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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朱应庚

盛世修志是中国的优良传统。在过去数千年中，历代都设史官，专门撰写

本朝代政治、经济、军事、农业以及社会习俗和文化等方面的情况。比较有系

统的专著有。二十四史刀，其他地方志和稗官野史则种类繁多，不计其数。、
9

前人所留下的史料，往往述而不作。尽管浩如烟海，但从总体上说，大多

只涉及事物的表面，没有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去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

对后人来说，还须花大力气进行认真鉴别，去伪存真，方能从中找出有价值的

东西，在。资治一和。教化一方面，给人以启迪。

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修志，必须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出发，既要如实地说明客观世界，又要着重地找出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以

便探索改造客观世界的途径，使人们能够科学地掌握自己的命运，逐步由。必

然王国一走向_自由王国一。

因此，我认为编写鬈云南省农村金融志》的目的，应该是总结过去的经验、

教训，用以指导今后的实践，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四化一建设中少犯错误或者
-

尽可能不犯错误。

云南民族众多，各民族的社会发展阶段差异极大。在1949年云南和平解

放时，有的民族还处于原始公社末期；有的民族仍保持奴隶制度l有的民族则

实行封建农奴制度。除此之外，云南山区占总面积的94％，坝区仅占总面积

的6％。一方面山、坝经济发展差别很大，另一方面全省各地气候颇为悬殊。

所谓_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一就是最恰当的写照。无论社会发展方面、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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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目的和动机也完全不同。商品经济运动的规律是货币——商品——货币

(加利润)。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是其固有的特性。生产者为了在竞争

中取胜，就不能不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产品价格。质量和价格的竞争，说到底

是科技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所以，只有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才可能真正

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竞争是个宝，它是生产力发展和产品更新换代

的推进器。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富国富民的最佳选择。由于商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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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通过市场交换为其属性，没有市场的商品经济是不存在的。在这个意义

上，我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中，货币在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起

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云南省80％的人口在农村，因此，云南经济能否上一个

新台阶，关键在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否能有一个新突破。我认为，开创云南经济

新局面的希望在农村，而农村经济发展的出路在于千方百计加快乡镇企业和

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是和先进省、市对比并从云南实际情况分析所应得出

的结论。希望从事农村金融工作的同志，要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既要大

胆解放思想，又要具有科学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加大改革力度，发挥金融

手段的功能，努力促进云南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富民兴滇作出新的贡献。

《云南省农村金融志》以1912年为上限，1990年为下限，个别情况作适

当放宽。这个设计，囊括了两个政权时代，既不割断历史，又详今略古。这样

做是恰当的。在这部志书中，较详尽而有分析地叙述了云南农村金融事业和金

融机构设置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其中既有可资借鉴的丰富经验，又有不应再蹈

前车覆辙的很多教训。这部志书资料翔实．理论联系实际，不发空论，言简意

赅，对目前和今后从事农村金融工作的同志以及各级领导同志，都具有很好的

参考价值。希望有关同志，能充分利用志书所阐明的许多有益经验并吸取以往

工作中的一些教训，创造性地把农村金融工作做好，那么参加编写这部志书全

体同志的心血算没有白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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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曾利坡程光锦

学把修志工作列为软科学范畴，认为志书是综合性的信息载体，是

导和有关部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基础资料。江泽民同志指出：

。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份，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

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泰，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一。基于上

述认识，我们编修出版这本《云南省农村金融志》，其目的主要是为云南省农

村金融战线的各级领导干部、广大实际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提供

服务，使大家了解云南农村金融的过去和现在，以利温故知新，承前启后，借

鉴历史经验，不断开拓前进。同时，也供各级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人士作为

‘、了解、研究和指导农村金融工作的参考。 ．‘ ，，

。民以食为天一，农业是安天下的产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兴则

百业旺。经济决定金融，金融调控经济；经济与金融相互依存，互为因果。50

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农业银行经历了。三起两落一。从70年代后期以来，

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中国农业银行云南

省分行第三次恢复建立后，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通过全省3万农金干部的

努力，迎来了农村金融全面发展的历史阶段。农村金融支持了农村经济的改革

和建设，又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农业银行和信用社

自身的改革^进一步繁荣了农村金融事业。不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

人们都不应该忘记农业，不应该轻视农村金融。这就是历史经验。

云南农村金融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一是立足于云南资源优势，着力支持第

一产业特别是烟、糖、茶、胶等几大拳头商品的开发，经过几十年努力，逐步

将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二是在支持第一产业的同时，逐步转向支持

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尤其是积极扶持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商品流通，逐
‘

