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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WOT 分析的中国农业银行
县域信贷市场定位及战略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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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SWOT分析法,对中国农业银行在当前县域信贷市场中的优势、劣势、机会与威胁进行了全

面分析。结果表明:未来中长期内,农行在县域信贷市场内应逐步谋求经营策略的差异化。为此,农行应以批发

贷款、委托代理、资源共享等多种合作方式,逐步深化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间的合作,从而在实现合作双方“扬长

避短”的同时,不断增强自身县域各分支机构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对农行今后在县域信贷市场中的战略组合给

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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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7月中旬,中国农业银行(以下简称农

行)在沪港两市相继成功上市。自此,农行开始正式

登陆资本市场,全面接受海内外投资者的检验。毫

无疑问,对农行而言,如何做大做强三农金融业务,
消除外界对其县域盈利能力的担忧,将成为其通往

成功之路的关键性一步。要做到这一点,农行首先

应对其在县域信贷市场中的定位作出准确判断,进
而制定出合理有效的竞争战略。为此,本文运用

SWOT分析法对农行目前在县域信贷市场中优势、
劣势、机会与威胁进行了全面分析[1-2],并在此基础

上对农行今后在县域信贷市场中的战略选择给出了

相关建议。

  一、农行县域信贷市场定位的

SWOT分析

  1.优势分析

(1)县域信贷市场中规模优势明显。农行在县

域信贷市场中的规模优势主要体现在营业网点覆盖

面以及信贷规模2大方面。在营业网点覆盖面方

面,据2009年农行年报披露,截至2009年底,农行

营业网点已覆盖了全国99.5%的县级行政区域。
有数据表明(见表1),目前在银行类金融机构县域

网点总量中,农行所占比重虽然小于农信社和邮政

储蓄银行,但明显大于其余机构,这表明目前农行在

表1 2008年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数及贷款余额占比 %
金融机构 农行 其他大型商业银行 邮政储蓄银行 农村信用社 政策性银行 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 总计

营业网点数 12.1 11.4 23.0 45.4 1.4 6.7 100.0
各项贷款余额 13.6 33.7 0.4 28.9 10.5 12.9 100.0

 数据来源于中国银监会。

县域网点覆盖面上依然占有一定优势;在信贷规模

方面,截至2008年底,在银行类金融机构县域各项

贷款余额总量中,农行占据了13.6%的市场份额,
位居市场前列,这表明相比其他县域金融机构,农行

在贷款总量上亦占有相对优势。
(2)县域信贷市场中资金优势显著。农行在县

域信贷市场中的资金优势既体现在可用资金总量方

面,也体现在资金使用成本方面。在可用资金总量

方面,农行可以充分利用其遍布全国城乡的营业网

络吸收大量存款作为其运营资金,而地方中小型银

行类金融机构受区域性经营政策所限,其在吸存总

量上显然难以超过农行。随着农行的成功上市,农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总94期)

行在此方面的优势无疑还将进一步得到放大;在资

金使用成本方面,据农行于2010年7月13号正式

签署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A股)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农行招股说明

书》)披露,截至2009年底,活期存款在农行存款总

量中所占比为55.5%,存款付息率为1.49%,均为

同业最佳水平,这表明与其他县域银行类金融机构

相比,农行在资金使用成本上占有一定优势。此外,
小额贷款公司等非银行类县域金融机构由于无合法

吸储资格,其与农行相比在可用资金总量以及资金

使用成本2方面均处于较大的劣势。
(3)信息化水平在县域内占据领先地位。经过

多年的建设,目前农行已成长为我国县域内信息化

水平最高的金融机构之一。硬件方面,据《农行招股

说明书》披露,截至2009年底,农行在县域内共拥有

3398个自助银行、4666台自助服务终端、15350
台ATM、88089台POS机以及606823台转账电

话;软件方面,目前农行在县域内已建成了一套完整

的电子信息系统,其县域客户可以通过该系统下的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等多条信息渠道享受

