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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闽台农业合作中小额贷 款 的 发 展 现 状 和 存 在 的 问 题，分 析 影 响 闽 台 农 业 合 作 中 小 额 贷 款 的 因 素，

提出相应对策：提供信贷倾斜政策，增加宣传力度，建立 监 督 机 制，简 化 贷 款 手 续，创 新 贷 款 担 保 模 式 等，为

闽台农业合作中小额贷款的更好发展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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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台农 业 合 作 是 发 展 福 建 区 域 经 济 的 一 大 特

色，也是发展福建农业的一大优势［１］。近年来闽台

农业合作交流变得日益频繁，取得了比较明显的阶

段性成效，但是仍然存在着台资引进不平衡、资金

投入不足等问题，阻碍着闽台农业合作的进一步发

展。小额贷款是一种以低收入阶层为服务对象的小

额度、持续性、制度化的信贷服务方式［２］，为中小

企业和农业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成为解决闽台

农业合作中普遍存在的资金缺乏、融资难等问题的

重要途径。近年来小额贷款有一定的发展，但是发

展时间比较短，存在着资金供不应求，担保困难，
利率偏高，手续复杂等问题。本文通过介绍闽台农

业合作中小额贷款的基本情况，分析小额贷款存在

的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１　闽台农业合作中小额贷款的发展现

状及问题

１１　小额贷款为闽台农业合作提供了信贷支持

当前福建省农业的投资主体主要有政府财政支

出、金融机构、农户、台商，已呈现出多元化发展

的新局面，但是闽台农业合作在发展中依然存在着

资金不足等问题。如：政府的财政支出虽然逐年上

升，在比重上却没有明显变化；因农业生产的高风

险、低收益性而无法满足金融机构的盈利目的，金

融机构为农民提供贷款的意愿不高，限制了闽台农

业合作的发展；农户个人由于自身收入水平有限，
不可能对农业有较大投资；台商对农业的投资在一

定程度上也受到自身资金不足的影响。因此，小额

贷款的引进将改变各大投资主体自身不足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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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闽台农业合作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进一步促进

闽台农业合作的发展。
随着闽台农业的发展，闽台农业只有扩大生产

规模、提高生产力及工作效率，方可适应时代的发

展，然而资金无疑是大规模发展的一个瓶颈。由于

台农在大陆投资没有贷款的先例，抵押和担保成为

制约金融机构对台农进行信贷服务的两大瓶颈。国

家已出台若干政策来改变这种现状，小额贷款就是

其一。为了满足农民的信贷需求，中国人民银行根

据信贷供 需 情 况，发 布 了 相 关 制 度 和 政 策 指 导 文

件，为农户 充 分 利 用 小 额 贷 款 进 行 生 产 提 供 了 便

利。小额贷款的发行改变了传统的民间借贷方式，
农民在对小额贷款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利用其开

展生产项目，带动了当地农业的发展。目前，农民

生产性贷款主要来源于小额贷款。漳平农行还率先

将台农纳入 惠 农 卡 的 服 务 对 象，为 台 农 提 供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元的自助式小额贷款［３］。有了这些宝贵的

资金，对农民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１２　小额贷款初步解决了农业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　
与此同时，政府也本着服务 “三农”的 精 神，

与金融机构联合，开展各种小额贷款项目，为农民

提供担保，已经基本解决了农民所需要的农业发展

资金不足的难题。尽管小额贷款对闽台农业的促进

作用已初见成效，但其办理手续繁杂，惠农卡的出

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冗杂手续，但依然要经

过较长时间的调查、审批等过程，农民贷款仍受到

限制。

１３　小额贷款取得明显成效

近年来，小额贷款已经为闽台农业的发展提供

了很大的帮助。以闽台农业中的林业与渔业为例，
据不完全统计，自２００６年开展 试 点 至２００９年 底，
全省４年累计发放林业小额贷款２６７５亿元，受益

农户９８万户，林业小额贷款作为深化林改的配套

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７］。福建省惠安县作为第一

批渔船小额贷款的试点县，充分享受了小额贷款带

来的利益，这一举措不仅解决了借款难的问题，还

节省了不 少 利 息，当 地 渔 民 对 这 项 政 策 都 十 分 欢

迎。但是小额贷款工作仍然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因为小额贷款主体单一，主要是部分急需生产资金