步建立健全农村市场体系I三是由于云南的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必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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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农村金融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各级农行和信用社注意坚持分类指导、区别对

待的原则，避免一刀切、一个样、一般化。

。两个文明建设一齐抓"，这是中共中央的一贯方针，也是农村金融部门的

优良传统。农金业务的健康发展，依赖于一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

纪律一的农金队伍的壮大和素质的提高。近40年来，这支队伍里涌现了众多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做出突出贡献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尤为宝贵的

是这支队伍还有一批无私无畏、拾身保卫国家财产的烈士和英雄人物。他们

是农金战线的骄傲。我们要永远纪念他们，学习他们无私奉献的崇高品德，发

扬他们的敬业精神． 。。

‘云南省农村金融志，记述了近80年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云南农村金融事

业的发展变化历程．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及多种社会形态跃到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从计划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过渡，农村金融伴随社会革命和经济建设的步伐，谱写了不断前进的篇章．

历史的脚印会给后来人以启迪和智慧，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发展，农村金

灿烂辉煌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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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飘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按。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一的

原则，记述云南省农村金融事业的发生、发展和现状。

二、本志具有专业志和部门志的双重特性，除以主要篇幅记述农村金融机构和信用

业务外，还设有货币流通、研究与信息及党群组织、人物等章节，力求全面、系统地反

映云南农村金融的全貌．

三、本志结构由概述、大事记、志书正文(章、节、目)，附录4个部分组成．卷首

冠有题词和序言，卷末有后记i中间附有图表和照片．

四、本志断限，上限始于1912年，下限止于·1990年．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行文力求严谨、朴实、简明、流畅．

六、本志使用的货币计量，除民国时期及其以前的外，一律以人民币为单位(元、万

元)，1955年2月以前使用的旧人民币，按1·10000的比率，折算为新人民币．

七、本志纪年，中华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一律用公元纪年．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自省农行、省人行档案室、省档案馆、省图书馆及有关历史

文献，一部分来自地、州、市、县行提供及社会调查采访．为了节省篇幅，文内一般不

加注出处。

九、本志对常用单位名称进行简化，除每章(节)第一次出现时使用全称外，其它

均使用简称．如。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分别简称为人总行和农总行，

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与中国农业银行云南省分行，分别简称省人行、省农行(或省

分行)二 一

十、本志。人物一章分传、表、录和简介．已故省分行领导人立传略．革命烈士写

简介，省分行领导人、省、部级先进人物列表，全省农金系统金融红旗手和先进工作者

列名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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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云南，是一块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人类祖先元谋人170万年前在这里居住。然而，

这里又是脱离两次社会大分工不久，生产力水平较低，解放前多种社会经济形态遗痕残

留的祖国西南边陲。社会、经济的发展决定着货币、信贷的发展。全省3 800万人口中，

农民占87％，轻工业原料的提供80％来自农业．现实表明，云南至今还是个农业经济省，

整个金融业仍保持着浓郁的农业特色．显然，云南农村金融史实是富有时代意义的。
，

。

(一)

基于云南民族种类较多，全国56种中占26种，境内94％为山地，周边毗邻越南、缅

甸、老挝等国，边疆、民族、山区三位一体，以及交通异常不便等自然环境分割状态，给

货币观念和货币流通带来极大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

．作为商品交换初期媒介的贝币产生，云南比内地较晚，出土资料能说明的是迄今2

400多年的春秋晚期．贝币使用期却又比内地较长，直到明末仍有史料记载。贝币全面让

位给金属铸币的时期是清代，继而让位给纸币的时期是民国．其问，交叉使用时期也是

比较长的．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由于通货严重膨胀，法币信誉扫地，银元、半

开曾一度成为省内流通的主要货币，这是云南货币特点之一．

民国初年，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在蒙自县的机构，曾公开发行过越南纸币，妄图以滇

越铁路运输只收越币为手段占领市场。边境一线地区则出现法郎，英磅、越币、卢比、银

元、半开等混合流通市场。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人民币占领市场工作的

开展，云南才空前地第一次统一了货币，这是云南货币特点之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云南与周边国家存在着事实上的

人民币出入境。随着边民互市、边境小额贸易、边境贸易的全方位开放，．人民币出入境

的数量逐渐增加，在境外的一些地区人民币巳形成跨国流通货币和往来结算货币，这是

云南货币特点之三。

(二)

