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４１ 卷第 ２ 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浙 江 大 学 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４１ ，No ．２
Mar ．２０１１

主题栏目 ：中国“三农”问题研究 DOI ：１０ ．３７８５／j ．issn ．１００８‐９４２X ．２０１０ ．１０ ．０８１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０ １０ ０８ ［本刊网址 · 在线杂志］ ht tp ：／／www ．journals ．zju ．edu ．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２０１０ １２ ２９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０９CJY０６２）
［作者简介］ １ ．刘成玉 ，男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 ，经济学博士 ，主要从事农业与农村经济研

究 ；２ ．黎贤强 ，男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农村金融学研究 ；３ ．王焕印 ，男 ，成都农商银行龙泉

驿西河支行职员 ，主要从事农村信贷工作 。

社会资本与我国农村信贷风险控制

刘成玉１
　黎贤强１

　王焕印２

（１ ．西南财经大学 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７４ ；

２ ．成都农商银行 龙泉驿西河支行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１０４）

［摘 　要］受“三农”特点及农村现行基本经济制度的影响 ，我国农村信贷面临更大的风险 。更为严峻

的问题是 ，我国农村缺乏合规的抵押物 ，因而 ，在城市信贷体系中 ，常规的 、有效的信贷风险控制手段并不

完全适合农村信贷 。但是 ，农村社会资本同样具有经济价值 ，完全可以参与农村信贷风险控制 ，尤其是充

当抵押物 。这种设想已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运用 ，尤以小额信贷模式最为成功 。我国农村具有丰富的社

会资本和无穷的开发潜力 。因此 ，我国应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 ，重塑农村道德和信任网络 ，建立农村征信

体系 ，完善农民信用记录 ；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和服务网络 ，增强农村居民的交流能力 ；支持和规范农

村合作组织及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 ；鼓励和支持农村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农村新型社会资本的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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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apital and the Control of Rural Credit Risk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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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摧s rural credit system faces greater risk due to the current character of agriculture ，
countryside and farmer ，and the basic rural economic system ．A more serious problem is the lack
of compliance collateral in rural areas ，so regular ，effective credit risk controls in the city is not
entirely suitable for the rural credit ．However ，rural social capital has an economic value ，and can
be involved in rural credit risk control ，particularly as collateral ．This idea has been widely used
at home and abroad ，especially in the most successful micro‐finance model ．China is rich in social
capital in the rural areas and has endless development potentials ．Some recommendations ： take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as an opportunity to reshape the ethical and trust networks in the rural
areas ； build a rural credit system ； improve the credit record of farmers ； improve rural



infrastructure and service network to enhance communication skills of rural residents ； support
and standardize the rur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finance in the
rural areas ；encourage and support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create a
new type of rural social capital ．
Key words ：social capital ；compliance collateral ；rural credit risk ；micro‐finance

一 、研究背景

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 ，但现实的农村金融系统却是体系残缺 、功能弱化 、信

贷配给严重 。农村金融的这种困境与农村信贷的高风险有直接联系 。为了降低风险 ，减少损失 ，金

融机构一般采用抵押担保 、提高利率 、设置贷款条件 、降低额度等手段 。但由于农业 、农村 、农民及

当前农村经济制度的特点 ，这些常规的控制手段并不完全适合农村信贷 ，最大的障碍就是抵押担保

品缺乏 ，因此需要引入非常规控制手段 。与此同时 ，中国的农民重信用 、重关系 、重面子 、重声誉 ，这

些丰富的社会资本完全可以开发成信贷抵押和担保品 ，从而弥补农村物质性抵押担保品的不足 ，缓

解农村信贷配给 ，突破农村金融瓶颈 。这正是本文的基本切入点 。

关于农村信贷风险的来源 ，理论界基本达成了共识 ，认为农村信贷风险主要源自农业 、农村和

农民的特点 ，也与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有关 。首先 ，关于农民的行为特征 ，素有“道义小农”和“理性

小农”之争 。 但郭于华认为 ，“道义经济” （The Moral Economy ）和“理性小农” （The Rational
Peasant）都是农民理性的体现［１］１０９

；文军认为 ，当前中国农民正处在从生存理性向社会理性和经济

理性的转变过程中［２］２５
。 其次 ，关于农村社会特征 ，费孝通用 “圈层结构”