的中低收入农民；贷款周期短，与农业生产的周期

不匹配；客 户 分 散，农 村 金 融 市 场 发 育 尚 不 完 善

等。

１４　小额贷款难以满足现在农业规模化生产的趋势

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户基本能够自己

解决传统农业所需资金，但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等

种养殖业的资金需求量增长较快，需要外部资金支

持。虽然小额贷款的发放面和总量在不断增大，但

是与农民的巨大需求相比还远远不够，农业资金需

求呈现出一种扩大化的趋势。现代农业大投资金额

少则１０万多、则近１００万，而一般的小额 贷 款 才

４万～５万元，这样资金的差距十分巨大，小金额

的小额贷款根本难以满足当今农业的发展，金融机

构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加大小

额贷款的金额，以便更好地推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２　影响闽台农业合作中小额信贷发展

的因素

２１　台商、台农入驻资金不足

目前，台商、台农在闽投资农业的项目大多为

中小企业，项 目 前 期 的 资 金 入 驻 推 动 了 企 业 的 发

展，但后续的资金不足，使得企业面临扩大再生产

的资金 困 境，台 商、台 农 在 闽 贷 款 无 门、保 险 无

路，企业无法持续经营，限制了企业在闽的发展。
因此，为台商、台农提供持续不断的资金支持，保

证其后续发 展 将 成 为 金 融 体 系 应 当 考 虑 的 重 要 问

题。金融体系的不完善为小额贷款提供了发展的平

台，但也同时制约着小额贷款的发展，不能提供齐

全的配套 体 系，不 能 满 足 当 前 闽 台 农 业 发 展 的 需

求。

２２　闽台农业合作形式存在机制缺陷

福建由于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禀赋的优势，吸

引了众多台商的投资，同时一些龙头企业注重结合

国内外 市 场、农 户、重 要 生 产 基 地 的 力 量，形 成

“公司＋农户”、“公司＋基地”的产业化经营模式，
极大地推动了产业的发展［８］。但是这种合作形式依

然存在机制缺陷，制约了双方的发展。台资农业企

业发展由于存在投资规模偏小，技术效益偏低，机

制缺乏的问题，进而影响与制约企业竞争力提高。
部分的台资农业企业投资的目的是想充分利用廉价

的劳动力和土地进行简单的农业生产活动，赚取高

额利润。这样就无法调动农民与台资农业企业参与

闽台农业合作的积极性，对小额信贷的需求相对减

弱，从根源上限制了小额信贷的蓬勃发展。

２３　农村信用工程建设滞后

由于农村地区信息比较封闭，农民的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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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因而农民的信用意识较为薄弱，银行和信用

