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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区银行是指在一定地区的社区范围内按照市场化原则自主设立、独立按照市场化原则运营、主

要服务于中小企业和个人客户的中小银行。社区银行有利于缓解农村地区的资金外流现象, 填补因为大型商业银

行的战略调整所出现的 农村金融服务缺口 ;其内生性使其能够适应农村地区金融需求, 实现与农村地区经济的

良性互动 ; 能够更好地解决农村信贷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因此社区银行是缓解我国农村金融困境的一种可行

途径。在目前法律框架下,发展农村社区银行主要有三种途径:改造、新设和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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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区银行的内涵和竞争力优势

(一)社区银行的内涵。

社区银行的概念来自于美国等西方金融发达国家, 其中

的 社区 概念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首创,认为社区是具有

地域、意识、团体和利益等共同特征的生活混合体,并没有一

个严格的地理限制,既可以指一个省、一个市或一个县, 也可

以指城市或乡村居民的聚居区域。社区的地域界限一般限

制在居民日常生活能够发生互动的范围之内,或者限定在能

够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生活服务设施、组织机构可以发

挥作用的范围之内。目前学术界对社区银行并没有统一的

定义。美国独立社区银行协会( ICBA , Independent Community

Banks of America )对社区银行的定义为: 社区银行是独立的、

由当地拥有并运营的机构,其资产从少于 1000 万到数十亿

美元不等。按照国际上通常所定义的概念,社区银行是指在

一定地区的社区范围内按照市场化原则自主设立、独立按照

市场化原则运营、主要服务于中小企业和个人客户的中小银

行。在经营特色和发展战略上,社区银行强调是在特定社区

范围内提供针对客户的个性化金融服务,与客户保持长期性

的业务关系。社区银行的基本体制特征源于其服务区域的

社区性, 集中表现在: 社区银行是依托所在社区社会地缘人

格信任关系网络开展信用中介活动,这种地缘人格信任关系

网络,天然内生于公民社会之中。

(二)社区银行的竞争力优势。

1.信息优势。社区银行的员工通常十分熟悉本地市场,

与贷款客户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接触,这对开展高风险的中小

企业贷款十分重要。信息不对称程度相对大银行而言较小,

风险识别能力较强, 这使社区银行在对中小企业贷款中获得

比大银行更大的安全营利空间。

2.地域优势。社区银行通常将本地区吸收的存款继续

投入到本地区, 从而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因此将比大银行

更能获得当地政府和居民的支持。由于运作都在本地,熟悉

本地市场, 条件灵活,手续简化, 速度较快, 大大降低了运营

成本。

3. 多样化优势。社区银行分布广泛,资金来源和资金使

用分散, 可以根据中小企业和农民的个性化特征设计有针对

性的服务, 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有利于细分市场 ,提供多样

化的产品, 推动金融服务的差异化发展。

4. 转换优势。社区银行通常规模都比较小, 设立所需资

本不高, 即使经营不善,其他资本也可以以不高的成本接管,

还可以根据市场中的竞争及时调整策略, 船小好调头 , 完

善其自身的各项功能。

在全球银行业中, 美国有着很大数量的资产虽小却充满

生机和活力的社区银行, 根据美国独立社区银行协会 2002

年的统计, 目前美国有 8932 家中小金融机构(如储蓄和贷款

机构等)被划分为社区银行, 这些社区银行在全美有 39094

个网点,这些网点中一半以上分布在农村, 为农村经济的发

展提供了有效的金融支持。

二、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困境的现状及成因

(一)县级金融机构大量撤并导致农村金融体系严重萎

缩。

我国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一直是向农村金融机构商业

化方向推进的, 其结果是县域金融机构在业务品种、服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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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等方面同质化严重,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明

显趋弱,于是各国有商业银行大量撤并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

区的分支机构与营业网点。仅 1999~ 2002 年 4年间, 四大国

有商业银行在欠发达省份和农村地区就撤并分支机构 3 万

多个。同时 ,上收信贷管理权限, 使基层机构的信贷机制萎

缩,沦为 吸存机器 。作为农村地区重要金融机构的农业银

行,在其他国有商业银行撤离农村后非但没能填补网点与业

务空白, 相反也撤并了大部分县以下的营业网点, 其经营方

向也从农村转向城市。

(二)资金需求的刚性增长与资金外流的矛盾。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村地区对信贷的需求量