［３］３３２ 或“差序结构”
［３］３３４ ３３６来概括 。再次 ，在农业产业特征方面 ，OECD 认为 ，中国农村信贷风险主要源于农业的高风

险和低收入［４］
。最后 ，在制度方面 ，赵岩青 、何广文认为 ，信息不对称是导致农村信贷市场逆向选择

和道德风险的主要原因［５］６１
；温涛则认为 ，中国农村信贷风险从深层次来看属于体制性风险［６］６

。

关于社会资本对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影响 ，世界银行指出 ，一个国家的非正式制度 ——— “社会资

本”能对经济的高质量增长起到积极作用［７］
；Biggart 和 Castanias把社会资本引入金融交易中 ，认

为社会资本有类似于抵押品的功能［８］４７１
；在 Putnam等人看来 ，一个依赖普遍信任的社会比一个没

有信任的社会更具有效率［９］
；而 Knack和 Keefer的实证研究则证实了信任度每提高 １２ ．５个百分

点 ，年收入将增长近 １个百分点 ，信任度每提高 ７ 个百分点 ，投资占 GDP 的比重将提高 １个百分

点［１０］
。张俊生和曾亚敏的研究表明 ，在信任程度越高以及公德心越强的省份 ，居民在金融资产上

的投入比例会越高 ，所以社会资本具有显著的促进金融发展的作用［１１］４３ ４４
；林毅夫和孙希芳则指

出 ，非正规金融的合约执行主要不是依靠国家的法律体系 ，而是依靠某种民间的约束机制 ，其信息

获取也依赖于与借款人之间的地缘 、人缘关系［１２］３６
。张晓明和陈静认为 ，社会资本参与信贷风险控

制的作用机理就是使金融机构更易收集相关信息 ，通过组织内部的制度压力和社会压力提高借款

人还款概率 ，尤其是中国农村信贷市场更需要借助于社会资本降低监督 、交易成本［１３］１００
。

关于社会资本在信贷风险控制尤其是农村信贷风险控制方面的积极作用 ，国内外研究主要集

中于非正规金融和农村小额信贷 。在非正规金融方面 ，Gouldner 等认为 ，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拥

有的互惠 、信任及其他传统等社会资本维系和发展了其良好的履约机制 ；非正规金融在解决信贷过

程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方面之所以比正规金融机构更有效 ，主要应归因于其内生有效的

信息机制及特殊的信任机制［１４］１７６ １７７
。 Aryeetey 指出 ，非正规金融的履约率通常高于正规金融 ，最

重要的机制是“群体惩罚”
［１５］１０ １１

。费孝通认为 ，在农村信贷市场上 ，信任与合作成为农户和农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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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服务机构双方最优的选择 ，并形成无形抵押品 ，有效地控制了违约现象的发生［３］
。刘民权等认

