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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包含9章，第一章是导言，包括研究背景、研究意义、技术路线和文献综述；第二章
是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包括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的内涵和理论借鉴；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
是现状研究和比较研究。从筹资和投资两个方面对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的状况和存在的问
题进行研究；第五章是基本功能论，即借助金融功能观归纳出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的基本
功能论。第六章是基本路径分析，在构建经济型PN结模型的基础上，对政策性银行市场
化的基本功能论和基本路径给予解释；第七章在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的基本路径基础上，
指出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的综合性开发性金融特征，并揭示了其形成机制；第八章研
究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可持续发展路径；第九章是研究结论和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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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路径研究》：
3.2.3.3粮食流通体制的系统性改革不足
单就粮食风险基金而言，局部地区的资金不到位现象较为严重。《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
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发[2004]17号）出台后，粮食流通市场改革在没有提
高农发行资金保证的情况下，却使农发行承受更高的安全责任和市场风险，这将进一步
加大农发行的筹资难度。
为了国家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实施，农发行贯彻实施一系列对粮食的保护性
资金支持政策，同时受粮食企业市场化的影响，农发行对业务范围也做出了市场化的调
整，逐渐有了部分的市场化趋势。与此同时，受国有粮食企业改革进程的影响，农发行
的政策性经营风险短期内和局部有加大的可能。而且，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国
际范围内的粮食市场相互影响加剧，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逐渐浮出水面。作为中国唯
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农发行在影响市场粮食价格波动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
，未来的农发行的两难选择是，能否以市场化方式实现粮食安全的政策性和粮食流通体
制的市场化之间的平衡。
3.2.3.4难以形成有效的市场化合作模式
第一，表面上看，很多基层地方的农发行机构更像是一家政府附属机构，它们习惯于按
照政府和上级管理机构的安排行事，缺乏市场经营的动力。实际上，受制于农村环境的
不足，它不大可能从地方政府那里获得过多的政府信用，因为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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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财政困难问题本来就很严重，因此，农发行很难直接搭建与落后县乡级政府合
作的市场化融资合作模式。
第二，农发行没有和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形成成熟的市场化合作模式。不仅合作少，且
不是地方的政策性农业银行和当地的信用社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由于一定程
度上打破了信用社的垄断地位，二者之间往往缺乏合作的动力。
第三，城乡统筹不足是政策性银行市场化发展困难的根本原因之一。从根本上说，在中
国快速城市化的今天，中国农村所暴露出来的新问题和城市化发展高度相关，这不仅表
现在城市化带来的土地问题和房屋拆迁问题，而且表现在由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农村经营
环境的剧烈变化。
目前，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政策体系不健全和不配套，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
牲“三农”发展为代价的，以城市化发展牺牲“三农”发展的模式，形成了农发行经营
困难的体制性根源。这是因为，中国城乡差距、工农差距等都有深刻的制度性根源，财
政金融体制、土地制度、户口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使农发行日
益成为弥补这种制度缺陷的政策性金融工具。 《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路径研究》：
3.2.3.3粮食流通体制的系统性改革不足 单就粮食风险基金而言，局部地区的资金不到位
现象较为严重。《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发[2004]17号
）出台后，粮食流通市场改革在没有提高农发行资金保证的情况下，却使农发行承受更
高的安全责任和市场风险，这将进一步加大农发行的筹资难度。 为了国家进一步深化粮
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实施，农发行贯彻实施一系列对粮食的保护性资金支持政策，同时受
粮食企业市场化的影响，农发行对业务范围也做出了市场化的调整，逐渐有了部分的市
场化趋势。与此同时，受国有粮食企业改革进程的影响，农发行的政策性经营风险短期
内和局部有加大的可能。而且，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国际范围内的粮食市场相
互影响加剧，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逐渐浮出水面。作为中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
农发行在影响市场粮食价格波动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未来的农发行的两难
选择是，能否以市场化方式实现粮食安全的政策性和粮食流通体制的市场化之间的平衡
。 3.2.3.4难以形成有效的市场化合作模式 第一，表面上看，很多基层地方的农发行机构
更像是一家政府附属机构，它们习惯于按照政府和上级管理机构的安排行事，缺乏市场
经营的动力。实际上，受制于农村环境的不足，它不大可能从地方政府那里获得过多的
政府信用，因为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以下地方政府财政困难问题本来就很严重，因此，
农发行很难直接搭建与落后县乡级政府合作的市场化融资合作模式。 第二，农发行没有
和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形成成熟的市场化合作模式。不仅合作少，且不是地方的政策性
农业银行和当地的信用社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由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信用社
的垄断地位，二者之间往往缺乏合作的动力。 第三，城乡统筹不足是政策性银行市场化
发展困难的根本原因之一。从根本上说，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今天，中国农村所暴露出
来的新问题和城市化发展高度相关，这不仅表现在城市化带来的土地问题和房屋拆迁问
题，而且表现在由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农村经营环境的剧烈变化。 目前，农村和城市经济
体制改革政策体系不健全和不配套，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三农”发展为代价
的，以城市化发展牺牲“三农”发展的模式，形成了农发行经营困难的体制性根源。这
是因为，中国城乡差距、工农差距等都有深刻的制度性根源，财政金融体制、土地制度
、户口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使农发行日益成为弥补这种制度缺
陷的政策性金融工具。 进一步分析的结果显示，与国开行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城市基础设
施和能源领域不同，农发行的业务主要集中在“三农”领域，彼此之间的市场主体和市



场结构有较大的差异，市场业绩在很多方面不具有可比性。近年来，随着城乡一体化、
城乡统筹等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从城乡一体化层面探索农发行的市场化运作，不失为一
种理性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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