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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北京大学学者王曙光继《草根金融》和《乡土重建》之后的第三册农村金融文集，收进作
者2008年底到2010年初的二十余篇文章。
上篇“农村金融田野调查之思”主要是记述作者在新疆、内蒙古、宁夏、贵州等边远民族地区进行的
农村金融田野调查的思考，希望这些文字可以帮助读者认识那些常常被我们忽略的土地上进行的农村
金融改革。
下篇“农村金融改革之我见”，则更多地从理论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的农村金融变迁，对农村金融制度
和农村合作经济发展作了全景式的回顾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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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曙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现任北京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北京大学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金融部部长。
1990年考入北京大学，先后获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98年留校任教，2001—2002年
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访问研究。
已出版专著《经济转型中的金融制度演进》(2007)、《农村金融与新农村建设》(2006)、《金融自由化
与经济发展》(2004)、《理性与信仰——经济学反思札记》(2001)及译著多种，在《北京大学学报》、
《金融研究》等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经济学论文三十余篇，曾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国家级科研项
目，数次获得北京大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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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小额信贷的风险控制、制度创新与内部治理  　——内蒙古昭乌达妇女可持续发展协会调研　农
村信用互助担保组织的运行机制与风险保障  　——内蒙古翁牛特旗农牧民信用互助协会调研　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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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吉林、内蒙古和宁夏的调研　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系  　——贵州黔西南布
依族苗族自治州调研　农民资金互助组织为何步履维艰  　——河北顺平白云乡南吕村资金互助调研
　边疆民族地区金融反贫困中的资本整合、文化融合与体制磨合  　——新疆五家渠国民村镇银行调
研　农民合作与城乡互动：15省农民合作社调研随感  　——在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合作社论坛上的演
讲下篇  农村金融改革之我见　促进民间金融阳光化和规范化　经济转型的经验与经济复苏的关键　
解读2009年“一号文件”：突破农村金融瓶颈重在机制构建　解读2010年“一号文件”：阻断二元金
融结构，建立普惠金融体系　农村金融改革：30年的回顾与前瞻　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内涵与未来农
村金融改革趋势　以多维的政策框架有效遏制农村系统性负投资　契约一产权假说与制度补贴：农民
合作社60年变迁　加大西部民族地区金融反贫困政策扶持，消除金融服务空白区　农行服务三农的战
略定位、客户分层和流程再造　论农行改革发展的十大关系　解析农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  
　——答客问之一　解析农行的回归三农战略与制度创新  　——答客问之二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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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赤峰市翁牛特旗农牧民信用互助协会实质上是一种农民互助担保组织。
农民互助担保组织是一种特殊的农民资金互助组织。
这种资金互助担保组织的特点是：不在互助担保组织内部社员之间进行资金的相互借贷，而是社员通
过建立互助担保基金，在组织内部形成相互担保的贷款需求主体，通过放大授信额度向金融机构获得
更大规模贷款。
成员的资金只是起到互相担保和放大授信的作用，而不直接在社员之间进行资金互助。
　　组建原则。
农牧民信用互助协会就是在诚信的基础上，把分散的、个体的农村牧区信用整合起来，成立行业自律
组织，使农牧民之间形成相互监督、相互约束的自律组织。
其组建的基本原则是政府扶持、市场运作。
由旗政府统一规划全旗农牧民信用互助协会建设的基本框架，出台推动农牧民信用互助协会建设的专
门性文件并责成相关部门制订农牧民信用互助协会的统一规章；乡镇（苏木）政府、国营农牧场具体
负责信用协会的组建推动工作，根据农牧业产业化建设的发展规划，宣传指导农牧民自愿加入到信用
协会中来；村（嘎查）应该发挥牵头组建作用。
同时注重发挥市场的作用，通过市场运作，引导农村信用社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支持“三农三牧”，逐
步规范农牧民信用互助协会运作方式。
农牧民信用互助协会着重强调发挥农牧民的内在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农牧民自愿的基础上，通过村（
嘎查）、乡镇（苏木）、县（旗）政府的积极推动，配套各种风险防范措施，在最大限度满足农牧民
资金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降低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
　　②组建程序。
以行政村、嘎查为单位成立农牧民信用互助协会，由辖内农牧民自愿申请，发起人推荐，经当地农村
信用社审核确定会员资格，由会员选举产生理事会后，报经旗民政部门正式批准成立。
之所以要由农信社审核会员资格，是因为协会最终要通过农信社获得贷款，只有农信社能够对协会会
员的资格进行审核，也只有农信社能够掌握农牧民的授信额度，以最大限度降低自己的贷款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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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守望田野：农村金融调研手记》是王曙光“回归乡土随笔系列”的第三辑。
守望田野，略有二义：其一是向那些坚守在偏远艰苦乡村的农村金融基层工作者表达敬意，正是由于
他们的坚守，中国广大乡村才能获得基本的金融服务；其二乃是期许从事农村金融研究的学者能够坚
守乡土，将学术植根于乡土，使自己的农村金融研究能够助益于中国乡村的复兴。
　　《守望田野：农村金融调研手记》中所收集的文章，大约写于2008年底到2010年初。
上篇“农村金融田野调查之思”主要是记述作者在新疆、内蒙古、宁夏、贵州等边远民族地区进行的
农村金融田野调查的思考。
下篇“农村金融改革之我见”，则更多地从理论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的农村金融变迁，其中有两篇较长
的文章，分别对农村金融和农民合作社在新中国60年间的发展历程作了全景式的回顾与反思，同时对
农行回归三农、农村民间金融规范化、农村金融制度建设以及消除农村金融服务空白区等问题，阐述
了作者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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