社等有所畏惧，不愿意积极参与。同时，农业生产

具有高风险性、生产周期长、见效慢，受自然气候

的影响较大，这些固有的特性限制了小额贷款的发

展。而农民薄弱的经济基础、缺乏对市场信息的把

握，生产的盲目性，进一步加大了贷款风险。滞后

的农村信用工程建设间接影响了小额贷款的发放工

作。另外，农村信用社发放的支农贷款效益普遍较

差，而风险却较大，这直接制约了农村信用社的信

贷投入。农村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而且在农村推

行抵押担 保 贷 款 的 难 度 较 大，在 目 前 尚 未 建 立 全

面、系统的农村个人信用系统的情况下，一些金融

机构由于害怕承担风险往往不愿扩大对农业的信贷

投入。

２４　担保机制不健全

担保机制是否健全关系到信贷资金能否投入到

闽台农业合作当中。从总体上看，农业所获得的正

规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绝对额不断增加，农业信贷

资金占贷款总额的比重上升，正规金融机构对福建

农业发展的支持程度不断加大［９］。虽然银行、信用

社等金融机构通过评定信用户、开展联保贷款等措

施，在缓解贷款难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贷

款需求方来看，由于抵押担保条件不具备，缺少符

合相关条件的抵押物等原因，导致银行、信用社等

金融机构放贷困难，农户和企业贷款难。农民自有

资产少，能满足银行抵押要求的资产更少，有关研

究表明，房 产 和 土 地 是 农 村 居 民 目 前 最 重 要 的 财

产，占据较大的份额，然而农村个人房屋所占用的

宅基地属于集体财产，农民只有使用权，无法作为

抵押物，这使得农民没有抵押的来源，而种养殖业

风险高，金融机构要求借款者提供抵押物，但是农

民的抵押物有限，难以获得抵押贷款，因此与城市

房屋抵押制度相比，农村融资主体的转让或抵押都

受到一定限制，这些原因使得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

构在面对农户提出的房屋抵押贷款要求时，往往从

贷款安全出发，采取了拒绝的态度。

２５　宣传力度不够

金融机构对小额贷款的宣传力度不够，使农民

不够了解小额贷款，甚至不知道需要资金时可以向

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申请小额贷款，有的农户

甚至认为不如民间借贷便捷，影响了小额贷款的推

广。此外宣传存在不够全面甚至误导，有些金融机

构为了提高业绩，鼓动农民申请不切实际的贷款，

知识水平有限的农民在这种片面的宣传下，易被误

导，部分农户误以为发放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可长

期使用，致使贷款申请出现盲目性。

２６　小额贷款自身不足

小额贷款存在手续繁琐的问题，要经 过 调 查、
评定资信、审批等多道程序，办理的时间较长。例

如信用社农户资信评定、贷款额度确定步骤：首先

由农户向信用社提出贷款申请，然后信贷人员调查

农户生产资金需求和家庭经济收入情况，掌握借款

人的信用条件，并提出初步意见，最后由资信评定

小组根据信贷人员及所在地社员代表或村民委员会

提供的 情 况，确 定 贷 款 额 度，核 发 贷 款 证［１０］。这

一系列的程序对于急需农业资金的农户来说过于繁

杂，农户们往往望而却步，这使得农业小额贷款无

法得到发展。
由于农户相对分散、单笔资金量小，支农贷款

的资金 成 本 在５０％～６５％之 间，以 小 额 农 贷 为

主的 农 业 贷 款 利 率 最 高 不 得 超 过 基 准 利 率 的１２
倍，贷款收益难以覆盖资金成本和可能产生的风险

损失。而且农民的经济实力一般较弱，无法承受高

利息，因此迫切需要尽可能支付较少的小额贷款利

息成本。由于农户小额贷款的额度相对较小，其管

理成本却并未随着贷款额度减少而降低，加之其资

金成本 相 对 较 高、收 益 率 却 偏 低、贷 款 后 管 理 困

难、不易控制风险，使金融机构对这类贷款业务缺

乏动力。
另外，小额信 贷 效 益 差，可 持 续 发 展 能 力 不

强。农户在进行生产的过程中存在着信息不足，承

受市场的风险能力弱等问题，而小额信贷的开展仅

限于自身的发展，没有结合农业自身的特性开展相

应的业务，因此其中介作用受到了一定限制。现阶

段我国农村的小农经济依然存在，产业主要以一家

一户经营，加之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农户的经营效

益差，严重制约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

２７　贷款调查困难

对农户的信用评定是小额贷款发放的最重要的

环节之一。信用评定是保证贷款到期偿还和降低经

营风险的关键，要按标准、按规定、按条件认真操

作和把握。在评定的过程中，银行工作人员需要乡

政府、村委会包括村民代表的配合，但由于认识上

的偏见，一些地方政府纯粹为了搞好业绩、搞形象

工程，加大了银行调查工作的难度。银行对农户无

法深入了解，所以对农户的信用情况、还贷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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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金额的核定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进一步增

