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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镇银行服务“三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金融支撑质量有待提升
村镇银行的发展时间较短，虽然有政策的引导，但是同商业

银行相比，村镇银行的能力仍然不足，并且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
需求非常大，在相应项目支撑下，需要政策的大力支持来可以推
进，而政府金融投入资金无法动态化满足“三农”发展的需求，
使得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业产业化发展对于资金仍然缺失，
村镇银行的金融支撑效果不佳。

（二）信贷产品无法满足“三农”发展的诉求
从客观表现来看，当前村镇银行在不断推出惠农举措，帮助

农村地区全面发展。但是基于实际效果分析来看，当前村镇银行
的信贷产品的期限较短，无法有效满足长期发展的金融需求。由
于农业发展以及产业经营的特点，诸如畜牧养殖、农户购置大型
机械设备，或者进行涉农企业投资等行为，都需要较长的资金周
转周期，而目前村镇银行信贷产品很少有 3 ～ 5 年期的中长期信
贷品种，使得农村地区的发展得不到足够的支撑。同时，从客观
表现来看，支农信贷服务产品也较为单一，很少会根据不同农民
以及不同生产需要而设定的贷款产品，并且在信贷期限上也进行
一些设定，不能够有效满足信贷需求。

（三）金融服务的辐射能力有待提升
当前村镇银行在对农村地区提供服务时，并没有实现全方位

覆盖，尤其是一些偏远农村，金融服务网点建设的密度不足，分
布也不是非常合理，很多网点更多的是分布于人口较多的乡镇，
一些乡镇则并没有服务网点。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农村需要办理
的结算业务并不是非常方便，这也使得部分农村金融服务需求得
不到有效满足。

（四）担保方式不够完善
贷款服务是村镇银行重要的服务内容，但是为了避免风险，

同其他商业银行一样，村镇银行也设定了必要的担保方式。但是
从客观表现来看，当前村镇银行要求贷款者提供抵押担保，而一
些农户自身能力有限，并不能够提供让银行满足的抵押物，因此
贷款的难度就变得非常大了。在这种情况下，村镇银行的支持效
果就大打折扣，并不能够满足部分农户的需要。

二、村镇银行服务“三农”过程中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定位的差异
村镇银行是政府引导建设的为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机构，以

此来解决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但是在发展过程中，村镇银
行单靠政府的支持显然是不行的。在这种情况下，村镇银行自然
面临着盈利和政策落实的矛盾，且需要面对市场风险，在这种情
况下，无论是经营方式还是扶持范围，都存在一定的偏离，并不
能够有效满足农户的实际需要。

（二）认知上的缺失
村镇银行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得到认可，甚至很多农民根

本不知道村镇银行，认同感低，缺乏清晰的了解，这使得村镇银
行吸引贷款的难度较大。

（三）创新能力不足
村镇银行的创新能力不足，业务单一，特色产品缺乏，将工

作内容集中于传统的存贷业务环节中，对于金融理财产品创新不
够重视，需求不高，这也使得相关业务的拓展效果不佳，无法为
农户提供全方位的帮助。

（四）信贷投放不足
村镇银行面向的是众多农民，而农业生产的风险较大，使得

村镇银行的信贷风险较大。在这种情况下，村镇银行为了信贷安
全，选择缩小信贷的范围，进而弱化了信贷投放的深度和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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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村镇银行服务“三农”的对策
（一）强化政策支撑
在新的发展背景下，政府要进一步强化政策支撑，给予村

镇银行发展良好的保障和支撑，加大投入力度，并完善多样化的
专项基金，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基金等，并允许优质资本入
股村镇银行，而中国人民银行则帮助推进村镇银行结算体系的建
设，而政府则要通过相应的利率管制、税收减免、保险支撑以及
风险补偿等方案，为村镇银行的发展提供更加可靠的保障。

（二）强化业务产品创新
村镇银行要进一步拓展业务产品线，创新业务流程，并不断

缩短业务管理链条，不断精简手续，真正做到为农民谋福祉，对
于常规的抵押贷款、质押贷款、小额贷款以及住房贷款等业务，
要进一步探讨符合农村发展的模式，如农业生产具有极强的季节
性，可以相应地推进多样化适应季节需求的金融产品，并不断拓
展代理业务，代理保险、水电费缴纳，开展金融信息咨询业务
等，提升服务的全面性。

（三）强化村镇银行体系建设
村镇银行要进一步拓展自身的经营覆盖范围，积极在农村偏

远地区设置村镇银行服务机构，或者可以同其他银行展开合作，
开办代办点。同时，也可以跟当地的服务机关或者大型服务点等
进行合作，设置业务代办点等。另外，也要基于互联网技术，大
力推进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新兴服务机制的建设，
满足农村金融需求。

（四）完善担保方式
村镇银行要在贷款上寻求新的创新发展，完善多样化的贷款

担保模式，对于贷款流程设计、风险识别控制、抵押和担保贷款
模式和还款模式上进行有限拓展，满足农民需要。对于农民和中
小企业小额贷款，如果贷款额度在 2 万元以下，可以考虑不进行
实物抵押担保，并灵活根据农户需求进行调整。同时，要针对性
做好授信机制优化，对于农村地区企业以及个体经营者财务不健
全的状况，在贷款过程中，可以对于企业的产品、物品和人品进
行全面分析，对于企业的各种财务报表信息进行评估，深入分析
企业的资金需求合理性和真实性以及还款的来源和担保方案的可
行性等，这样可以有效提升抵押担保的灵活性，满足农村贷款的
需求。

四、结束语
村镇银行能够为“三农”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并且紧

随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不断拓展业务范围。除了常规的信贷业务
外，村镇银行也积极推进各种惠农政策和业务，以此来有效带动
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为农村的全面发展提供动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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