会猛增。但资金的趋利性导致农村资金正从以下五个渠道

不断外流: 一是基层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权限上收, 演变为

单纯的吸收存款机构,并将吸收的大量农村资金通过上存流

向中心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二是邮政储蓄以贴水揽储方

式抽取了大量的农村资金,通过转存央行从农村流入城市,

加剧了农村资金体外循环。三是农村信用社在赢利动机的

驱使下,通过农转非把资金更多地投向获利机会较大的非农

领域,并以上存资金、网上拆借和购买国债等方式转移资金。

四是各商业保险开办存款性的保险业务,抽走了部分农村资

金,集中调往城市使用,加剧了农业资本的稀缺。五是从农

村起步发展起来的部分农户、个体户、经济组织随着产业规

模的壮大, 逐渐离开农村进入城市, 资产和资金也随之带离

农村。因此 ,由于农村自身资本的缺乏与制度约束, 使社会

资金由农业流向工业, 由农村流向城市,由此造成了农村严

重的资金饥渴症。

(三)金融需求多样性与金融品种单一性的矛盾。

随着农村经济产业化、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客户普遍要

求金融部门提供灵活多样、综合配套的结算、融资和中间业

务服务。但广大农村金融产品供给依旧单一,大部分乡镇金

融产品只限于存款、取款、贷款和一般的汇兑。小额信贷供

不应求,更不必说信用卡、投资顾问、项目理财、网上银行服

务。证券市场发展缓慢, 货币市场有行无市, 外汇市场无从

谈起,保险和贷款风险管理工具严重短缺。

(四)地下金融缺乏合法地位,现实处境尴尬。

由于农村金融供给严重不足,多种形式的农村民间借贷

异常活跃,并因此成为农村私人借款的主要渠道。对于农民

现实金融需求的满足来说,非正规金融市场的重要性已大大

超过正规金融市场。值得重视的是,尽管农村民间借贷普遍

存在,且现实作用十分重要, 但基本上处于非公开状态, 对经

济承受能力仍然普遍较弱的大多数农户而言,不规范的借贷

方式和较高的融资成本构成的压力仍是十分沉重的。

要改变农村金融被边缘化的现状,必须重构农村金融体

系,这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金融组织保证和金融制度保证。

而国际经验表明,解决农村金融困境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广

泛设立为中小企业和农民提供资金融通的微型商业金融机

构,其中社区银行就是微型金融机构的最基本的形式。

三、社区银行是缓解农村金融困境的一种可行途径

社区银行的内涵在于它与所在 社区 融为一体,形成金

融机构与农户、农村企业的积极互动和 良性循环 , 而这恰

恰是我国农村所缺少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 建立社区银行

的同时, 也是重建农村金融体系乃至整个农村经济体系的过

程。因此社区银行是缓解我国农村金融困境的一种可行途

径。

(一)社区银行有利于缓解农村地区的资金外流现象, 填

补因为大型商业银行的战略调整所出现的 农村金融服务缺

口 。

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推进, 国有商业银行更多地

注重将全国范围内吸收的存款转移到经济发达地区使用, 这

造成中国农村地区的 资金外流现象 , 这也成为当前我国经

济发展城乡差距扩大的金融方面的原因。另外, 国有商业银

行也在加速从农村地区撤出, 这可能将在农村地区形成金融

服务的真空, 社区银行在资金运用方面的特点之一就是将本

地吸收的资金主要用在本地市场, 因而能够缓解农村地区的

资金外流现象, 避免金融机构成为农村资金的 抽水机 。另

外,社区银行的引进能解决国有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退出基

层金融机构所导致的广大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真空化:将这

些欲撤并的网点转由民营资本控制, 或通过股份合作的方式

共同将网点改造为社区银行, 则不仅可以解决网点撤并上的

不良后遗症, 也间接解决了民营资本进入后的牌照申领问

题。

(二)社区银行的 内生性 使其能够适应农村地区金融

需求, 实现与农村地区经济的 良性互动 。

世界银行( 1989)的研究认为, 在过去的 40 多年里,很多

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努力通过引进正规金融机构向民间(包括

农村地区)提供信贷,但效果很不理想, 正式的金融安排往往

无法满足农村地区的金融需求。从外部引入金融制度,而不

是内生本地区, 是这种努力失败的最重要原因。社区银行的

内生性 也意味着其与本地经济的适应关系是动态的、持久

的,从而为农村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持久而有力的金融支持。

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巨大差别, 城市和农村金融服

务上也同样有巨大差别, 全国性的大银行很难全面地掌握不

同地区的市场和客户信息, 也很难制定一个适用于全国不同

市场的发展战略, 从而难以提供有针对性的个性化金融服

务,这为地区性的社区银行发展提供了机会, 立足于不同地

区的社区银行在掌握不同地区的客户信息方面具有独到的

优势,社区银行的设立能够针对本地区农村客户的不同需

求, 提供个性化的服务,通过发掘未开发的市场取得回报。

(三)社区银行能够更好地解决农村信贷中的信息不对

称问题。

当前, 我国农村经济的基本主体仍然是数量众多的小规

模农户,其短期、小额的资金需求是日益向大型化方向发展

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难以满足的。相对而言, 农村社区银

行在向小农户提供金融服务方面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主

要体现在: ( 1)由于员工通常是服务于某一特定的社区,对市

场和客户都很熟悉, 掌握了大量的 软信息 。所以在搜集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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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信息方面比大银行更具有优势,社区银行可以利用其自身