到全面专业的信贷服务。此外,其位于成都的“三
农”客服中心也已于2010年3月开始正式上线运

营。与之相对的是,大部分地区性中小型县域金融

机构(特别是地处中西部的县域金融机构)受当地经

济发展水平与自身实力所限,其信息化水平在软硬

件方面均与农行存有或大或小的差距。
(4)县域信贷产品体系完备。相对于中小型县

域金融机构,目前农行已形成了包括多种信贷产品

在内的县域信贷产品体系。从客户类型来看,其县

域客户对象既包括政府和大中型企业,也包括微小

型企业和个人;从信贷规模来看,其既能发放大额贷

款,也能提供小额贷款;从产品种类来看,其既能提

供传统的信贷产品,也能提供多种新型定制型信贷

产品。毫无疑问,完备的县域信贷产品体系有助于

农行扩展其盈利渠道并有效分散风险,进而最终帮

助农行提高自身在县域信贷市场中的竞争力。与之

相对的是,众多中小型县域金融机构受自身规模或

相关政策所限目前大多仍仅能为特定客户群体提供

少量信贷产品选择,其在产品体系建设方面远落后

于农行。
(5)县域信贷经验丰富且品牌知名度高。自

1951年成立之初,农行便已正式进驻我国县域信贷

市场。数十年间,农行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实际操作

经验,还获得了宝贵的品牌认知度。与之相对的是,
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等区域性

县域金融机构不仅在县域信贷经验方面与农行相比

稍显欠缺,并且由于该群体缺乏如农行那样由公众

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对“国有银行”的固有社会认同

感,从而使其目前在县域信贷客户群体中的品牌号

召力远不如农行。此外,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以

及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近5年来才开始

逐渐进入县域信贷市场,邮政储蓄银行更是仅于

2007年3月20日才正式挂牌成立,较短的县域信

贷经营史使得该群体目前在县域信贷经验与品牌知

名度2方面与农行相比亦均处于相对劣势。

2.劣势分析

(1)县域信贷业务的盈利能力相对较弱。长期

以来,农行在县域内的盈利能力一直处于相对弱势

的状况,具体表现为其在县域内的贷款加权利率一

直偏低。有数据表明(见表2),2007年农行只有

13.2%的县域贷款利率处于1.3倍贷款基准利率以

上,而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以及农村合作银行

处于此贷款利率空间的比例则分别达到了83.7%、

42.8%和75.4%。另据《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

2008》披露,2007年7家试点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加

权平均利率与贷款基准利率之比为3.03,几乎为农

行相应指标的2.7倍。有数据表明(见表3),截至

表2 2007年末农村金融机构实际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分布 %

浮动区间 [0.9,1) 1 (1,1.1] (1.1,1.3] (1.3,1.5] (1.5,2] 2以上 总计 A/B
农行 15.1 25.5 16.4 29.7 8.6 3.7 0.9 100.0 1.13

农业发展银行 6.3 90.2 2.3 1.0 0.1 0.0 0.0 100.0 1.00
农村信用社 2.3 2.2 2.1 9.8 20.7 52.8 10.2 100.0 1.60

农村商业银行 7.8 7.5 12.2 29.7 27.4 15.4 0.0 100.0 1.29
农村合作银行 0.4 6.7 4.2 13.3 37.7 34.5 3.2 100.0 1.47
其他金融机构 16.8 24.7 18.4 31.2 6.5 1.8 0.6 100.0 1.11
涉农金融机构 9.4 19.5 10.2 20.3 14.0 22.4 4.1 100.0 1.31

 注:A/B表示各农村金融机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与贷款基准利率之比,表中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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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07年末县域金融机构资产利润率对比 %

金融机构 全国县域金融机构 农村商业银行 农业发展银行 农村合作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资产利润率 1.02 1.76 1.52 1.37 0.88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08》及《农行招股说明书》。

2007年末,农行县域内资产利润率不仅低于农村商

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与农村合作银行,而且落后于

全国县域金融机构的平均水平。由此可见,当前农

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其在县域内的议价能力较

弱,并直接导致其在盈利能力方面处于相对劣势。
(2)县域信贷业务的运营成本相对较高。在当

前的县域信贷市场内,面对县域客户对信贷资金“短
期、小额、多笔”的现实需要,农行自身规模优势所带

来的经济收益往往会被迅速增加的运营成本所吞

噬。与之相对的是,县域中小型金融机构(特别是以

小额贷款公司为代表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县域

内经营信贷业务的运营成本则相对较低。究其原

因,主要有3点:首先,该群体较小的经营规模有助

于自身降低经营过程中的人员及设备支出成本;其
次,该群体根植于社区的本地化优势有助于其缓解

与客户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而有利于其削减在放贷

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最后,该群体自身信贷业务操作

的管理链条与流程往往更为精炼、操作手续亦更加

简单,因而其运营费用往往亦更少。
(3)县域信贷风险防范能力相对较弱。近2年

来,农行逐渐加强了针对三农金融业务的风险防范

体系建设,其县域不良贷款率亦同时出现了明显下

降。据《农行招股说明书》披露,2008至2009年,农
行三农金融业务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仅为5.51%与

