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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1+8”城市圈农村金融深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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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乡统筹发展是武汉“1+8”城市圈重要改革目标之一,但目前城市圈农村经济发展远落后于城镇

经济。以规范分析为主导,从农村金融深化的主体(政府、金融机构、农户和企业、非金融中介和教研机构)的角

度分析了武汉“1+8”城市圈农村金融的现状,由此提出金融深化的对策,以推动城市圈农村经济的发展。具体

建议如下:完善农村金融辅助体系,加强城市圈不同城市政府部门的协作,并依托产业链使得城乡共享辅助性资

源;丰富农村金融服务的品种,开发农民工客户;大力发展新型关系型融资模式,减少信息约束;拓展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的业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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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12月7日,武汉“1+8”城市圈被国务

院批准为全国“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城
乡统筹发展是其重要改革目标之一。根据湖北省统

计年鉴(2000-2008)和武汉市统计年鉴(2000-
2008)得知(全文数据均来自此2个年鉴),目前城市

圈内农村经济发展远落后于城镇经济:2008年城市

圈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约4838元、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约12009元,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生

产总 值 分 别 是761.20亿 元 和3170.37 亿 元,

2000-2008年城市圈内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平均增

速分别是9.83%和14.25%。本文将探索如何实现

武汉城市圈农村金融深化,以更完善的农村金融体

系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20世纪60-90年代,在农村金融方面国外学

者先后提出了农业信贷补贴论、农村金融市场论和

不完全竞争市场论。三叉理论认为有利的政策环

境、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促进机构的发展是解决农

村金融问题的3个关键因素[1];2004年的佐治亚锡

尔岛八国峰会制定了建立内生性农村金融体系的基

本框架———包括顾客、金融服务提供者、金融基础设

施和相关服务、法律和监管的体系。三叉理论、内生

性金融体系是在不完全竞争市场论的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围绕着“适度政府干预”提出了日趋完善的农

村金融深化框架。此外,微型金融、小额信贷等也是

国外学者的研究重点。中国学者[2-4]对农村金融深

化的研究稍显滞后,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测度中国

农村金融服务现状、探讨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未能有

效满足“三农”需求的原因、探索中国农村金融改革

等。武汉“1+8”城市圈是新生区域经济体,国内外

学者尚未对其农村金融进行系统研究。因此,结合

国外最新研究成果,探索如何使其有效实现农村金

融深化将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一、武汉“1+8”城市圈农村金融深
化的界定

  Shaw[5]最早提出了金融深化的概念,指的是金

融交易(financialtransaction)通过市场并以快于非

金融活动增长的速度扩张的一个过程;Nobuhiro
等[6]认为金融深化和金融发展是等同的;Claudio[7]

认为农村金融深化旨在减少金融服务的无效率缺

口、不充足性缺口和可行性缺口。以上界定较好地

概括了金融深化的本质,但是,没有阐述金融深化的

一般过程。本文结合不完全竞争市场论及其范式下

的三叉理论、内生性金融体系,认为农村金融深化是

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一般结构包括其物理组成成分

和相互关联的总和(如图1所示):政府、金融机构、
农户和企业、非金融中介和教研机构等主体共同构

成了农村金融深化的空间结构,并通过资金、信息、
科技、人才等要素的交流实现各主体的互动,从而形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总92期)

成了紧密的组织体系,强化了系统的自生能力。随

着系统的不断发展,其一般结构在不断调整,但系统

的功能结构是稳定的,并构成了其自身独特的核心

价值。对于武汉“1+8”城市圈农村金融深化,其核

心价值是促进该区域形成农业产业分工、特色农业

产业带和农业产业优势,从而带动武汉“1+8”城
市圈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城市圈经

