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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知识回顾——异军突起的浙江涉农贷款

2011-2018年各省人均涉农贷款增量(单位：万元)



背景知识回顾——异军突起的浙江涉农贷款

    各省2018年平均每位农民的涉农贷款(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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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知识回顾——浙江涉农贷款异军突起的农行贡献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分行从2012年开始通过建设金融自治村和创新农村

金融产品，为解决农村金融发展难题、推行普惠金融新模式做出尝试，

开辟了一条“支农、惠农、强农”的新道路。截至2018年12月，中国

农业银行在浙江省共建立3066个金融自治村，占浙江省24711个行政

村的12.41%，遍及辖区内所有县(市)，累计发放贷款258亿元，贷款余

额142亿元 。



背景知识回顾——浙江涉农贷款异军突起的农行贡献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分行用于开展农村金融自治服务的产品是惠农e贷。

惠农e贷是中国农业银行依托互联网大数据技术，专门为农民设计的

一款线上化、批量化、便捷化、普惠化的贷款产品。该信贷产品具有

新、快、准、信、简、惠等六方面的优势。年满18周岁的自然人、信

用记录良好、有稳定收入来源、品行良好、贷款行规定的其他条件的

居民均可申请惠农e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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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金融自治案例说明



农民贷款难的破解之道——农村金融自治

农民贷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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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贷款难的破解之道——农村金融自治

农村金融自治以村为主体，中国农业银行浙江分行选择经济条件和信

用环境良好的村庄，在自愿、互信的基础上，双方签订合作协议，约

定各自的责任和义务，通过向该村有贷款需求并由村委会推荐、经中

国农业银行审核并村内公示的农户发放自助可循环小额贷款。



农民贷款难的破解之道——农村金融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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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贷款难的破解之道——农村金融自治

农村金融自治模式在实施过程中所牵扯的利益相关方有村委、村民、

金融机构，因此这三方利益关系的处理是农村金融自治模式实施成功

的关键。传统的涉农贷款是商业银行直接与村民进行信贷交易，金融

机构在信息获取方面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而在农村金融自治模

式中，村委会的介入有助于发挥村委在识别信息、缓解信息不对称方

面的优势，进而降低金融机构信贷成本，减低村民贷款利率，满足村

民贷款需求，切实解决信贷资金出城难的问题，实现“找行长不如找

村长”。



农民贷款难的破解之道——农村金融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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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金融自治的成功之道

农村金融自治模式为什么能够在浙江省域内成功推广？可以采用“动

力-行为-结果”分析框架评估农村金融自治模式，从动力源泉、行为

实践和实际结果三方面对中国农业银行浙江分行、试点村村民、试点

村村委会的策略行为进行讨论。



农村金融自治的成功之道



农村金融自治的基层实践

表    农村金融自治试点村样本选取

村名称 地理环境 产业情况 经济基础 开始试点年份

永康下宅方村 金衢盆地 农业 差 2012

永康梅陇村 金衢盆地 个体户 差 2012

诸暨莼塘西村 内陆平原 手工业 良 2018

诸暨牌上村 内陆平原 服务业 差 2018

瓯海方岙村 沿海平原 农业 优 2018

海宁永福村 内陆平原 纺织业 优 2012

瑞安黄垟村 沿海丘陵 外出务工 良 2017

瑞安霞砀村 沿海丘陵 外出务工 良 2017

瓯海横屿头村 沿海平原 家具 优 2014



农村金融自治的基层实践

�p �U �`

+ð �¼ �`	ï �K �`�¾ �U �`	” �¼ �`�� �@ �`Y« �U �`

�� �! �`

�U �U �`%¢ �+ �`�t �U �`�, �ˆ �` �� �	 �q �· �· �( �W �´ 	» %• H��, �ˆ �` �ï fl �· �Ž �Ñ ^! �� �X �• �J �C �º �Ê
| :‘ �` U. .� 
K �· �x �ž �� �· �. �· �C �� �F �IG§ �b �� �q 1Ð �· �Ë �� �Ï �C �² �ò �� �x 
P �� ���b �� �` �, 	' �· �Ë �· �� XÝ 	ç �? 
p C¯ �Ÿ �€�Æ �� �` �¿ -i �· �x g# Js �· �* �Ë �· �� XÝ 	ç �? �§ �� �{ �- �� �³G§ �b �� �� 1· �â �· �Ë �· �� XÝ 	ç �? 
p C¯ �W �8 �¤ �“



农村金融自治的基层实践

个别村庄在推行农村金融自治过程中，受限于村委会积极性不足、村

民与村委之间不信任等因素的影响，实际的效果并没有达到各方的理

想预期。但总的来说，农村金融自治是一项很好的尝试，通过引村委

会入贷款流程，发挥村委会“知民情”作用，强化村委会在农村贷款

活动中的纽带作用，打通“村民-村委-银行”的信息传递阻隔，以破

解农民贷款难、贷款贵和银行贷款户难寻、成本难降的双重困境问题，

实现了“不找行长找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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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

讨论话题1：中国农业银行浙江分行是如何激励农户按时还款的?

讨论话题2：村委会作为连接村民与金融机构的重要纽带，在农村金

融自治模式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案例中成功村和失败村的村委会

对于村民事务态度截然不同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讨论话题3：政府部门可采取哪些措施来提升商业银行的参与积极性，

进而实现农村金融自治服务的异地推广或异行推广？



PA R T    4
知识梳理与总结



知识点总结

(1)结合“六自流程”比较农村金融自治模式与传统涉农贷款服务流程的差

别，分析引村委会入信贷流程是如何缓解商业银行与农户信息不对称问题。

(2)利用农村金融自治的“动力-行为-结果”分析框架评估商业银行、村民、

村委会三类主体的参与激励和行为策略。

(3)案例中的9个试点村庄在实施农村金融自治后为什么有的村庄取得了成功

而其他村庄成效不显著；如何强化利益主体的参与激励、提升农村金融自

治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成效。



课后任务

在研读本案例和查阅相关资料(如国际上小额信贷的典型案例)的基础

上进一步剖析不同村庄农村金融自治成效差异的原因，并以此提出农

村金融自治的模式完善方案或异地推广方案或异行推广方案；或探讨

农村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或提出优化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路径。

分小组写成案例分析报告(10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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