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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3日清晨，我们去了蔬菜大棚参加劳

动。徐老的弟弟已经开始了一天的耕作，脸上

沾满了汗珠。经过指导学习，我们费了很大劲

帮着采摘了一筐尖椒。停下来，我们聊到了大

棚的维护管理，徐老的弟弟告诉我们：“别看

这大棚不是很大，只有八分的种植面积，但

是每天都不能离人，真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

归，一个人干这么多确实很累很累。”这让我

想起了昨天和徐老做问卷调查时，其中一个问

题是关于家中田地的耕种面积，他告诉我，他

一个人需要耕种二十多亩地。这对于一个五十

多岁的老人来说，是一项非常庞大的工程。

二十年后的田地谁来耕种

——从北徐屯村劳动力想到的

九团（山西阳高） 国家统计局 申孟宜

“您一个人能干得过来么？”“平时的耕种可

以靠咬咬牙自己完成，但每到播种的时候就不

行了，必须得请人。”浇地25元/亩，耕地25

元/亩，耙地15元/亩，播种15元/亩，打茬15

元/亩，一亩地的生产成本一下就增加了105

元，这对于目前一亩地仅一千元的毛收入是一

笔不小的开支，而且在当地雇不到劳动力的情

况时有发生，只能花更高的价格雇佣别的地方

的劳动力。“您现在还能硬撑着下地，那十年

或者二十年以后您实在不能再下地的时候土

地怎么办？”老人略有伤感：“我非常热爱土

地，不愿意它们荒芜没人耕种，但你提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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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安村山峰林立，具有典型的喀斯特

地貌，地表多为酸性红壤，铁、铝等金属元

素含量高，可利用的土地多位于山沟中，并

不适宜大规模种植庄稼。通过村委会和村民

的不断摸索尝试，以及国家民委等相关部门

的大力扶持，都安村逐步调整产业结构，目

前已实现水果、烟叶、养殖相结合的发展模

式，尤其是脐橙、椪柑等水果适合红壤种

植，甜度、口感均超出广西其它区域，已成

为当地知名产品，并在果树下发展林下经

济，通过养殖家禽等手段增加收益。在村委

会的宣传引导下，很多农户退耕还林，改种

广西都安村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调研

问题确实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我也

不知道将来的土地谁来耕种，只能希望这一天

晚点到来。”

徐老家有两个孩子，儿子在天津工作，

女儿在太原工作，都离家比较远，一年也就

能回两三趟家，对于家中的农活只能偶尔帮

忙。因为家中劳动力的不足，徐老自家没

有再参加村里的蔬菜大棚种植，维持正常的

二十多亩玉米田的运作对于他们已经比较吃

力。徐老家的状况真实地反映了整个北徐屯

村劳动力缺乏，劳动力年龄结构老龄化的现

状。全村七成左右的青年人都在外工作，留

在村里种地的多是老人和妇女。北徐屯村的

劳动力匮乏也正是目前整个中国农村劳动力

流失现象的缩影。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

二十年后将有大片的耕地面临无人耕种的局

面，没有人种地，我们赖以生存的粮食从何

而来，依靠进口？全世界没有人能养活我们

这样一个人口大国。

土地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命根子，许

多人都祖祖辈辈地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但

是现在随着大量的农民进城工作，我们的土

地已快面临无人耕种的局面，二十年后我们

的田地谁来耕种，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

人思考、重视，更需要我们破解这个问题。

徐老结合自己多年农村工作的经验提出

了以下几条建议：

一、加快推进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机械

化、规模化。只有实现了大规模的机械作业

才能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力，从而减少农

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

二、通过发展农村地区的工业、服务业

为广大的农村居民提供就业岗位。如果农村

青年可以在村子里就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

位，就不用远离农田去城镇工作，从而能照

顾田地。

三、建立合理的农产品价格调节机制，

加大农业补贴力度。只要农作物能卖到一个

好的价钱，大家觉得种田不比去城里工作挣

得少，自然也就愿意留下来种田了。

六团（广西德保）43组 国家知识产权局 王书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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脐橙园

果树后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生活水平有所

提高。全村共有耕地面积2180亩，截止2009年

底已种植水果1400亩，烤烟320亩，人均纯收

入也增长到3045元。作为民族小康村建设示范

点，都安村已经走上了新农村建设的道路并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如何进一步提高农户的人

均收入，目前的瓶颈又在哪里？

 