云南的信用产生期，尚难界定。民间的贝币借贷行为，继贝币产生以后就已出现．专

事民间信用的组织，最早出现于唐代的赊会和典当，这是沿互助性的信用发展到追求利

息回报，再发展到高利贷行为以后出现的。赊会相对于专业食利者来说，无疑是个进步。

但是，它是与奴隶制、封建制结体的，不过是一种剥削手段的改良罢了．

正规的银行信用是自1909年大清银行在云南开设分行开始的。最早的农村信用专业

机构是1931年8月1日在昆明开业的云南农民信用合作社。之后，1937年云南富滇新银

行设农村业务股，向昆阳、昆明、呈贡等县农村借款联合会发放贷款，组建信用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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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个．1938年中国农民银行昆明支行、云南合作事业委员会相继成立，并与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富滇新银行联合发放木棉银团贷款。1939年开始同国际合作联盟联系，并以

每年7月份第一星期举行国际合作节庆祝大会．1942年云南合作金库成立，省政府成立

直属的云南省合作事业管理处。实行。贷款折实”以避免物价波动的影响．1946年云南

省农业金融促进委员会成立，省政府主席兼主任。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

队在部份民族地区发行云南人民革命公债券．1950年3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

正式成立，。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一的农村金融工作总方针在全省

范围推行，社会主义银行信用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农村金融开始在全省范围成为农村经

济发展和扶贫致富的必要条件。

(三)

过去所知的金融理论只反复论述了银行信用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取代借贷资

本的产物，没有回答在商品生产水平很低、基本上还处于自然经济的广大农村，如何发

挥银行信用作用这个问题。而最近40多年的云南农村金融，同全国其他省、区一样，不

仅在实践中成绩斐然，并且在理论上已开始得到突破，在农村经济的三次飞跃中显示了

银行信用的积极作用。第一次是支持了农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顺利实现，在减
’租退押、土地改革、恢复发展生产中发挥了货币斗争和信贷、结算的作用，在贷款发放

中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预期目标，既注意防止只贷富不贷贫，又注意防止单纯

的恩赐救济。贫农合作基金贷款，尤其对小农经济改造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第二次是

支持了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与巩固，银行和信用社运用银行信用方式，从改善农业

生产条件方面发放了大量的农具、农机、化肥、农药、子种、种畜和水利等贷款，从改

善生产关系方面，支持了农业合作化的发展．第三次是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支持了农

村商品经济发展和支持了科技兴农的起步。对农、林、牧、副、渔，农、工、商、运、建，

不仅从流动资金需要上．而且从技术改造和基建设备上进行了支持。10多年来，农村金

融对乡镇企业和外向型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为实现小康进程竭尽全力。不仅发展了传统

的银行信用业务，还开拓了新的金融业务；不仅抓好间接融资，还开拓了直接融资，包

括开展债券、租赁、信托等业务。把银行和信用社的工作重点推进到支持科技兴农上来。

云南农村金融的实践，‘为银行信用在极贫的边疆、民族、山区三位一体的地区怎样发挥

作用，已经和正在作出回答．1982年云南省农村金融学会成立以来，这个回答已经和正

在提高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

(四)

建国以来的云南农村金融发展过程，是银行信用作用在贫困地区反复肯定的过程，是

金融与经济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过程，也是农村金融本身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

过程。迄今为止，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银行信用在农村的建立和初步发展阶段(1950"-1957年)。1949

年12月，云南和平解放。人民金融事业在云南的任务，一是接管官僚资本主义银行(包
括旧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富滇新银行、兴文银行、劝业银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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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银行、昆明市银行、昆明县银行、云南合作金库、广东省银行等12家)，建立社会

主义性质的金融机构和干部队伍．到1957年，全省基本上实现了地、县、区、乡建立中

国人民银行中心支行、县支行、营业所、信用社的金融体系．二是开展货币斗争，实现

人民币迅速占领市场，以保证统一货币制度的建立．兰是开展信贷业务、结算业务(包

括转帐结算和现金结算)和现金管理，支持国营商业迅速壮大，支持农村和城市。一化、

三改造”的顺利实现，打击了城乡高利贷对农民的重利盘剥，把土改胜利中迸发出来的

农民生产积极性推向高潮．三年恢复时期，银行在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物资调拨平衡，