为 ，非正规金融机构在信息上的便利使其能及时把握贷款按时足额归还的可能性［１６］６３
。在农村小

额信贷方面 ，Impavido 指出 ，在不存在实物担保的情况下 ，团体贷款可以有效地解决信贷配给问

题 ，因为团体中的任何成员违约都将受到所谓的“社会制裁” ，这种社会制裁起到了替代担保物的作

用［１７］２５５ ２５６
。 Hassan从社会资本角度论述了小组成员之间建立的信任与网络在农户联保小额贷款

中所起的作用［１８］２０５
。 Seibel等人的研究则认为 ，菲律宾小额信贷之所以运营良好 ，主要原因是运用

了格莱美银行（Grameen Bank）的社会资本要素［１９］１７
。 Karlan也认为是社会资本的成功运作使小

额信贷机构保持了较高的还款率［２０］F５２
。

总的看来 ，理论界已经关注到社会资本对信贷风险的控制作用 ，但研究尚不够深入和系统 ，需

进一步深入研究 。

二 、农村信贷风险的形成

农村信贷风险是指借款人不能按期归还贷款本息或逾期不归还而引起农村金融机构收益变动

的可能性 。农村信贷风险主要来自“三农”内部 ，也受到系统外因素影响 。

（一）制度与环境引发农村信贷风险

经济体制 、法律法规 、国家宏观经济状况 、借款人经营成败及是否守信等都可能引发农村信贷

风险 。在中国 ，农村土地制度缺陷是引发农村信贷风险的主要制度要素 ，因为中国实行的是城乡二

元土地制度 ，农村集体土地既不允许自由买卖 ，也不允许抵押担保 ，致使中国农村 ３８ ．５９万亿元的

土地（耕地和村庄用地）资产不能变现［２１］
，也加剧了中国农村信贷配给和信贷风险 。

（二）农业弱质产业的特点引发农村信贷风险

从自然特点看 ，农业以活的生命有机体为对象 ，生命过程具有高度不确定性 ；农产品具有鲜活

性 ，不耐储运 ，不适合充当抵押和担保品 ；农业对自然环境具有高度依赖性 ，而自然环境的变化带有

很大的不确定性 。从经济属性看 ，农业具有长周期性 ，自然变数大 ，且生产转向慢 ，适应市场能力

差 ；农产品供给弹性大 、需求弹性小 ，按“蛛网理论” ，农业生产极易出现供求失衡和价格波动 ；农民

的生产技能单一 ，农业资源的资产专用性强 ，沉淀成本和转置成本高 ，市场竞争力弱 。可见 ，农业是

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结合 ，面临着来自自然和社会经济的双重风险 ，这些风险会伴随资金流

动贯穿整个农村金融系统 。

（三）农民行为特征引发农村信贷风险

传统农业社会的信任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核心的关系网络 ，网络内成员高度信任 ，抵御风险

的能力很强 。但随着交往范围的扩大 ，信任度也随之降低 ，风险可能增加 。当今中国是一个高度流

动与变化的社会 ，外出务工使邻里甚至家庭成员天各一方 ，农民身处的是陌生的社会环境 ，因而基

于亲缘 、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传统信任网络被打破 ，需要建立新的信任网络 。身处异地的农民要建立

新的信任网络并非易事 ，缺乏信任必然加剧风险 ，而且在城市和异乡建立的信任网络根本无法和传

统的血缘型 、地缘型信任相比拟 。

（四）农村区域特征引发农村信贷风险

当前的中国农村在产业结构上自我循环和自我复制 ，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现代市场体系 ，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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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农村经济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农村交往体系的“差序格局”使得圈层扩大后信贷风险会急

剧增大 。农村居住分散 ，交通通讯条件相对较差 ，可用的信息资源有限 ，而且农贷成本相对较高 ，对

商业性金融缺乏吸引力 。分散的居住格局 ，不仅增加了村民内部的交流成本 ，也降低了交流频率 ，

致使农村借贷双方信息更加不对称 ，农村信贷面临更大的风险 。

三 、引入社会资本的农村信贷风险控制

（一）常规的风险控制方法并不完全适合农村信贷

国内外控制信贷风险的常规方法包括以下几种 ：一是利率控制 ，即根据风险的高低确定利率

水平 ；二是抵押和担保品控制 ；三是额度控制 ，即根据借款人的信用等级 、还款能力确定贷款额度 ；

四是设置贷款条件 ；五是加强贷后检查 ；六是整贷零还 ，按周期还款 ；七是法律法规约束 。

国内外控制信贷风险的方法尽管不少 ，但并不完全适合农村信贷 ，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

农业属于公益性产业 ，农民属于低收入群体 ，承受高利率的能力低 ，高利率必然打击农民的信贷需

求 ，加剧农村信贷配给 。同时 ，严格管制下的低利率又会削弱小额信贷机构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

力 。二是我国农村土地 、房屋等均不能作为抵押和担保品 ，这是造成我国农村金融瓶颈和信贷配给

的制度性原因 。三是额度控制使现代农业发展面临杯水车薪的状况 。四是贷款条件成为农户获取

贷款的拦路虎 ，按目前商业银行的贷款条件 ，大部分农户都难以获得贷款 。五是分期还款的高成本

约束 。农业贷款的额度本来就不大 ，再分散还款必然增加金融机构的收款成本 。可见 ，纯商业化的

治理手段与农村的非市场化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并不相容 ，应该引入非常规金融的治理模式 ———社

会资本治理［１３］
。

（二）引入社会资本对农村信贷进行风险控制

理论界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并不统一 。 Putnam 等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特征 ，例如网

络 、规范和信任 ，它们有助于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进行协调与合作 。通俗地讲 ，社会资本是一种网