3.69%。然而,有数据表明在股改前几年(见表4),
农行县域分支机构的不良贷款率均维持在30%以

上,大大高于全国同期县域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的

平均水平。事实上,近2年来农行县域不良贷款率

的大幅降低并非主要源于其风险防范能力得到了实

质性的提高,而更多的是得益于农行自股改以来对

其县域分支机构不良资产的巨额剥离以及相关呆账

的大量核销,这也就意味着相比于其他县域金融机

构,目前农行自身风险防范能力依然不容乐观。
表4 全国县域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对比 %

年份 2007 2006 2005 2004

农行县域分支机构不良贷款率 30.7 31.1 33.3 34.4
县域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不良贷
款率 12.7 24.8 16.1 14.1

全国县域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 13.4 16.6 19.6 22.4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08》。

(4)县域网点建设存有缺陷。经过多年努力,农
行目前在县域网点建设方面已取得了诸多成绩,但
仍然存有不少缺陷。例如,在网点差异化建设方面,
目前农行大部分县域网点的信贷经营策略依然为与

其同业进行同质化竞争,针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

批发贷款、委托代理等差异化创新型信贷业务则较

为鲜见;在网点布局建设方面,虽然农行自1998年

以来便已开始着手逐步对其县域分支机构进行撤并

精简,但受国家政策等相关因素的影响,目前农行县

域网点占机构总数的比重依然位居所有大型商业银

行之首。由于县域网点经营策略的同质化不利于提

高农行各县域分支机构的盈利水平,在当前县域经

济与信贷环境仍然有待发展的情况下,农行目前相

对较高的县域网点比重显然会使其在与其他大型商

业银行的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
(5)县域员工总量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并存。为

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农行自2000年以来逐步启动了

针对其县域员工的减员分流工作,但数据显示(见
表5),截至2006年底,农行县域内每家服务网点机

构平均拥有的员工人数为15.94人,该指标虽然略

小于农业发展银行,但大幅高于农村商业银行、农村

合作银行与农村信用社,考虑到当前农行在县域内

的资本利润率均低于上述机构,这表明目前农行在

县域内员工总量过剩的问题依然未得到实质性解

决;另一方面,面对近年来小额信贷等新型农村金融

业务的蓬勃发展,农行自身也推出了“惠农卡”等业

务予以应对,但受制于小额信贷专业人才的短缺,其
推广成果亦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这意味着目前

农行在县域内不仅面临员工总量过剩的难题,同时

也还遭受着员工结构性短缺的困扰。
表5 2006年各县域金融机构网点

平均员工数量对比 人

金融机构
中国农
业银行

农业发
展银行

农村商
业银行

农村合
作银行

农村信
用社

网点平均员工数 15.94 17.80 7.92 9.54 8.98

 注: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发布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3.机会分析

(1)我国县域信贷市场增长潜力巨大。受益于

城镇化推进及县域产业结构升级,未来数十年间我

国县域信贷市场总量有望持续增长。在城镇化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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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据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城市蓝皮书》披露,

2000至2009年间,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约1.2
个百分点。预计至2015年和2030年,我国城镇化

率将分别达到52%和65%左右;在产业结构升级方

面,援引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00至2008年间,
第一产业在县域GDP中所占的比重下降了8.7个

百分点。预计受城镇化推进及东南沿海产业转移的

影响,未来二三产业在我国县域GDP中所占比重将

有望持续增加。显然,上述2大因素均有助于直接

拉动未来我国县域地区对基础设施建设、企业生产

及个人消费等方面的信贷需求,从而在形成一个规

模巨大的信贷市场“蓝海”的同时,为农行实现三农

金融业务的快速成长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机会。
(2)我国县域信贷市场外部环境持续改善。近