现金收付平衡”和制止通货膨胀，实现物价稳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

期，银行在实现农村信用合作化、农业生产合作化、供销合作化和完成国民经济计划方

面，起了重要作用，银行和信用社累计发放的支农贷款达21 523．9万元，支持面达农户

总数的80％，全省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8．7％，粮食产量年均增长5．3％，是云南迄今增

速较快的时期．

这个阶段的银行信用在云南怎样发挥作用，处在摸索前进之中．一切为了边疆的繁

荣和稳定，为了生产和人民的生活，成为运用银行信用的目标。在。三大观点”(政治观

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指导下，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和对 ·

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指引下，贷款强调自有资金、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统
’

筹安排分别使用，。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全省行、社干部的主导思想可以用

一句话来概括：。为人民服务”。背包下乡，走村串户，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
。

为了扶贫致富、生产救灾，银行干部都不计个人得失、安危地奋力去做。这一时期，银‘

行信用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革命的胜利，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特殊经验。在这个阶段中，

1955年6月成立了省农业银行，而在1957年3月被撤销。

第二阶段是银行信用曲折发展的阶段(1958"-'1978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鼓

。足革命干劲，银行工作必须以大跃进来支持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在。左”倾思潮严重泛

滥的影响下，把已经建立起来的农村金融大大扭曲。为了大力支持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

农村金融一方面从组织上把信用社变为公社信用部，信用分部下放大队统一核算，信用．

社干部交公社统管；一方面从银行业务上放弃监督，只讲资金供应忽视资金效益．。大存

大放大收”、。哪里需要哪里贷，需要多少贷多少”。在“大存大放大收”的口号下，全省

1958年农贷比上年猛增2．65倍，商业采购贷款更是脱缰之马。银行信用以至货币作用一

度遭到强烈的否定。

。二五”计划中的云南农村，高级社成立不到一年，还未来得及完善、健全就进入人

民公社化，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更是。一步登天’’，直接过渡到人民公社。由于生产关系脱’

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结果，受到的惩罚是严重的。全省农业生产总值猛降，虽经后来在

调整期间努力恢复，。二五”期末比“一五”期末仍下降5．7 oA，建国后第一次出现通货

膨胀．

1963一--1965年，贯彻执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国务院‘关于切

实加强银行工作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简称银行工作六条)。在纠正

“五风”，停办公共食堂，恢复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基础上，国民经济各部门加强

了对农业的支援。重温。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成为各级领导的必修课。为了统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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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以农业银行为主导，信用合作为基础，民间借贷为补充的社会主义农村金融体系逐步

形成．1980年7月，全省农业银行系统召开了“支持商品生产活跃农村经济经验交流

会”，贯彻了全国农行苏州会议精神，明确了农业银行的工作重点是支持商品生产的发展．

同年11月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农金学术理论讨论会。1981年1月5日，‘云南农村金融研

究，(即后来的《云南农村金融))创刊。理论上逐步明确，行动上逐步顺航。1982年为

了适应和推动农村以农户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云南农村金融系统率先突破了

支持农户购买耕牛等生产资料的禁区．1983年，进一步开展了对专业户(重点户)、农村

个体工商户、开发性农业及各种合作经济组织等十个方面的信贷支持。1984年，开展了

统一管理国营农业企业流动资金的工作，农行信贷资金管理体制从“存贷两条线”到

。农贷包干”，继而改为“存贷挂钩，差额包干”；1985年进一步改为“统一计划，分级管

理，实借实存，自主经营’，云南从实际出发较早实行了农行在人民银行二级分行开户借

款的办法．这个办法后来被人、农两总行重视，在全国推广．i986年，开始试编业务经

营计划，把存款工作提到银行各项业务工作的首位，分行在石屏召开存款工作会议，提

出农村储蓄三年翻番的目标(后来提前完成)，分行增设了存款处。1987年2月16日在

全省金融系统内部，率先举办了各地、州、市、县农行参加的第一次短期资金拆借会。成

立分行信息处，推进现代化操作，提高服务质量．成立省农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开办

了信托：证券、租赁和房地产等业务．1988年，在农行系统改革上推出了逐级承包经营

责任制，23个支行试行民主选举行长；开始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并加强了扶贫贷款工作，对