加了银行放贷的风险。

３　促进闽台农业合作中小额贷款发展

的对策

３１　改善台商投资软环境和硬环境

福建省为了推进闽台农业交流与合作，成立了

各种类型的农业合作实验区和台湾农民创业园，并

先后建设了一批对台农业引进与推广示范区。但由

于交通落后，水利、服务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已成

为试验区发展的瓶颈。因此，只有通过调整相关的

法律法规政策，对投资领域、形式和经营方式做出

相应的改变，才能进一步推广闽台农业合作。同时

加大财政支持的力度，统筹资金安排，集中建设重

大农业基础设施，从而为台商来闽投资提供良好的

软硬环境，为进一步促进闽台农业合作中小额贷款

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３２　为闽台农业合作提供信贷倾斜政策

首先农业作为弱势产业，投资回报率较低，其

次鉴于闽台农业合作的特殊性，国家更应为闽台农

业合作提供更多优惠信贷政策，特别是对于开办农

户小额贷款的信用社和银行等可以给予税收减免、
财政补贴、政府奖励等政策支持，来充分地调动信

用社和银行等的积极性。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已进入

实质性投资为主的新阶段，虽然前景看好，但竞争

激烈。在国外，大部分东南亚国家都设立了台商投

资区，制定优惠的政策吸引台资。在国内，沿海很

多省份也推出了吸引台资的优惠政策和措施。信用

社和银行等需要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帮助农民实

现增收，并享受到更多的利率优惠。
福建应继续加大对台资农业企业的信贷支持。

台资农业企业特别是一些小企业，在创业初期非常

需要银行的信贷支持。福建省内商业银行和农村合

作金融机构应完善对台资农业企业的商业性金融服

务，还应发 展 特 色 金 融 服 务［１１］。福 建 得 天 独 厚 的

自然条件是台商投资农业的热土，从金融上予以更

多的支持与服务，将更多地激励台湾同胞西进投资

种养殖业 等 风 险 较 低 的 农 业 产 业［１２］。因 此，在 闽

台农业合作方面，还需要通过投入更多的信贷资金

来吸引更多的投资商到福建发展，为闽台农业合作

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发展小额信贷要从量变到质

变，受贷 群 体 大 了，可 以 从 中 发 现 更 多 的 优 质 客

户，通 过 优 质 的 服 务 就 可 以 吸 引 更 多 的 优 质 客

户［１３］。

３３　优化创新模式，促进闽台农业发展

３３１　创新信贷品种，加强闽台金融服务　结合

目前闽台农业合作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现状，延伸农

业小额贷款的对象、额度、期限等，以适应当前形

势下的信贷需求。为了满足不同客户的贷款资金需

求，不断创新信贷品种，通过灵活采取信用贷款、
联保贷款和 普 通 保 证 贷 款 等 多 种 方 式 加 强 金 融 服

务，稳步推进，努力实现农户金融业务的全面健康

发展。根据沿海、山区不同农业地区实际和业务风

险状况，确定不同的信贷审批授权程序；以各地农

业不同的实际情况为依据，制定相应的信贷管理制

度，积极开展信 贷 业 务 品 种 创 新［１４］。构 建 “特 色

经济＋小额信贷＋政府引导”的模式，在当地政府

的引导 下，以 小 额 信 贷 为 支 撑，发 展 当 地 特 色 经

济，促进当地经济快速发展。

３３２　创新抵押贷款担保模式　在风险可控的情

况下，依据不同企业的生产经营规模、可提供的抵

押、担保情况进行授信贷款，比如拟对台商茶农采

取 “设备＋林权证抵押”的抵押贷款担保模式，放

宽茶树作为抵押物的树龄，免掉茶树抵押物保险，
同时延长贷款期限，执行同期基准利率，对台商茶

农进行授信贷款，进一步支持创业园区高山茶产业

的发展［１５］。要 推 进 以 点 带 面 的 信 贷 支 农 模 式。农

业产业化发展形势和 “三农”信贷需求的变化，要

积极探索新的高效信贷支农模式。特别是要继续推

进小额农户贷款的同时，积极将信贷投向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通过 “公司＋基地＋农户 的模式带