络 ，是一种信任 ，通过这种网络与合作达到互惠的目的［９］１６７
。

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四种途径刺激经济增长 ：第一 ，较高的社会诚信水平和较强的互惠传统能

够减少交易成本 ；第二 ，在困难时期 ，社会网络通过向个体成员提供支撑源来分散风险 ，允许团体作

为统一体获得综合的较高水平的创新 ，并且避开风险 ；第三 ，社会网络有利于信息和创新在成员间

快速传播 ，减少信息不对称 ，抑制机会主义行为 ；第四 ，社会网络使成员避免对过失的害怕和“搭便

车”现象 ，进而更容易解决集体行动问题［２２］
。总之 ，社会资本能使“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更神

奇 ，“看得见的手”（政府调控）更有效 。

农村社会资本对农村的稳定与发展具有特别的意义 。首先 ，“网络”是村民参与社会事务的平

台 ，是村民 、村集体经济组织 、农村企业和地方政府沟通与交流的渠道 ，是农村有效治理的基础条

件 。 “网络”有利于加强农村社区内的凝聚力 ，有效地增强社会合作 ，还可以把社会矛盾 、社会分歧

和社会冲突消解于社会组织内部［２３］２３４ ２３５
，有利于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 。

其次 ，“信任”是联系社会成员的一种基础纽带 ，是人际交往的基本前提 ，是个人安全感和幸福

感的重要来源 ，也是社会秩序得以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 。信任的经济价值在于拓展交往的时空范

围 ，降低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 ，提高交易达成的可能性 。信任不仅是市场运转的保障 ，也是社会存

在和延续的生命底线 。福山认为 ，信任恰如润滑剂 ，能使任何一个群体或组织的运转变得更有效

率［２４］
。此外 ，信任也是一种粘合剂 、助推器和“软约束”

［２３］２３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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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规范” 是对社会成员有普遍约束力的风俗习惯 、伦理和制度等 ，在现实社会 ，一些规范

已经明确地体现在了法律和其他正式制度之中 ，而更多的规范则根植于人们的头脑 ，埋藏于人们的

心底 ，并以观念和道德的方式存在 ，且对其社会交往行为和经济活动产生实质性约束 。良好的规范

能够降低正式制度的执行成本 ，提高执行效率和执行效果 ，形成社会的整体秩序 。

社会资本控制农村信贷风险的作用机理如下 ：

（１）社会资本能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从而降低政策的执行成本 ，提高执行效率和执行效果 。

社会资本是把各种社会制度聚集在一起的粘合剂［２４］
。比如“八荣八耻”教育形成的农村新型社会

资本 ，对提高农民的信用意识 、改善农村信用环境有积极意义 。

（２）社会资本引导和规范农民行为 。中国的农民历来流动性小 ，生产生活半径窄 ，多数农民世

代定居一个地方 ，邻里乡亲之间非常熟悉 ，社会资本积淀非常深厚 。在农村 ，村民的彼此信任与合

作是维系社区运行的必要条件 。对个体农民而言 ，农村居民的为人处事如何 ，口碑声誉怎样 ，对他

获取网络内资源和发展机会至关重要 ，因而农民对于自己以及家族的声誉非常重视 ，他们会千方百

计地维护自己的信誉 。传统乡土社会中的中国农民轻不言债 ，但奉行“有借有还 ，再借不难”的格

律 ，“借钱不还”会遭到社会唾弃 。这是农村最宝贵的社会资本 ，也是防犯信贷风险 ，尤其是信用风

险 、道德风险最有力的武器 。据枟中国青年报枠报道 ，茅于轼老先生通过在山西的调查验证了农民是

最讲信用的群体［２５］
。社会资本的这种约束行为不是法律法规的具体条文 ，而是一种道德上的约束

力 ，是一种“乡土”社会 ，而非“契约”社会 。

（３）社会资本有利于降低农业的产业风险 。目前 ，中国农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靠天吃饭 ，在

强大的自然面前 ，只有合作才能生存和发展 。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 ，市场竞争归根结底是组织化