贫困地区的信贷政策适当放宽。1989年6月25日云南省第一次农村信用社县(市)联社

主任会议在昆明召开，促进农金改革走向深入．1990年，在农村金融系统内部综合治理，

在总结提高的基础上，加强了政策研究工作．为推进农村产业结构合理调整，向社会印

发了‘当前产业、产品贷款简明序列表》．为了切实贯彻邓小平同志。银行要成为发展经

济，革新技术的杠杆”的要求，致力于把农村金融工作，进一步推进到支持科技兴农上

来。

云南农村金融在走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贯彻执行了物质文明建设

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两手都要硬一的基本方针．从思想上、组织上和监控机制上进

行工作．农业银行第三次恢复建立后，坚持了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根本指导，把建设。四

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干部队伍作为业务发展的保证．全省农行三所

干部学校和职工教育理论研究会的先后成立，促进了农金队伍素质的提高I农行纪检组、

监察室、思想政治工作办公室的建设及其研究会的活动，对端正党风、行风，起了积极

作用．围绕向雷锋、“二兰”、林军等英模学习，各级行的党、团、工会和妇女组织广泛

开展了“五讲、四美、三热爱”、。双红”、。双先”等劳动竞赛和树立农行“信誉至上，竭

诚服务、高效廉洁、文明办行”的企业精神等活动，不断振奋精神，调动职工积极性。1989

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中，全省农金系统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了一致。从1980""

1990年，全省共有756人和319个单位先后被评为省分行级先进。其中48人和42个单

位、11人和15个单位，分别被总行和省政府授予先进称号．到1990年底，计获得专业

技术任职资格的高级师37人，中级师l 204人，初级师9 575人，分别占职工总数的

0．24％、7．89％和62．83％．1986"--1990年经分行的三所干校短训人数达14 523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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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社干部轮训率达64％．在正面教育、纪律约束的机制下，1989年全省普遍开展了。两

公开、一监督”活动．1990年与1987年比较，信贷资产清理监测后的一般逾期贷款下降

了1．79个百分点，呆滞贷款和呆帐分别下降了3．74和0．76个百分点．廉政建设和惩治

腐败成效明显l自1982．年6月"1988年4月，计揭露2 000元以上经济案件501起，涉

及金额600多万元．经过处理，打击了犯罪，纯洁了队伍，挽救了一批干部，挽回了经

济损失482万元．截至1990年底，全省上下已建成近3万人的农村金融队伍。行、社机

构分别达l 719个和1 547个，行、社职工分别达15 242人和14 of9人．

自农业银行第三次恢复建立以来，为了发挥云南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全省农金

干部，以苦为荣，长年奔忙在高原山区、贫瘠梁子，为富民兴滇，为全省农民早日实现

小康而努力。‘遵循客观经济规律，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依靠科学，加强管理，为进一

步丰富贫困地区的农村金融经验竭尽全力．在发展●大农业一的思想指导下，优先支持

粮食、油料生产，并依据各地资源特点，因地制宣，在粮食、蔬菜，畜产品等基地建设

的同时，发挥热带、亚热带、寒带作物优势、矿产优势和林产品优势．在经济作物方面，

一直以烟、糖、茶、胶为重点，已经促进这4项产品产量分别占达全国第一、第三、第

五和第二位，税利占全省财政收入的z／3。为促进农民迅速致富，把支持发展乡镇企业作

为重点，促原始农副产品加工增殖增收。1990年全省乡镇企业总收入比1978年增长20．4

倍，全省农村社会总产值比1980年增长1．4倍．1990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489．75元，

比1980年增长2．3倍#农民人均储蓄存款151元，比1980年增长19．1倍。1990年全省

农行和信用社的存、贷款规模合计分别达88．6亿元和96．7亿元，比1980年分别增加

5．21倍和4．33倍。农村经济繁荣，农民收入增加，行社业务扩大．

(五)

几十年的农村金融实践告诉我们。银行信用如果仅限于财政补充和总会计、总出纳

的地位，不仅束缚了银行信用本身，也束缚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l’主要致力于间接融

资的农村金融现实，已经不能在更大程度上融通社会资金加速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取

道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相结合，培育并引导各种融资组织和各种民间借贷行为，大力开

拓国内外资金市场，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已经提上议事日程。随

着城乡经济一体化和世界经济共同发展前景的逐步到来，农村金融局限于农村活动，局

限于国内活动的状况需要改变．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不分的弊端逐渐暴露，信贷利

率与资金实际价格时见脱离，信贷资产管理滞后情况比较突出，信贷风险机制急待建立，

监控系统、监督机制急需强化和完善，理论研究、政策研究、思想教育、科技运用中均

启示出人才的关键性作用。而这一切都渴望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全面深化金融改革，

以便在国家的总体改革中，切实地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金融道路上迈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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