动广大农户增收和促进农业增效［１６］。

３４　增加宣传力度，建立监督机制

小额贷款是用来支持和改造农业生产的，它是

对生产的扶助，即非扶贫款，亦非慈善救助。政府

部门要加大对农业小额贷款的宣传和引导的力度，
让农户对小额贷款的实质有全面的了解，对自己作

为债务人有深刻的认识以提高他们的还款意识和充

分利用贷款的积极性、有效性。银行、信用社等应

该成立小额贷款的专门机构，加强对基层网点的检

查与督导，重点落实小额贷款的真实性和规范性。
同时要充分发挥信用社基层信贷人员的作用，落实

奖惩对等 的 管 理 制 度；树 立 为 “三 农”服 务 的 思

想，端正 工 作 态 度，改 变 工 作 作 风，提 高 工 作 效

率。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有效促进信贷工作作风的

转变，进一步提升信贷服务水平，为广大农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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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另外，可以向农户

定期发送手机短信或者上门指导走访等，让农户感

受到国家和金融机构对他们的关爱，在广大农户中

形成口头宣传效应。

３５　努力创造良好的合作诚信环境

在农村小额贷款中创造良好的信用意识对进一

步提高农村小额贷款的发行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

要有意识地培育农户的信用意识，以保证小额贷款

的有序发展。国家要不断改善现有的金融环境，全

面打造良好的信用环境。金融机构先要以身作则，
管理好信贷工作人员，提高办事效率。推广 “阳光

信贷”，推行贷前公示制度，做到 “制度上墙”。树

立良好的作风，从侧面影响农户的信用意识。同时

也需要依靠村委会、村居民代表等渠道来收集农户

动态信息，加大宣传力度，共同创造农村的良好诚

信环境。为了创造公平合理的小额贷款法治环境，
公安等部门应充分发挥其严惩违法行为的作用，避

免在农村中出现强迫放贷的现象。

３６　简化闽台农业贷款手续

在闽台农业合作中能够方便快捷地得到贷款支

持，以发展生产，扩大经营，增加收入，是广大农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对农民

核发贷款证，在核定的贷款限额以内对农户发放勿

需抵押担 保 的 信 用 贷 款，既 简 化 了 农 民 的 贷 款 手

续，又方便了农民借贷。全面推广使用贷款证是有

效的解决贷款难的途径之一。另外通过在营业网点

设立农村小额贷款办理专柜或兼柜的方式增加贷款

申请受理的渠道以方便农户和企业申请贷款。同时

可以结合农户贷款与银行卡功能的力量，将借记卡

升级为贷记卡，在授信额度内采取 “一次授信、分

次使用、循环放贷”的方式，进一步提高贷款的便

利程度。

３７　构建完善的信息网络和品牌建设系统

农村小额贷款的有序开展要依靠完善的信息网

络建设，为农户提供充分的贷款信息和技术培训，
实现双方的信息对称，从而减少贷款风险，提高贷

款人的还款能力和理财能力。应充分利用计算机网

络开展业务，改善运营条件，降低运营成本，提高

运营效率和竞争力。同时，要加强小额贷款品牌建

设，在农户中逐步建立品牌意识，加强认识，并进

一步完善网络系统平台，建立起小额贷款的品牌系

统。

参考文献：
［１］吴建华 闽台农业合作的 成 效、存 在 问 题 与 对 策 ［Ｊ］ 台 湾

农业探索，２００１ （２）：１－４
［２］孙鹤，朱启臻 国外小额贷款发展的成功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Ｊ］ 世界农业，２００７ （２）：１２－１５
［３］王 丕 志 （新 起 点）闽 台 农 业 合 作：敢 于 “试 水”推 动 发 展