通过调查发现，都安村人多地少，总人

口2866人，人均耕地面积仅0.76亩，地理地

貌决定了很多土地无法利用。因此，这里的

农户比较珍惜可以利用的土地，有人外出打

工的，也会将土地包租给他人进行种植，闲

置情况较少，亩产量也比较正常。由于多数

土地用来种植果树，农产品的季节性较强，

水果成熟期基本都在两个月之内，如果在成

熟期内能够基本销售出去，将会给农户带来

较多利润。但实际情况尚不理想，主要是目

前的水果销售模式完全采用各家自负，依靠

路边摊、集市贩卖，以及部分农产品经纪人

入户采购来完成，在

丰收的季节为了更快

地卖出自家水果，农

户只能自行压低价格

来博取销量；然而，

这样的恶性价格竞争

也并没有让都安村的

水果更加畅销，小规

模经营没能引来大的

农产品经纪人，天气

好时农户尚可慢慢兜

售，遇到下雨只能看

着很多水果落下、腐

烂。调研时正巧赶上

油桃成熟，甘甜多汁、口感清脆，唯独卖不

上价，据说今年的销售价格算不错的，能够

已经达到每斤1-1.5元，两年前才0.4元左

右，但这和油桃的全国平均批发价格相比差

距太大了。农产品走不出去的困境亟待解

决。

通常情况下，农产品走不出去的第一要

因是交通问题，然而都安村交通十分便利，

田东祥周至靖西新圩二级公路纵贯全村，距

德保县城18公里，距中越边境40公里，具有

良好的区位优势。经粗略统计，白天从该二

级公路通过都安村的载货货车能够达到每小

时136辆，按平均每辆10吨载重量计算，每

小时过路约1360吨货物。这样便利的条件在

很多村是不可想象的，但都安村的农产品还

没有能够充分利用这条公路运送出去。经过

调研组分析，原因有三：

1.销售模式制约发展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不适合以种植

水果为主的都安村，水果成熟期集中、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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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要求能够快速销售，现有的各家自负

方式显然不能实现，需求量大的农产品经纪

人在这里难以得到量、质、价统一的保证，

需求量小的农产品经纪人不能为农户解决更

多的水果，而内部消化吸收也不可能带来盈

利与发展。因此，需要寻求一种主要面向外

地市场，集中的、具有一定规模的销售模

式，例如成立合作社共同管理、统一对外销

售，建立“农超对接”机制等。

2.第一公里成本抬高

通常我们认为农产品零售价格高的原因

中包含最后一公里成本高的因素，在都安村

我们发现农产品销售的首要环节——第一公

里的运输问题也急需改善。虽然都安村紧邻

二级公路、交通便利，但从果园到公路之间

的运输问题还是老大难，山路又窄又陡、村

民自发筹款修建的土路经受不起货车运输的

考验，更别提雨天连摩托车都无法通行，单

纯依靠人力运输根本不能实现快速销售，需

要尽快修路、保障农产品的顺利运送。

3.缺乏知识产权保护

都安村的水土非常适合种植水果，其品

质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甚至在都安村的水果

运不出去时，其他县还会冒用都安村产的名

义销售自己的水果。由于没有相关的标识、

醒目的特征、统一的管理与输送渠道，消费

者无从分辨水果是否为都安村所产。农户受

其所累，但又没有维护自身权益的手段，需

要通过地理标志、商标等知识产权形式予以

保护。

我们的建议

针对都安村的现状，我们建议政府采取

以下措施：

1.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搞好基础建设

农产品问题关系民生，关系种植农民的生

活质量。完全依赖市场经济的市场调节尚不

能满足实际需要，政府部门需要加强引导、进

一步体现服务职能，从农产品生产源头做起，

从供需关系上认定种植种类、面积，从技术培

训、帮扶角度搞好质量，做好道路、水利等基

础建设，宣传普及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等，从而

保障农产品的投入与产出。

2.鼓励致富带头人带动农户共同致富

都安村致富带头人韦姐曾提到，希望村

里批一块地用于建设农贸市场，并投入部分

资金，她来牵头联合种植水果的农户在市场

内统一销售，利用广告等手段吸引大的农产

品经纪人来进行采购。一方面，集中销售解

决了农户间种植规模大小不一带来的销售进

度不同的问题，保障所有农户的基本利益；

另一方面重新取回水果上市销售的定价权，

寻求更大的利润空间。针对这样的创业想

法，政府应当在做好风险评估的前提下给予

一定的政策扶持及资助，用有限的投入撬动

杠杆，为农户的共同致富创造更多的机遇。

3.引导农户发展农产品深加工

农产品上游的利润空间很难扩展，养猪

的陆大叔提到，他们从广西巴马县引进的

香猪品种不错，能够卖得上价钱，但单纯靠

养猪利润始终有限，每头猪的利润最多200

元，而且每家养殖规模有限、产量不稳定难

以销售，再加上要承担一定的病情疫情风

险，养猪户挣不到太多钱；但如果能够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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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难题