济的繁荣。

图1 武汉“1+8”城市圈城市农村金融深化系统

  二、武汉“1+8”城市圈农村金融深
化的现状分析

  1.政府间合作、法律和监管不完善

在武汉“1+8”城市圈农村金融深化过程中,政
府将是实现其他主体协作、加速不同主体间资金、信
息、科技、人才交流的核心纽带,对金融深化进程起

着主导作用。这种主导作用以“干预”为主要特征,
但干预深度是随经济发展水平而变化的,其最终目

的是使得武汉“1+8”城市圈农村金融深化实现自生

性。农业的弱质性、高风险等特点使得农业的资本

积累进程缓慢,但倘若政府不行使干预,“城乡二元

化”“三农问题”将出现恶性循环,并对区域的工业化

发展形成制约。同时,区域内不同地区存在利益冲

突,但彼此间存在整合、均衡发展的必要性。目前,
武汉“1+8”城市圈内城乡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而城

市圈9个城市的农村地区的发展也不协调(如图2、
图3所示):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来看,武汉市

农民年均纯收入与其他城市的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

势,黄冈市农民的纯收入最低;从第一产业生产总值

来看,黄冈、武汉、孝感的较大,其他城市的均较小,
且增速缓慢。不同城市间“三农”发展水平的较大差

异给城市圈的整合带来了巨大挑战,同时也给政府

部门的协作提供了巨大空间。根据武汉城市圈规

划,政府计划在城市圈内形成蔬菜、水产品、稻米、棉
花、油菜、生猪6大产业带,家禽产品、牛奶产品、绿
茶、板栗、蜂产品、中药材、蚕茧产品、苎麻产品8大

产品基地。因此,产业规划是武汉城市圈农村实现

金融深化的重要依托,但目前政府部门并没有制定

图2 武汉“1+8”城市圈城市、湖北省农民年平均纯收入

图3 武汉“1+8”城市圈城市第一产业年生产总值

清晰的战略合作框架。
同时,政府还应塑造有利的法律和监管环境,为

武汉“1+8”城市圈农村金融深化提供内生性的支

撑。因为法治环境是影响金融生态最直接、最重要

的因素[8],决定着农村金融发展、深化的空间。而有

效的监管将有利于形成健全的信息披露机制、完善

的信息流通渠道、风险预警体系,从而有利于农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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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深化的可持续性。目前,武汉“1+8”城市圈各级