年来,我国县域信贷市场外部环境出现了逐年改善

的趋势。在征信体系建设方面,据《中国农村金融服

务报告2008》披露,截至2007年底,全国已建立

7400余万户农户信用档案,评定信用农户5000余

万户;在农业保险体系构建方面,援引中国再保险集

团总裁吴高连在首届“亚太区农业保险再保险国际

研讨会”上发布的数据,截至2009年底,我国参保农

户超过了1.33亿户,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

第二大农业保险市场。此外,近年来各地亦逐步加

强了针对各类型的担保基金、担保机构以及资产拍

卖与产权转让市场的建立健全工作。显然,征信体

系的建设有助于缓解县域金融机构与其客户之间的

信息不对称,农业保险的持续发展则有利于分散县

域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融资抵押担保机制的建设

则在进一步降低县域金融机构经营风险的同时,亦
有助于解决贷款抵押物难以变现的问题。有数据表

明(见表6),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近年来我国

县域金融机构在其不良贷款率出现持续下降的同

时,其资产利润率和利润总额均得到了明显提高,这
表明县域信贷市场外部环境持续改进的积极影响正

在逐步显现。
表6 全国县域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与经营状况[3]

年份 2007 2006 2005 2004

全国县域金融机构
不良贷款率/%

13.4 16.6 19.6 22.4

全国县域金融机构
资产利润率/%

1.02 0.6 0.3 0.2

全国县域金融机构
利润总额/亿元 704.8 351.2 181.0 99.9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08》。

(3)农行试点县域支行享有一定政策优势。根

据人行、财政部、银监会于2010年5月14日发布的

《关于深化中国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

点有关事项的通知》,农行在四川、重庆、湖北、广西、
甘肃、吉林、福建、山东这八个进行“三农金融事业

部”改革试点省(区、市)下辖的561个支行的涉农贷

款业务将能得到同农村信用社相似的政策扶持,具
体包括对农行试点县域支行实行税收优惠、免受业

务监管费和机构监管费、实行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

等多项优惠政策。此项政策的出台,使得农行试点

县域支行拉平了先前同当地农村信用社之间的优惠

政策差异,并进而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相对其

他大型商业银行、地区商业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

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政策优势。

4.威胁分析

(1)我国县域信贷市场内经营风险依然相对较

高。虽然近年来我国县域地区的信贷环境出现了持

续改善的趋势,但受制于其依旧相对薄弱的经济基

础与信用环境,县域信贷市场相对于城镇信贷市场

经营风险较高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以农行

为例,据《农行招股说明书》披露(见表7),2007至

2009年间,农行三农金融业务的不良贷款率虽然呈

总体下降之势,但仍高于其总体信贷业务的不良贷

款率,这表明截至目前为止,我国县域地区内的信贷

市场经营风险仍然高于城镇地区,并将继续对包括

农行在内的县域金融机构信贷业务的展开造成持续

性威胁。
表7 农行不良贷款率 %

年份 2009 2008 2007

农行三农金融业务不良贷款率 3.69 5.51 31.91

农行信贷业务总体不良贷款率 2.91 4.32 23.57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A股)招股说明书》。

(2)我国县域信贷市场内竞争不断加剧。受近

年来县域金融市场改革不断深化及相关政策持续推

进的影响,当前我国县域内金融机构间竞争加剧的

趋势开始日趋明显。从机构种类来看,2005年以来

以小额贷款公司为代表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开始逐

渐步入历史舞台。此外,随着我国对海外金融机构

政策性限制的逐渐放松,近年以来外资银行也已开

始陆续渗入到了我国的县域地区;从竞争层次来看,
以农行为例,其除在传统的中低端市场仍将继续面

对农信社及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不断蚕食外,其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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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利润率较高的高端市场亦将受到其他商业银

行及外资银行的持续性挑战。在此情况下,农行

运营三农金融业务的盈利压力必将持续增大,其
县域分支机构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亦将受到一定

威胁。
(3)经营三农金融业务的合规风险增大。为确

保农行完成金融支农惠农任务,银监会于2009年5
月发布了《中国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与