的竞争 ，农民要摆脱弱势群体的局面 ，只有组织起来 。农业的产业风险也来自工业和城市集团的政

策歧视与打压 ，农民的团结与合作能够增强谈判力和话语权 。此外 ，农业小生产和现代大市场的矛

盾加剧了农业的产业风险 ，农民的组织化提高了其进入市场 、驾驭市场的能力 。现代市场瞬息万

变 ，单个农户很难适应与把握 ，农民的组织化有利于信息传递和共享 ，而信任能够改善农业的交易

环境 ，从而降低产业风险 。

（４）社会资本有利于农村信贷区域风险的控制 。村庄之所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共同体而存在 ，

是因为居于其中的人们在历史久远的共同交往中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 ，大家都认同

这套规则 ，如果有人胆敢违背和践踏这套价值体系 ，必将遭到共同体内所有成员的唾弃和鄙视 。正

是这套看似无形的价值体系和交往准则 ，维系着村庄世世代代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丰富的社会资

本使得村庄内部的信息透明度相当高 ，一般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信贷风险的大小一般能准确

地度量和预测 ，这也是民间借贷活跃的主要原因 ，而信任是农村民间金融产生的根基［２６］８０
。另一方

面 ，农村社会资本提高了农村社区成员的违约成本 ，因而从经济理性人的角度看 ，农村居民一般不

愿意选择违约 ，所以社会资本对农村信贷的道德风险构成了有效制约 。

（５）社会资本能够有效地弥补农村抵押担保物匮乏的缺陷 。由于实物资本形式的抵押担保物

短缺 ，农民要获得贷款一直很困难 ，我国农村地区的信贷配给达到了 ６０％
［２７］

，但是我国农村丰富的

社会资本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也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完全可以作为抵押担保物 。根据农民

行为特征的分析 ，中国农民对个人口碑 、名声 、社会评价和家族声誉的关注 ，不仅胜过对经济利益的

追求 ，有时还胜过生命 ，因此 ，农民往往会恪守信用 。

目前 ，社会资本在小额信贷风险控制中得到了成功运用 。在农村借贷市场上 ，非正式的信贷形

式比正式的信贷形式更加普遍［２８］４７
。农村非正式信贷就是利用社会资本对信贷风险进行控制 。小

额信贷的核心运行机制 ——— “五户联保”就是运用社会资本对信贷风险进行的控制 ，实际上就是用

亲情和友情做抵押 ，或者叫“风险捆绑” 、“群体惩罚” 、“违约连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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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对小额信贷信用风险的控制机理显而易见 ：信贷机构与贷款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情

况客观存在 ，并成为信贷风险的主要来源 ，金融机构搜寻信息 、监督贷款人信用行为的成本很高 ，但

网络内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信息却相对明了对称 ，因而小额信贷机构可以通过“团体贷款” 、“动态的

贷款激励” 、“有规律的还款安排”等机制 ，巧借社会资本 ，把金融机构对借款人了解和监督的任务主

要或者部分地移交给团体成员 ，从而把外部监督转化为内部监督 。从监督的效果看 ，可以说是颇有

成效 ，世界上最好的小额信贷机构的资产收益率可以达到 ２ ．５％ ，其权益回报率在 ２００３年甚至超

过了全球前十商业银行 １６ ．２％ 的平均水平 ，达到 ４０％ — ５０％
［２９］１０７

。

四 、国内外运用社会资本控制农村信贷风险的模式

发达国家主要采用合作金融模式来控制农村信贷风险 。美国的“多元复合模式” 、日本的“协同

组合” 、德国的“金字塔模式”等等 ，都是基于社会资本开发的农村合作金融模式 。这些国家的农村

合作金融组织的股本和员工几乎都来源于农村社区 ，从而可以充分地利用自身的社会网络 、圈层结

构和信息资源 ，凭借乡村信息的高度流通性和乡土社会的声誉机制保证贷款的安全性 。

发展中国家的模式中 ，最有代表性的是孟加拉乡村银行 ———格莱美银行 。这是世界上第一家

专为贫困者服务的金融机构 。该机构提供的小额短期贷款无须抵押和担保品 ，但需要以五人小组

联保以代替担保 ，充分利用声誉 、关系 、合作等农村社会资本要素实现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 ，形成有

