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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本《农村新型金融组织业务创新研究》由吴占权著，从金融创新的理论入手
，对金融创新的各种理论学说进行梳理归纳。通过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和改革的历程回
顾以及对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发展创新的考察，着重总结了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在研究
各地农村新型金融组织的经营模式、业务开展和产品创新的基础上，主要探讨了农村新
型金融组织面向农户和中小企业的小额贷款、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养老保险
证质押贷款业务的产品开发与创新问题。

内容简介

     农村金融改革体制创新是核心，金融产品创新是关键。这本《农村新型金融组
织业务创新研究》由吴占权著，以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
社等农村新型金融组织为研究对象，阐述了这些组织的业务创新问题，主要内容包括：
对金融创新的有关理论进行梳理和归纳，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金融发展与改革的历
程予以回顾和总结，并就一些重大的金融创新进行点评；重点介绍孟加拉、印度尼西亚
、玻利维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商业化运作的经验，全面剖析小组联保
的技术原理。除此之外，还简要介绍农村新型金融组织的各种管理规定，对基本制度安
排的思路进行分析总结。 《农村新型金融组织业务创新研究》可作为高等院校农业经济
、金融保险等相关专业的师生教学、科研参考书，也可以供农村金融领域研究者和工作
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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