监管指引》,以加强对农行运营三农金融业务的有效

监督。依此文件要求,今后农行不仅应进一步建立

健全三农金融业务的组织构架和经营机制,还必须

在县域贷款结构、支农贷款增速、三农金融业务相关

盈利水平及风险控制指标等方面接受银监会的全面

监管与考核。一旦未能达到相关考核指标,农行将

有可能面临来自于银监会的相应处罚。毫无疑问,
上述监管措施的存在,将使农行未来在县域信贷市

场内的战略选择、资源配置以及盈利水平等多个方

面受到持续性压力。一旦未能按期完成相应监管

指标,农行不仅将直接面临相关监管处罚,其自身

目前在县域内较高的品牌价值亦将会得到间接削

弱,进而对农行在县域信贷市场的竞争力造成一

定威胁。

  二、农行县域信贷市场定位的战略
选择

  基于SWOT分析,文本认为农行今后在县域内

的发展战略应逐步转向差异化信贷经营策略,从而

确保各县域分支机构在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与外部机

会的同时,能够有效降低自身劣势与外部威胁所带

来的不利影响。
具体而言,一方面,针对县域大中型企业,农行

应进一步提高其服务质量、加快开发诸如针对县域

龙头企业的供应链融资业务等新型信贷产品,提升

自身相对其他大型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

面,针对乡村微小企业、商贸流通企业、个体工商户

以及种养农户,农行可逐步收缩对其零售业务,转而

选择同中小型县域金融机构(特别是其中的新型农

村金融机构)开展诸如批发贷款、委托代理、资源共

享等方面的合作,从而在充分利用自身资金优势的

同时有效降低运营成本与风险,并最终达到提高各县

域分支机构盈利水平的目的[4-5]。基于上述观点,结
合农行之前所提出的“3510”战略,文本建议农行未来

在县域内采用如下的信贷战略组合,分析框架见

图1。

图1 农行县域信贷市场SWOT分析

  (1)近期(2010-2013年),建议农行在县域内

整体上先采用S-T战略(防御战略)。此阶段内,
在县域信贷经营风险依然较大且竞争不断加剧的情

况下,农行首先应进一步持续推进其县域网点与人

员的优化整合、努力提高风险防范水平,从而确保三

农金融业务不会对自身整体盈利水平产生显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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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与此同时,农行还应加快推进其各县域分支机

构信贷业务差异化运作的可行性研究,期间的工作

重点应在于加快研究总结与各类型新型农村金融机

构间的合作方式及可行性,并在部分区域内进行相

关试点。
(2)中期(2013-2020年),建议农行在县域内

整体上逐步推行 W-O战略(竞争战略)。此阶段

内,在总结前期与各类中小型县域金融机构间合作

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农行各县域分支机构应因地制

宜地构建出适应于当地信贷市场发展水平的差异化

信贷业务体系,并加大对其自身信贷经营特色的市

场宣传。与此同时,农行总行及其各分支机构还应

积极推动有关政府部门出台相关鼓励扶持政策,以
为其各县域分支机构的差异化信贷产品体系建设争

取更为宽松的外部环境。
(3)远期(2020-2030年),建议农行在县域内

整体上开始采用S-O战略(进攻战略)。此阶段

内,在我国县域经济继续发展、信贷环境持续改善的

情况下,农行在县域内应进一步加大与各类中小型

县域金融机构间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同时逐步加大

对三农金融业务的投入力度,巩固并提高各县域分

支机构的盈利水平,最终实现各县域网点的可持续

发展。
值得说明的是,受国家政策制约,农行不可能完

全放弃县域信贷市场,故不考虑 W-T战略(撤退

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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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usingSWOTanalysis,thispaperanalysestheadvantages,weaknesses,opportunities
andthreatsinintra-countycreditmarketsofAgriculturalBankofChina.Theresultshowsthat,inthe
mid-longterm,AgriculturalBankofChinashouldadoptdifferentiationofmanagementstrategyinintra-
countycreditmarkets.Therefore,inordertofosterstrengthsandcircumventweaknessesandstrengthen
sustainabledevelopmentcapacityofintra-countybranches,AgriculturalBankofChinashoulddeepenthe
cooperationwithnew-typeruralfinancialinstitutionsbyofferingwholesaleloans,engagingprincipala-
gentsandsharingresources.Basedontheaboveanalysis,thispaperfinallyproposesseveralrelevantsug-
gestionsonhowtofulfilthecombinationstrategiesinintra-countycreditmarketsforAgriculturalBank
of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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