效的内部约束机制 ，并按照一定比例的贷款额收取小组基金和强制储蓄作为风险基金 。由于成功

地运用社会资本对信贷风险进行控制 ，其还款率长期保持在 ９８％ 以上［２９］１０９
。 Thomas通过对格莱

美银行的研究认为 ，正是群体的一致性和纪律性支撑了如此高的贷款履约率［３０］２７９
，而 Hoff 和

Stiglitz认为关键的因素是连带责任机制［３１］２３５
。

国内先进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四种 ：一是山东农村信用社的联户联保贷款模式 、农民专业合作

社贷款模式及农户联保加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担保模式 。其主要特点是居住在信用社同一服务区域

内有贷款需求的农户自愿组成联保小组 ，向信用社申请贷款 ，互相承担连带责任 。二是四川美信模

式 ，其采用的仍然是小额信贷四大核心机制中的分期还款和动态激励机制 。三是山西平遥县日升

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模式 。贷前调查是该模式的主要特色 ，通过调查将诚信有为的农民筛选出来 ，

实现优质客户与公司的双赢 。四是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李庄镇的李庄模式 ，主要采用民企联保小

组 。 ２００５年 ，李庄的民企联保小组已发展到 ４４ 个 ，涉及中小企业及个体户等 ３００ 多家 ，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５年 ，李庄镇农村信用社通过“自助担保”组织担保 ，累计发放贷款 ２ ．４７亿元 ，到期本息收

回率为 １００％ ，为农村信用社实现利润 ３８０余万元［３２］１７６
。

五 、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研究结论

信贷风险是一种客观存在 ，农业的产业特征 、农民的行为特征 、农村的区域特征及当前的农村

经济制度（尤其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缺陷使我国的农村信贷体系潜藏着更大的风险 ，还造成农

村金融瓶颈 ，加深了农村信贷配给 。但是 ，在城市信贷体系中普遍实行且相当有效的风险控制手

段 ，比如利率 、抵押与担保 、设置贷款条件及按周期还款等 ，并不完全适用农村信贷 。

与自然资本 、物质资本 、人力资本一样 ，社会资本同样具有经济价值 ，完全可以参与农村信贷风

险控制 ，尤其是充当合规抵押物 。几千年的中国农村乡土社会沉积着无限丰富的社会资本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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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对家族声誉和个人名声的重视 ，村庄内部的高度信任 ，以及诚信本分的行为特质 ，是一笔

价值无限的宝藏 ，对农村信贷风险的控制与管理具有特别意义 。在控制机理上 ，社会资本可以改善

制度环境 、影响农民行为 、降低农业风险 ，关键是可以作为贷款抵押和担保品 ，小额信贷的“五户联

保”机制就是最成功的控制模式 。

社会资本对农村信贷风险的控制作用已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运用 ，涌现出了许多先进的经验

和做法 。但社会资本并非万能 ，社会资本属于道德和自律的范畴 ，从某种意义上说属于潜规则 。潜

规则有它的积极意义 ，但也有其消极方面 。因此 ，中国农村的治理还是应该以法律 、法规和制度为

主 ，恰当地运用社会资本 ，用良好的制度引导和培育新型农村社会资本 ；更不能指望农村社会资本

能单独 、彻底地解决农村信贷的风险问题 ，农村信贷风险的控制主要还是要依靠农村金融制度和金

融体系的创新 ，依靠农村改革 ，尤其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化 。

与此同时 ，农村社会资本的演进面临着新情况 ，主要包括 ：伴随市场化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

人口迁移大潮 ，农村常住人口不断减少 ，以至农村人口出现“空心化”趋势 ；电视 、手机等媒体和通讯

的现代化 ，以及互联网开始进入农村 ；占农村青壮年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常年生活在城市和工厂 ，

早已适应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生活方式 ；转型期混乱的社会思潮 、浮躁的社会心态以及畸形的财富

伦理 ，等等 。这些新情况使中国的多数农村远离了传统意义的乡土社会 ，因此 ，需要对中国农村社

会资本进行现代化改造 。

（二）建议

针对当前形势 ，笔者建议采取以下几方面措施 ：

１ ．改造传统社会资本 ，培育新型农村社会资本 。第一 ，以城乡统筹和新农村建设为突破口 ，重

塑农村道德 。贯彻枟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枠精神 ，弘扬民族优秀文化 ，创新农村道德监督与约束机