的信息优势来弥补授信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信息收集

成本。( 2)社区银行的信息优势使其具有较强风险识别能

力,从而能够很好地降低违约损失预期值。( 3)在信贷审批

过程中, 社区银行一般都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即使不了解

也可在当地通过多种渠道收集客户的真实信息用以风险判

断,因此对有关资信材料要求和担保条件可以适当放宽, 手

续能够适当简化,从而减少了金融机构信贷的管理成本。

此外,培育和发展农村社区银行, 可将农村地区的大量

民间融资纳入国家正规的金融渠道之内,为民间资本进入银

行业提供一个比较现实的通道, 提高农村民间金融的规范

化、组织化和机构化, 防止农村民间金融的边缘化,逐步消除

金融结构的二元化,降低潜藏的金融风险。

四、我国发展农村社区银行的路径选择

从发展的角度看,大力发展社区银行对于完善农村金融

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发展社区

银行必须从当前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从

我国的银行业的现状来看, 截至 2005 年 6 月底 ,我国有 389

家尚在运营的城市信用社和 33000 余家农村信用社,占我国

金融机构总数的 99%以上。这是一支庞大的在许多方面带

有社区银行性质的金融机构体系。社区银行如脱离这个庞

大体系,发展空间会受到很大限制。因此, 在目前法律框架

下,发展农村社区银行主要有三种途径: 改造、新设和分立。

(一)将现有小型金融机构改造为社区银行。

改造是指通过对现有金融机构加以改造,使之转型为社

区银行, 这可作为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主要途径。

原因在于:目前小银行已为数不少, 通过引进民间资本, 对现

有风险不大的、符合条件的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进行重

组和改造,使之走上市场化经营轨道是很好的选择。如果完

全抛开现有的小银行,大开政策之门, 另铺新摊子,放手组建

新的社区银行, 那么成本、风险和收益很可能会不成比例。

改造可通过三种方式: 一是通过引进民间资本,对现有风险

不大的中小银行(特别是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进行重组

和股份制改造,将其塑造为社区银行。二是对濒临市场退出

的金融网点加以改造, 如国有银行的基层机构、关闭后的信

用社等,利用其机构场所、专业人员和客户资源,调整业务结

构为社区提供服务。三是引导民间金融, 使之合法化、规范

化。通过社区银行来疏导民间资金交易, 可以降低金融风

险。

(二)由民营企业资本组建新的社区银行,在某些改造成

本高于新建 ,或改造后负面效应大于改造前的地区, 新建社

区银行。

新建的社区银行将为现有银行体系引入更多的竞争力

量。新设社区银行是按照市场监管准入条件,通过发起人共

同投资入股方式建立起新的金融服务机构,如浙江台州的泰

隆信用社。在新设过程中,可以允许合规民营资本参股社区

银行, 但要特别关注社区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关联交易,

防止民营企业利用持股变相 圈钱 的行为。在社区银行设

立初期可以考虑由地方政府财政牵头入股, 但须逐步退出,

引导社区银行的资本结构全部或主要由民间资本构成,完全

按照市场机制运作。

(三)分立。

分立是依托现有金融机构组织体系, 将其中适合社区发

展的金融服务和职能从原有的机构中分拆出来, 成立专业化

的机构。目前可将小额信贷和支农贷款从农村信用社中独

立出来, 组建小额信贷机构,逐步建成社区银行; 同时按机构

企业化方向改革邮政储蓄机构,逐步实现邮政与邮储分离,

组建邮政储蓄银行, 通过众多网点为社区服务。据邮政储汇

局统计, 到 2006年 3 月末, 我国邮储存款余额达到 1. 48 万亿

元, 占居民存款总额的 10% , 在全国拥有 3. 6 万个网点,其中

县及县以下农村网点占 2 3 以上, 而且, 邮政储蓄 65%的资

金来源于农村, 而几乎 90% 以上的资金都通过转存央行或

者以协议存款的方式转存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等途

径, 实现资金从农村大量向城市的逆向流动。这不仅有可能

影响到农村金融发展, 甚至有可能使得邮政汇兑业务畸形

化,以服务于邮政储蓄业务的利益冲动(钟伟, 2004)。随着

邮政体制改革方案 的通过, 组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工作即

将进入实施阶段, 因此, 可以适当考虑基层邮政储蓄机构的

社区银行化。

在农村发展社区银行,是在现有的以四大国有银行、农

村信用社以及邮政储蓄为主的金融渠道之外一种新的金融

制度安排, 需要配套协调的金融环境支持和外部监管约束机

制。具体来看, 诚实守约的信用环境、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

市场化的农村担保评估体系以及有效的监管制度对社区银

行的良性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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