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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BINGZHILU

由四川省

政府组建、经

中国银监会批

准 设 立 的 四

川 省 信 用 联

社，对全省农

村信用社行使

管理、指导、

协调和服务的

职能。遍布全

省城镇乡村的

农村信用社，

是银行业金融

机构。它经过

半个多世纪的

发展，已经成

长为农村金融

的主力军，县

域经济的生力

军。为“三农”

服务，为中小企业和县域经济服务，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农村信用社的天

职。

当前，农村金融市场的状况如何？广大农户、遍布乡村的中小企业和县

域经济发展得怎么样？他们急切需要提供些什么金融服务呢？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瞬息万变的社会转型期，以调查获取真知，

从实践中掌握市场规律，显得尤为重要。

省联社领导班子决定到农村调查研究，走遍四川的南北西东，看看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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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片热土。

在成德绵经济带：

昔日单家独户以种、养殖业为主打产业的农村经济，在农业产业化、乡

村工业化、城市化的助推下，许多地方已经被现代种养业、加工业、运输业

专合组织等新农村经济模式取而代之。各种农畜产品加工作坊、小型运输公

司、贸工农一体化组织星罗棋布。

在成渝经济圈：

过去的农民种地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许多农

民上班进车间，下班骑摩托；过去的农民“养猪不赚钱，肥了一冲田”。现

在养猪大户的肥猪远销东南亚、俄罗斯，香港市场 40% 的白条猪、分割肉是

资阳送去的；过去的农民肩挑手提上集市卖蔬菜、鸡鸭，现在公司加农户经

营“订单农业”，销售遍及全国乃至世界。

在川东北地区：

过去的农村小额信贷，主要是围绕农机具、化肥、种植养殖、薄膜和农

药这“五小”以及一些农户的生活需求来设计的，每次贷款限额最高5000元。

现在，农民在这方面的需求变化甚微，大额贷款项目悄然转向住房修建、子

女上学和看病就医。

在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一大批农民涌入城市，一大批中小企业在

乡村蓬勃成长起来，一大批富有特色的农村集镇拔地而起，中国的乡村和城

市开始缩小差距，工业强县、工业兴镇等新兴事物，都在声声呼唤着金融机

构的强力支撑。

省联社领导班子的成员们边看边想：服务“三农”是农村信用社义不容

辞的责任，必须在我们心里扎根。但是，农村变了，农民的需求变了，中小

企业的需求增多了，金融服务的内容和方法也应该跟着改变，这才是真正的

为“三农”服务。

是啊，从“三农”脱胎出来的一大批中小企业生机勃发，各地具有市场

竞争力的公司、集团，开始形成各具特色的支柱产业。这些成长阶段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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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小，家底薄，资金匮乏，迫切需要金融机构供氧输血。但是，他们还处

于诞生期，抵押品不足，担保平台缺失，财务制度尚待健全，往往被一些银

行拒之门外，有的企业已经断炊，有的行将倒闭。

班子成员们深深感到，面对嗷嗷待哺的中小企业，作为银行业金融机构

的农村信用社，挺身而出发放贷款以解燃眉之急，这是省委、省政府赋予我

们的神圣职责。

一副沉甸甸的重担，压在省联社领导的肩头上，驱使他们 10 余次下到

广汉、简阳等基层联社，与企业老板座谈，同信贷人员一起研究新产品、做

试验，千方百计探索为中小企业解难的新路子。

正当省联社试水破冰解难的时候，传来了省委、省政府的声音。

2006 年 11

月，省委副书记、

省长蒋巨峰在资

阳市调研，目睹

企业饥肠辘辘，

当即嘱咐相关部

门：要下功夫“破

解中小企业融资

难”。

翌 年 2 月，

蒋省长又发出指

示：金融机构要把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作为今年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十届人大五次会议期间，蒋省长参加资阳代表团讨论，听取人大代表

带来的企业呼声之后，再次提出要求：资阳要在“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上走

在前列，为全省提供鲜活经验”。

分管金融的副省长黄小祥不畏严寒，深入到基层农村信用社调查研究，

指示农村信用社要加大信贷创新力度，力争在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上率先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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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涉及各种所有制形式，覆盖着国民经济的大部领域。

这些企业，迎着如膏的春雨春风，凭着与生俱来的顽强生命力蓬勃生长，

创造了占全国 60% 以上的 GDP，对外出口份额占全国 60% 以上，解决了中国

75% 以上的劳动者就业问题，缴纳的企业税收约占全国的一半。

小字号的科技企业，业绩更是笑傲群芳：发明专利占全国总数的 66%，

新产品研发占全国的 82% ！

毋庸置疑，中小企业充当了中国经济增长引擎，扩展了就业空间，优化

了产业结构，提升了国民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然而, 中小企业所创造的巨大社会价值，同它享有的权利是不对称的。

融资难便是其中一例。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世界公认的“麦克米伦缺

口”(Macmillan Gap)，指的就是中小企业由于金融资源供给不足形成的巨

大资源配置缺口。1931 年，以麦克米伦爵士为首的英国金融产业委员会发

现并提出这个问题后，世界各国作了长期的不懈努力，即使推出诸如“天使

融资”、“创业板市场”等等，融资难的幽灵仍然挥之不去，至今还是各国

首脑黯然神伤的一块心病。

且看世界各国：

美国全国有 2000 多万个中小企业，因为银行“嫌贫爱富”，发放贷款

喜大企拒小企，小老板们告贷无门。据统计，美国近 20 年给予中小企业的

商业贷款，每个企业一年平均不到 100 美元。正是因为缺米断炊，全国约有

1/3-1/2 的小企业夭折在孩提时代。

英国中小企业也抱怨政府“救大不救小”，哀叹“每天翘首企盼政府和

银行的‘援手’，等来的却是一次次的失望”。

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就更惨了。

据墨西哥《经济学家报》披露，信贷紧缩使拉美许多中小企业很受伤，

它们生产经营陷入困境，有些甚至面临破产。

国内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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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人 民 银 行

2004 年 12 月 对 全

国 的 5764 个 县 级

金融机构、9845 家

中小企业的调查，

它们全年的实际贷

款笔数满足率不到

71.3％，金额满足

率只有 68.5％。

世界银行一份研

究报告表明，中国

有 81％的中小企业认为“一年内的流动资金不能满足需要”，60％的企业

没有中长期贷款。

据国家统计局披露，中国的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被分别列为企业停产的

首要原因和经营困难的第二大原因。

融资难使企业流动资金得不到补充，一些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

在外向型企业密集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靠国外订单过日子的一些中

小企业饥肠辘辘，不得不关门大吉。

据中国社科院报告，中国有四成中小企业在困境中挣扎。

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称：中小企业融资难是连最发达国家也解决不了的

世界难题！

因为中小企业存在生存危机，所以一些经济学家呼吁下猛药救命。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茅于轼呼吁，不要把高利贷

视为“洪水猛兽”，要让地下金融合法化。

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建言：应该发展区域性、草根性的民营中小金融机

构，用“99% 的小银行来保 99% 的小企业”。

中小企业融资难，犹如一个人身患沉疴，切脉叩诊，其病因相当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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