制 ；加强法制建设 ，扭转不规范行为 ，改善社会秩序 ；优化乡村治理结构 ，实行真正的村民自治 。第

二 ，完善农村交流网络 。网络是社会资本形成和发展的条件之一 ，又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 。当前

主要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如道路 、交通 、集镇设施 、通讯 、互联网 、图书室 、老年活动室等 ，为村

民融入社会 、建立人际交流网络和信任体系搭建平台 ，增加农民的社会融入感 。第三 ，农村金融机

构积极参与新型社会资本营造 。比如聘请农村有广泛社会关系的基层干部及农民担任贷款联络员

和监督员 ，或者招收具有较多社会资源的当地人作为信贷员 ，或者借鉴农户联保贷款的运作机制 ，

把一个村甚至一个镇捆绑成一个信用单位 ，开展“信用村镇”评选 ，发挥邻里之间知根知底的信息优

势 ，也便于相互监督 ，共同创造良好的信用记录 ，巧借农村社会资本以建立现代信任网络 。第四 ，将

一些行为由道德软约束提升为法制硬约束 ，将道德建设部分纳入法制化轨道 。针对时风日下的农

村道德形势 ，建议对胆敢挑战人类道德底线 、民族文化传统底线 、市场基本伦理和社会基本秩序的

行为予以严厉打击 。如见死不救 ，家人有病不医 ，虐待老人 ，被施救或者遗失财物由他人归还后不

仅不感谢反而讹诈对方等行为 ，不应简单地谴责了事 ，应该纳入法治范畴 ；对故意制假 、售假 ，坑蒙

拐骗等行为量重刑 。经过一二十年的时间把农村道德和秩序引入正轨 ，强制恢复社会规范 ，培育基

于公民社会的农村社会资本模式 。第五 ，充分利用现代通讯与宣传手段 ，如手机和互联网引导公民

意识的形成 ，加强诚信社会建设 ，逐步扭转信任危机 ，并把公民意识教育纳入农村基础教育和农民

工培训体系 ，培育具有现代意义的农村社会资本结构 。

２ ．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NGOs）在农村新型社会资本培育中的积极作用 ，尤其是发挥农村信

用合作组织及其他农村民间金融的作用 。首先是积极培育社会实体 。社会实体是社会资本形成和

发展的又一基础 ，而农民合作组织是支撑现代社会资本的主要载体 。为此 ，政府应转变观念 ，允许

和鼓励各种形式的农民组织发展 ，尤其是支持农村信用合作组织的发展 ，加强公共财政对农村民间

２１１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４１卷



组织的支持 。同时完善相关立法 ，把农民组织化建设纳入法制化轨道 。其次是转变农村金融的支

持方式 ，树立“支持农民合作组织就是支持农业和农民”的理念 。最后是转变农村金融服务方式 。

由直接向农民个人提供金融服务转变为通过协会 、研究会或合作社向农民提供金融服务 ，即专业合

作社先从金融机构批发贷款 ，再零售给成员 ，这样既可降低金融机构的管理成本 ，还可充分利用网

络内的社会资本有效地控制农村信贷风险 。

３ ．完善农村信用体系 ，包括建立农村征信体系 ，完善农民信用记录 ，建立农户信誉档案 ，将声

誉机制显现化 、制度化 ，将团结 、友爱 、诚信 、守法等道德元素资本化 ，并合理开发信用记录 ，使信用

财富化 。比如将农民个人和家庭的信用记录与贷款 、补贴 、扶贫 、就业 、征兵入伍 、升学 、提干等结

合 ；开展优质信用农户评选 ，建立按时还款的激励机制 ，如增加授信额度 、在物质和精神上给予奖励

等 。同时对失信农户进行曝光 ，记入信用黑名单 ，敦促农民更加关注自己的操行 、名声 ，进一步净化

社会风气 。

４ ．更加重视声誉机制对农村信贷风险的控制 。伴随农村人口的“空心化” 、老年化以及农业的

萎缩 ，农村信贷将集中于种养大户 、农产品加工企业及农业产业化实体 。面对新的信贷格局 ，在借

鉴城市商业信贷的风险控制手段的同时 ，应积极开发农村社会资本 ，如对“老赖”进行曝光 ，利用农

村独特的声誉机制 、面子观念与处事之道控制农村信贷的道德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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