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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金融理论与实践》

内容概要

《农村金融理论与实践》的内容主体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理论篇分为四章，包括农村金融学概论、农
村金融服务体系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功能定位与效率提升途径、农村金融监管制度
体系；第二部分研究与实践篇分为八章，包括农村信用社改革与发展专题、农村信用社股份制改革专
题、农村金融产品开发与创新专题、农村信贷及融资供求专题、农村信用社经营效率增长机理专题、
农村信用社风险管理系统建设专题、农地金融制度建设专题、农业产业化融资风险控制专题。
《农村金融理论与实践》力求理论与实战有机结合，突出农村金融实战，构建农村互交叉、协调发展
的平台。本收适合作为经济与管理类专业、农林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参考资料，对
农村金融领域的研究和实战部门也有一定的辅助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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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志忠，男，1970年11月生，汉族，籍贯福建仙游，九三学社社员，福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金
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农林大学海峡经济区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福州市农村商业银行高级管
理顾问，两岸金融研讨会筹备委员(中国台湾)，福建省统计局高级统计师评审委员，中华两岸农业交
流发展协会大陆顾问。长期致力于区域可持续发展和农村金融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主持或参与完
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基金。国家软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省社科基金、省教育厅、省自然
基金、省科技厅等课题23项，已发表学术论文90多篇，出版专著4部，副主教材3部，参编教材1部，参
与的科研项目获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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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理论篇
第一章　农村金融学概论
　第一节　农村金融的研究目标和研究对象
　第二节　农村金融的地位和作用
　第三节　现代金融发展理论和农村金融理论研究
　第四节　农村金融发展的理论分析和研究方法
第二章　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第一节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发展历程回顾
　第二节　当前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状况与问题分析
　第三节　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对策和改革发展趋势
第三章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功能定位与效率提升途径
　第一节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概况
　第二节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分类
　第三节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功能定位
　第四节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效率提升途径
第四章　农村金融监管制度体系
　第一节农村金融监管的概述
　第二节　我国农村金融监管的历史演进及现行制度安排
　第三节　完善农村金融监管的制度体系
　　第二部分　研究与实践篇
第五章　农村信用社改革与发展专题
　第一节　农村信用社改革与发展的经营能力建设
　第二节　农村信用社改革与发展的科技能力建设
　第三节　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与发展的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第四节　农村信用社改革与发展的外部环境建设
第六章　农村信用社股份制改革专题
　第一节　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分析
　第二节　完善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
　第三节　我国农村信用社股份制改革的发展思路探讨
第七章　　农村金融产品开发与创新专题
　第一节金融产品创新的概念及理论基础
　第二节　农村金融产品创新的必要性及制约因素
　第三节　农村金融产品创新的成本收益分析
　第四节　农村金融产品创新的路径选择
　第五节　农村金融产品创新的实践
第八章　农村信贷及融资供求专题
　第一节　我国农村信贷的供给和需求
　第二节　我国农村中小企业的信贷融资
　第三节　农村信用社信贷支农
　第四节　农村小额信贷
　第五节　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业务可持续经营能力分析——以湖南省汨罗市金星农村信用社为例
第九章　农村信用社经营效率增长机理专题
　第一节　农村信用社经营现状分析
　第二节　农村信用社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第三节　农村信用社经营风险和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分析
　第四节　农村信用社经营效率变动的测度评价分析——以福建省为例
　第五节　农村信用社经营效率实证分析——以龙岩市农村信用社为例

Page 4



《农村金融理论与实践》

第十章　农村信用社风险管理系统建设专题
　第一节　农村信用社风险管理系统研究现状
　第二节　管理信息系统概论
　第三节　农村信用社风险管理信息系统总体规划——以福建省为例
　第四节　农村信用社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的构建——以福建省为例
　第五节　对于农村信用社风险管理信息系统构建的建议
第十一章　农地金融制度建设专题
　第一节　农地金融制度的内涵
　第二节　国外农地金融制度发展情况
　第三节　国内农地金融制度发展及研究现状
　第四节　农地金融制度构建实例——福建农地金融制度构建的可行性及意愿分析
　第五节　农地金融制度构建的总体思路与方案构想
　第六节　农地金融制度建设过程中的若干问题探讨
第十二章　农业产业化融资风险控制专题
　第一节　我国农业产业化融资体系现状
　第二节　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面临的融资风险
　第三节　中国部分　地区农业产业化融资风险的表现形式
　第四节　农业产业化融资风险控制策略选择
　第五节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融资风险控制的理论基础
　第六节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融资风险控制——以永安林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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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农业信贷补贴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前，农业信贷补贴论（Subsidized Credit Paradigm） 
一直是农村金融理论界占主流地位的传统学说。该理论的前提是：农村居民，特别是贫困阶层没有储
蓄能力，农村面临的是资金不足问题。而且由于农业的产业特性（收入的不确定性、投资的长期性、
低收益性等），农业不可能成为以利润为目标的商业银行的融资对象。因此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和缓解
农村贫困，有必要从农村外部注入政策性资金，并建立非营利性的专门金融机构来进行资金分配。根
据该理论，为缩小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对农业的融资利率必须较其他产业的利率要低。
同时，考虑到非正规金融一般以高利为特征，使得农户更加穷困并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促使高
利贷消亡，需要通过银行在农村的分支机构和信用合作组织，为农村注入大量低息的政策性资金。根
据这一理论，发展中国家广泛实行相应的农村金融政策，以贫困阶层为目标的专项贷款也兴盛一时。
该理论虽然支持一种（信贷）供给先行的农村金融战略，但其假设前提本身有问题，事实上即使是贫
困的农户，也有储蓄需求，许多亚洲国家的经验表明，如果存在储蓄的机会和激励机制，大多数贫困
者会进行储蓄，并且许多经验证明，低息贷款政策很难实现其促进农业生产和向贫困阶层倾斜的收入
再分配的目标。由于贷款用途的可替换性，低息贷款未必能促进特定的农业活动。低息贷款的主要受
益人不是农村的贫困农户，而可能被集中到使用大笔贷款的较为富有的农民身上，总体来看，单纯地
从这一理论出发，很难构建一个有效率的农村金融体系。由此可以看出，该理论的假设前提和结论均
有不足之处。　　（二）农村金融市场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金融市场理论或称为农村金
融系统理论（Rural Financial Systems Paradigm）逐渐取代了农业信贷补贴论。农村金融市场论重视市场
机制，其主要理论前提与农业信贷补贴理论恰好相反，该理论认为农村居民以及贫困阶层是有储蓄能
力的，没有必要由外部向农村注入资金；认为低利政策妨碍人们向金融机构存款，抑制了金融发展；
认为农村金融机构资金的外部依存度过高是导致其贷款回收率降低的重要因素，非正规金融的高利率
因农村资金拥有较高机会成本和风险费用而具有一定合理性。因此，农村金融改革是十分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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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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