［ＥＢ／ＯＬ］（２００９－０７－１０）［２０１１－０６－１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ｊｔｖｎｅｔ／

ｎｅｗｓ／ｆｏｌｄｅｒ８４／２００９／０７／２００９－０７－１０２９７１２ｈｔｍｌ
［４］李国炉，袁闽川 小额贷款支持 “三农”的调查分析———以中

国邮政 储 蓄 银 行 福 建 省 分 行 为 例 ［Ｊ］ 福 建 金 融，２００９
（１１）：２６－２７

［５］郑玉君 唱好山海 经 农 业 银 行 服 务 三 农 发 展 战 略 的 福 建 实 践

［ＥＢ／ＯＬ］ （２０１０－１２－０６）［２０１１－０６－１８］ ｈｔｔｐ：／／

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ｃｈｉｎａ／ｊｒｘｗ／２０１０１２０６／０４４０９０５８７１７ｓｈｔｍｌ
［６］洪耀文 福建 农 村 信 用 社 五 年 来 深 化 改 革 加 快 发 展 纪 实［ＥＢ／

ＯＬ］（２０１０－０７－２８）［２０１１－０６－１８］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ｍｉｎｃｎ／ｄｏ

ｍｅｓｔｉｃ／ｇｎｋｂ／２０１０／０７／２８／６０００５２０＿２ｈｔｍｌ
［７］林雅秋，蔡诗钗福建省林业小额贷款的实践与思考 ［Ｊ］绿

色财会，２０１０ （７）：３－４
［８］杨勋华，周琼，郑百龙 漳台农业合作招商模式、成效与发展

思考 ［Ｊ］ 台湾农业探索，２００８ （４）：３２－３６
［９］蔡雪雄，林少伟福建农业建设资金筹措现状分析 ［Ｊ］发展

研究，２００７ （１２）：４６－４８
［１０］佚名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 《农 村 信 用 社 农 户 小 额 信 用 贷

款管理 暂 行 办 法》的 通 知 ［ＥＢ／ＯＬ］ （２００９－０３－０４）
［２０１１－０６－１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ｓｅｉｃｏｍｃｎ／ｈｔｍｌ／ｚｇｆｇ＿

５６７＿９６２７ｈｔｍｌ
［１１］张冬玲，郑鸣 两 岸 金 融 合 作 与 发 展 的 区 域 主 体 比 较 研 究

［Ｊ］ 生产力研究，２００９ （４）：９９－１０２
［１２］李欣 支持闽台农业合作 福建鼓励增加信贷投入 ［ＥＢ／ＯＬ］

（２００８－１２－０３） ［２０１２－０１－１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ｕａｘｉａｃｏｍ／

ｔｓｌｊ／ｒｄｑｙ／ｆｊ／２００８／１２／１２４３８６６ｈｔｍｌ
［１３］陈红兵 对小额贷款发展与风险管理的思考 ［Ｊ］ 湖北农村

金融研究，２００９ （９）：４３－４４
［１４］黄国良，蔡春满 提高 海 峡 西 岸 新 农 村 金 融 服 务 水 平 的 若 干

思考 ［Ｊ］ 福建论 坛：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版，２００９ （４）：１２９－

１３３
［１５］苏龙锋，李 永 超，唐 敏 金 融 支 持 “漳 平 台 湾 农 民 创 业 园”

高山茶产 业 发 展 的 思 路 与 对 策 ［Ｊ］ 台 湾 农 业 探 索，２００９
（６）：１９

［１６］吴敏 论福建农 村 金 融 服 务 体 系 的 构 建———基 于 福 建 省 农 村

农户金融供求状况的分析 ［Ｄ］ 厦门：厦门大学，２００７

４２ 台 湾 农 业 探 索 ２０１２年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