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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面向广大的农村信用社工作者，旨在为农村信用工作者提供一本全面反映农村信用社改革和
发展的综合型参考资料和工具书。
全书共分十三章，具体为：中国农村信用社的历史与现状、农村信用社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农村信用
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中国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基本方向、中国农村信用社的产权改革、中国农
村信用社的管理体系、国家对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与政策、农村信用社监管政策、农村信用社增资扩股
、农村信用社内部制度建设、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和业务发展、农村信用社风险管理体系和其他国家
和地区农村信用社发展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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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郓家万，男，1965年生，1988年毕业于广西中医学院，从事医生职业8年。
1995年起下海经商，一直从事房地产等行业。
2003年在清华大学学习经济管理，后在京成立万丰融信投资咨询公司，致力于中国金融市场研究；并
联合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杰老教授科学技术研究院和金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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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四、传统体制惯性是农村信用社内控制度不健全的原因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法人
治理结构尚未真正建立，现阶段信用社的“三会”制度大多形同虚设，许多规定在实际操作中难以执
行，决策权、监督权、执行权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得到有效分离，股东会和理事会很难对信用社法人代
表实施有效的监督制约。
其次，制度建设步伐落后。
自1996年行社脱钩以后，信用社内部控制制度没有像商业银行一样自成体系，在人事政工、劳动工资
、审计监察等少数领域的个别项目内控建设中存有盲点，有些甚至仍在沿用原农业银行有关规章制度
和管理模式。
导致有的制度与信用社的管理实际脱节：一些新业务的管理制度跟不上，无法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
最后，内控制度执行不力。
现实中的信用社的内控制度建立的多，真正执行的少。
由于内部稽核人员是在联社的领导下，缺乏独立性，在对实施项目的检查中，面对查出的问题往往束
手无策，只能在具体规范上作一些调整和纠正，很难对责任人作相应处理。
就是在内控制度的建设和落实上，制约措施、制约对象偏重基层一线操作人员，偏袒上级管理人员，
即：管上的少，管下的多。
显然，不论是内控制度建设中的监督制约也好，制度建设也好，还是制度的执行都还基本沿用传统的
管理制度。
    五、制度因素是造成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沉重等问题的关键原因    (一)担负政策性金融任务是农村信
用社背上历史包袱的重要原因    历史包袱的本质是制度问题，具体讲，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不合理
的制度所造成的资产质量问题，如行政干预、指令性贷款以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等。
二是制度转换过程中产生的新呆账，如中国农业银行同信用社脱钩过程中的资产分割与划转，国有商
业银行资产剥离过程中形成的借款人希望予以剥离的逃废债务。
这些历史包袱主要是：中国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脱离是带进来的呆账、合作基金会带进来的呆账和
保值储蓄的贴补支出三个包袱。
在这次改革中，国家对亏损信用社因执行国家宏观政策开办保值储蓄而多支付保值贴补息给予补贴，
解除了这一历史包袱：对于农村信用社的历年挂账亏损和实际资产损失方面。
中国人民银行按照2002年年底实际资不抵债数额的50％，以安排专项再贷款和发行专项中央银行票据
来置换信用社的不良贷款这两种方式，减轻农村信用社的历史负担；还通过税收减免、允许信用社贷
款利率灵活浮动的政策，增加农村信用社的盈利能力，进一步减轻农村信用社的历史负担。
总的来说，农村信用社整个呆坏账3300亿元，中央拿了1650亿元弥补了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的一半，
中央政府等于说承认这一半亏损是五十多年各种各样的政策造成的。
现在仍有上千亿元的呆坏账压在农村信用社的身上。
    (二)道德风险难以防范是农村信用社资产质量差、经营困难和潜在风险仍然很大的重要原因   1.农村
信用社承担政府政策性金融任务加大了其道德风险，使得农村信用社难以在市场中成长。
一方面，农村信用社只有走商业化道路才能使自己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农村信用社又要执行国家的
金融支农政策，“一社”支“三农”。
且不说行政性的干预本身会造成农村信用社呆坏账的增多，就这种制度设计来说，也必然造成农村信
用社资产质量下降，风险重重。
因为，追求经济利益的农村信用社再担负政策性贷款任务，其道德风险必定造成亏损，并不断地要求
政府财政补贴。
这种制度必然损害了农村信用社的市场发育，资产质量难以提高。
    2.农村信用社破产关闭约束制度失灵使得道德风险的产生成为可能。
如果对农村信用社因为其资不抵债就实行关闭破产，势必就切断了农民的金融纽带，金融支持“三农
”就无从谈起。
既然农村信用社即使资不抵债也不可能破产，就必然会出现以下问题：    (1)地方政府必然加强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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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们知道国家是保护农村信用社的，如果农村信用社资不抵债，国家是会给补贴的。
    (2)农村信用社没有提高管理水平、积极防范风险的动力和压力，因此，才敢安排关系人员进入领导
岗位和信贷岗位，也不必十分认真地提高业务素质。
    (3)借款人比较容易说服农村信用社信贷人员，可能使正常贷款变为逾期，逾期贷款变为呆滞，呆滞
贷款变为呆账。
    六、省级信用联社职能定位不清是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体制不顺的原因    省级联社承担了政府管理农
村信用社的责任使得它的职责定位不清。
按照有关规定，省级人民政府全面承担对当地信用社的管理和风险处置责任，在省级人民政府对信用
社的管理职责中，省级人民政府要按照国家有关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对当地信用社改革发展的方针
政策、目标规划等重大事项进行研究决策，并通过省级联社或其他形式的信用社省级管理机构实现对
当地信用社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
省级联社对指导、督促信用社完善内控制度和经营机制负主要责任。
同时，省级联社既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发起设立、受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委托对其实施行业管理的联合
体，又是可以经营部分资金业务、清算业务的独立的管理服务型金融企业法人。
因此，省级联社是集政府行政职能、行业管理职能和金融企业三种职能于一身的机构组织，这很难说
真正做到了“政企分开”、“职责明确”。
    P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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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本书主要面向广大的农村信用社工作者，是一本全面反映农村信用社改革和发展的综合型参考资
料和工具书。
——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博士生导师全书立题明确、框架合理、体系完
善、资料准确、文字表述新颖，比较全面、务实地对农信金融作了描述。
——秦池江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本书对于了解关心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和改革状况的读者，对于农
村信用社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
——郭向军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副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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