全清收机
制，采取多种措施手段实施不良清收盘活工作，实现了不良贷款余额和占比逐年持续双降。截至2008
年9月末，不良贷款余额为10,975万元，较2002年末减少3276万元；不良贷款占比为3.9%，较2002年末
下降26.29个百分点，降幅为87.08%。 
（三）经营环境逐步改善，盈利水平逐年提高 
呈贡县农村信用社社自获准认购专项票据以来，严格按照兑付考核的相关要求，建立完善了决策、执
行、监督相互制衡的法人治理机构，不断整章建制，加强内部管理，有效提高了经营管理能力。三年
来，实现存贷业务快速发展，经营效益明显提高的良好局面。自2002年末到2008年9月末，存、贷款实
现跨越式增长，分别由65,977万元、47,198万元增长到389,548万元、281,439万元，分别增长了5.9倍
和5.96倍；经营效益大幅度增长。各项业务收入和账面利润分别由3297万元、24万元增长到2007年度
的15,931万元、1616万元，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明显增强。 
（四）农村金融主力军地位不断巩固 
2002年末～2008年9月末，呈贡县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余额由19,880万元增至137,073万元，增加了11
7,093万元，增长了586.05%；分别占贷款总额的42.12%和48.7%。2005、2006、2007年、2008年9月末
农业贷款余额分别达到了36,343万元、40,358万元、110,806万元和137,073万元，农户贷款余额分别
达到21,501万元、29,710万元、43,653万元和49,035万元，支农贷款投入逐年增加。至2008年9月末，
我社贷款余额为281,439万元，贷款较年初增加72,052万元，占全县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投放总量的9
6%；其中，全县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增加26,267万元，新增占比36.46%，贷款规模、支农资金投放规
模均居全县金融机构首位。在支农服务中信用社做到与时俱进，根据农户发展需求，适时创新业务品
种和服务方式、手段，切实解决农户的后顾之忧，实现了农村信用社支持农民，广大农民信赖和拥护
农村信用社的鱼水之情。探索出一条依靠支农实现农民增收，农村信用社发展的双赢之路。 
三、存在问题 
（一）法人治理机制还不够健全 
尽避呈贡县农村信用社按要求建立的“三会”制度，但在实际运作中难以充分体现“三会”的民主管
理功能，“三会一层”架构流于形式，表现在一是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社员代表大会无决策和监督能
力，县农村信用社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仍由省联社提名，省联社对县联社拥有经营管理的权利；二是
监事会很难做到独立于本社利益之外，难以对经营管理层极其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监督。 
（二）股权结构单一，股金稳定性不强 
表现在一是只有资格股、无投资股；二是自然人股多，法人股少。呈贡县农村信用社目前股本金额494
0万元，全部为资格股，其中法人股1183万元，占总股金总额的23.94% 。 
（三）结算渠道单一，结算周期过长，影响了信用社的发展后劲 
中央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逐步实施后各省、市先后组建了自己的省、市联社，区域范围内资金结算逐
步得到缓解，但更大范围资金结算仍存在缺陷，竞争力弱于商业银行。 
四、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法人治理，完善“三会一层”治理制度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是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核心工作之一，是改革试点工作取得实际工作成效的标
志，也是实现“增强服务功能”目标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农村信用社应进一步完善“三会一层”制
度，切实按照“三会”规程运作，切实履行职责，真正构筑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制衡、科学
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二）完善股权结构，增强股金稳定性 
根据《关于规范向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入股的若干意见》（银监发[2004]23号）文件中关于资格股满足
规定条件可以退股，而资格股则可以转让，不得退股的规定，信用社规范后首次入股（全部是资格
股）期限已满三年，如社员（股东）提出申请就要退给，这势必影响到信用社股金的稳定。建议信用
社进一步完善股权结构，增加投资股，适当提高法人股占股金总额比例。 
（三）农村信用社要坚持服务“三农”的宗旨，在发展中不断壮大 
农村金融改革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通过改革，夯实内力，不断改善金融服务，进一步增强支农实力。为
此，农村信用社必须坚持服务“三农”不动摇，主动发挥自身资金实力、点多面广的优势，积极进行
金融创新，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以应对新区建设，失地农民不断增加，小额信贷需求逐渐减少的发展
局面。 
（四）加强专项中央银行票据兑付后的后续监测考核工作 
首先要密切监测各项经营指标的改善状况；其次是密切监测经营机制转换的状况。以此进一步督促农
村信用社改善经营机制，为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呈贡县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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