政府在这方面没有详细的规划。

2.非金融中介和教研机构资源匮乏

非金融中介是指通过专业知识、技术服务在金

融深化过程中提供公证性、代理性、信息技术服务性

等中介服务的机构,主要包括审计机构、律师事务

所、信用评级机构、担保机构、资产评估机构、行业协

会、技能培训机构等各类组织,其可以降低交易成

本、扩展金融的服务边界、提高金融机构的技能、增
加金融服务的信息交流和透明度。

教研机构是武汉“1+8”城市圈农村金融深化过

程中的智力资源,其不仅包括培养金融专业人才的

大专院校和从事金融研究的科研院所,还包括从事

农业技术研发的相关学校和研究机构等。其作用主

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为武汉城市圈农村金融深化

提供金融专业人才库;第二,农业科技水平、农村生

产率的提高是武汉城市圈农村金融深化的保障。
非金融中介和教研机构是金融深化的润滑剂,

但以上两类资源主要集聚在武汉“1+8”城市圈经济

发达的城区,在农村地区则十分匮乏。由于农村经

济的欠发达,非金融中介、教研机构在农村地区不具

备自生性,但是,依托产业链和城乡经济的协同发展

则可以使得这些辅助性资源自武汉城市圈的城区向

农村输入。

3.金融机构对“三农”渗透率低

金融机构包括非正规金融机构、半正规金融机

构、正规金融机构,其种类和数量直接决定着农村金

融服务的能力和质量。由于非正规金融机构、半正

规金融机构的活动难以测度[9],本文仅分析正规金

融机构。目前,武汉“1+8”城市圈内已初步形成了

以湖北农村信用联社(湖北信用联社的部分县级分

社正筹划改制为农村合作银行,截至2010年3月,
武汉“1+8”城市圈内已有武汉农村信用合作社改制

为农村商业银行)合作金融为主体,中国农业银行和

邮政储蓄银行等商业金融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政策

金融各司其职,三者间彼此分工合作、相互配合的农

村金融体系(截至2010年3月,武汉“1+8”城市圈

中还有4家村镇银行和一些非正式金融组织)。但

从实际考察来看,该体系对城市圈内农村经济的渗

透率还很低,具体表现在以下2个方面。
(1)网点布局偏离农村经济。湖北农村信用联

社、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在武汉“1+8”城市

圈内网点数量众多,是城市圈内农村金融服务供给

的主体,但这些机构的网点分布十分不均:首先,网
点密度与城镇化率成正比,如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

邮政储蓄在城镇化率高的武汉市、黄石市网点密度

是0.073家/km2、0.021家/km2,而在城镇化率较

低的黄冈市、咸宁市网点密度是0.016家/km2、

0.012家/km2;其次,它们在城区内布设了相当多的

网点,如仙桃市的72家农信社网点中有26家位于

城区。而对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

构,其网点稀少,未能广泛渗入到农村地区。
(2)金融产品和服务存在缺口。目前,中国邮政

储蓄、湖北农村信用联社所推出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虽然关注了“三农”,但金融产品种类过少,服务手段

比较落后。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品种齐全,服务手段

多样,但多是面向城市居民、企业的,缺乏定位于“三
农”的金融产品和服务;2007年其开始进行股份制

改革,探索一套适用于“三农”和县域业务发展的制

度体系和运行机制。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主

要集中在粮棉油收购信贷,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

款等方面作用有限。

4.农户和乡镇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未得到满足

农户和乡镇企业需要获得方便、灵活并经过合

理定价的、广泛的金融服务,并且,它们对金融服务

的需求驱动着农村金融深化的进程。
(1)武汉“1+8”城市圈农户的金融需求。农户

作为基本消费单位时,其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是多层

次的,包括由医疗(截至2010年,武汉“1+8”城市圈

全部实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教育、婚丧嫁娶、建
房等非生产性活动所衍生的金融服务需求。从农民

的收入结构来看,工资性收入由2000年的24.14%
增至2008年的37.42%,反映武汉“1+8”城市圈内

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通过务工来取得收入。由于经

济发达的城区就业机会多,大多数农民会选择进城

务工。虽然,这些农民的工作、生活、消费基本都在

城区,但其收入水平一般低于城市居民,城市金融机

构针对城市居民所开发的金融产品、服务大多无法

满足其需求。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农村

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在城区虽有大量网点,但由于目

前还未足够重视农民工市场,其现有产品和服务同

样也不能有效满足农民工的需求。
农户作为生产单位时,其主要金融需求是融资。

目前武汉“1+8”城市圈内湖北信用联社、中国邮政

储蓄虽然推出了小额信贷以满足农户要求,但尚无

有效的激励共容机制,农户生产性投资需求没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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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根本满足:2000-2008年期间,湖北省农民家庭

人均生产支出仅986元,而其消费支出达2305元,
二者相差悬殊,武汉“1+8”城市圈的情况与之类似,
反映了该问题的存在。

(2)武汉“1+8”城市圈企业的金融需求。乡镇

企业是农村地区的重要生产单位,1990年以前其大

多属于集体企业,在1990-2000年的产权制度改革

后,个体、私营企业成为乡镇企业的主体。在2000-
2005年期间,武汉“1+8”城市圈农村私人固定资产

投资虽然没有大幅下滑,但远低于城镇私人固定资

产投资的规模和增速;在集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

方面,农村的不断下降,并于2005年开始落后于城

镇(如图4所示)。农村的私人固定资产投资和集体

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是乡镇企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但
它们不仅在绝对量上存在下降趋势,而且在城市圈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从2000年的14.05%
一直下降到2005年的5.11%。因此,融资服务偏

离乡镇企业是显而易见的。

图4 武汉“1+8”城市圈城乡集体经济、

私人年固定资产投资

  三、武汉“1+8”城市圈农村金融深
化的对策和建议

  1.完善农村金融辅助体系

政府、非金融中介和教研机构等辅助机构是农

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武汉城市圈农村金

融深化的进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武汉“1+8”城
市圈农村金融深化需要政府部门的适度干预和合理

引导,并与武汉城市圈农业优势产业的形成、发展紧

密相连,具体对策和建议包括:①依托武汉市政府,
加强不同城市政府部门的协作,并依托城市圈的产

业规划,将城乡经济有效链接,共享非金融中介和教

研机构等辅助性金融资源;②从基层到上层、从主要

到次要逐步优化农村金融基础设施与相关服务,提
高金融交易的效率;③加强金融法律建设和监管,奠
定农村金融发展、深化的空间,完善农村信用体系,
构筑城市圈农村金融体系的基础面。

2.完善和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

(1)丰富农村金融服务的品种,开发农民工客

户。武汉“1+8”城市圈内农民收入水平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并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对投资、担保、保
险等金融服务的需求将不断增加,因此,湖北农村信

用联社、中国农业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需要增强自

身的营销能力、创新能力,针对农民的需求特点,开
发、提供相应的金融产品、服务。同时,对于农民工

客户,湖北农村信用联社、中国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

还可以通过城乡网点互动,设计针对农民工需求的

产品。
(2)大力发展新型关系型融资模式,减少信息约

束。第一,推广“龙头企业+担保机构(信用社)+农

户”信贷模式。它不仅可以有效地避免农户市场的

分散,而且龙头企业凭借对生产基地内农户的生产

状况、技术、现金流的了解,组建贷款-担保联盟,不
仅有利于自身扩大加工规模、实现规模效应,也有利

于农户扩大农业生产投资、金融机构降低风险和成

本。第二,发展乡镇企业供应链金融业务。基于核

心企业的乡镇企业供应链金融业务将借助交易链均

衡分配资金,不仅减轻信息约束,还将促进城乡企业

发展联动。
(3)拓展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2007

年银监会批准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开办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等业务。其应该在

武汉“1+8”城市圈内积极参与中长期信贷,成为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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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searchonRuralFinancialDeepening
ofWuhan“1+8”MetropolitanArea

ZHOUYu-ping,CHENZhong-fei
(CollegeofEconomics,WuhanUniversityofTechnolog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IthasbeenoneoftheimportantaimsoftheWuhan“1+8”MetropolitanArea(WMA)

torealizeurban-ruralharmoniousdevelopment.However,theruraleconomyfarlagsbehindtheurbane-
conomynow.Thisthesisisorientedbynormativeanalysisandexaminestheruralfinancialsituationin
WMAfromtheaspectsofprincipalsinvolvedinruralfinancialdeepening,i.e.thegovernment,thefinan-
cialinstitutions,thepeasantsandenterprises,non-financialintermediaries,educationandresearchinstitu-
tions.Thenitexploredthecountermeasuresoffinancialdeepeningtoimprovethedevelopmentof
WMA’sruraleconomy.Thedetailedadvicesareasfollows:foronething,itisabouthowtoimprovethe
auxiliarysystemofruralfinancialdeepening,whichincludesenhancingcooperationamonggovernments
indifferentcitieswithinWMAandsharingsupportiveresourcesbetweenruralandurbanareasonthein-
dustrial-chains.Foranotherthing,itisabouthowtoimproveandinnovatetheruralfinancialgoodsand
services,includingenrichingthevarietyoftheruralfinancialservices,developingtheclientofpeasant
workers,promotingtherelationshipfinancingtoreducetheinformationrestrictionandexpandingthe
businessscopeofAgriculturalDevelopmentBankofChina.

Keywords theWuhan“1+8”MetropolitanArea;theruralfinancialdeepening;theruralindustry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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