  ——涉农小额贷款的一些问题

当我们在云南文山州西畴县莲花塘乡

小洞村民小组进行调研的时候，发现在东西

部对接、产业整体推进等一系列政策的引导

下，全村44户村民都对自家住房进行了翻修

或重建，村容村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村

建筑格调基本一致，外墙颜色高度统一，从

外观看，全村的新农村建设基本完成。

在进行进一步深入的访谈后，我们发

现，全村的新农村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三

个方面：

来源 上海虹口区援建 其他项目资金 群众自筹 总额

数额 177万 78.8万 220万 475.8万

笔者按: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畴县，全县国土面积1506平方公里，其中裸露半裸露喀

斯特岩溶山区占全县总面积的75.4%。2010年，全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6086万元，财政支出近7

亿元，财政自给率不到1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20万，农民人均纯收入2416元，是一个集

老、少、边、山、穷一体的国家扶贫重点开发县。

各家养猪户，在产量稳定的前提下去做猪

肉深加工，一方面扩大规模可以和某些销

售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保证销量，另一

方面也可以再挣到深加工的利润，至少比

单纯养猪翻倍，但由于没有技术、不懂得

如何管理一直未能实现。可见，农户目前

上海虹口区作为西畴县的对口支援区，

对小洞村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启动资金，

在除去村民活动室、基本基础设施建设以

外，户均提供了约3万块钱的建筑物质，包

对农产品深加工已经有了一定的认知，需

要政府部门进一步引导、帮扶，在宣传教

育、技术培训、管理思路等方面提供更多

的帮助，使农产品多样化、品质化，最终

实现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七团（云南西畴） 国家质检总局认监委秘书处 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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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水泥、沙石等，援助资金占整体资金的

37.2%。

文山州及西畴县通过各种扶贫资金、财

政资金的安排，对小洞村的新农村建设提供

了78.8万元，占整体资金的16.6%。

以上两项政策补助，占小洞村新农村建

设资金的53.8%，可以说政府的支持，是小

洞村建设新农村的重要推手。在群众自筹的

200万元中，除去投工投劳折价和亲戚朋友

借款外，小洞村整体从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

100多万，户均贷款约3万元，年利率在8%—

9.3%之间。小洞村的村民贷款主要呈现以下

特点：

第一，贷款几乎全用在固定资产投资，

即建房上，几乎没有资金用于再生产或扩大

生产，由于没有再生产提供的现金支持，造

成各家各户的还款压力巨大。

第二，贷款利率较城市住房贷款利率明

显过高，小洞村的利率基本都在8%—9.3%之

间，而同期城市住房贷款基本都在4.5%—6%

之间。农村本来资金就比较匮乏，由于城乡

不统一的利率导致越贫穷的利率越高，还款

压力越大。我们十分担心因贷返贫的现象出

现，如果出现因贷返贫的情况，将极大地削

弱我们新农村建设的成就，也不符合我们的

政策预期。

第三，在西畴县，涉农贷款目前的最高

限额是5万元，对于基本的房屋建设和初次

投资基本是满足的，但是对于小部分先富起

来的村民而言，想提高贷款规模，用于扩大

经营，由于缺乏商业银行认可的抵押物而无

法贷到需要的款项，制约了农村致富。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去了西畴县莲花塘

乡农村信用合作社，对金融支持“三农”的

有关问题进行了详细的了解。

一、西畴县莲花塘乡农村信用合作社的

基本情况

全社2010年存款余额7400万，贷款余

额3400万，呆坏账304万。呆坏账中，超过

10年以上的老账约10万，大额商业不良贷款

200万，涉农不良贷款不到100万，涉农不良

贷款占总呆坏账的比例约为33%，占总贷款

余额的比例为3.2%。

全社共有6名员工，其中主任1名，放贷员

3名，柜台人员2名，社主任工资约为6000元/

月，普通员工约为4000元/月。全社主要从事

传统存贷业务，随着银行业信息化的推进，目

前有少量中间业务，主要为代收代支。

全社目前涉农贷款主要执行三种利率标

准：一年期，年利率为8.1%；三年期，年利

率为8.7%；三年期以上，年利率为9.3%。还

款方式主要为按季付息，到期还本的方式。

全社目前执行云南省农村信用社的操

作规程，贷款的风险控制要求与一般商业银

行基本一致，目前管理规范，建立了考核机

制，对莲花塘乡信用社而言，最重要的三条

考核指标为：不良贷款率不得增长、存款新

增1150万、贷款新增800万。目前全社执行

央行的准备金率制度，按15.5%执行，全社

2010年，剩余贷款额为2800万左右。

二、涉农贷款的基本情况

1．无抵押贷款最高限额5万元，根据农

户的信用评级，一般贷款额在2—3万元。贷

款对象一般需为信用合作社的社员，社员入

股金额从20元至上千元不等，社员根据入股

金额参与分红。

2．县扶贫办对信用合作社发放的种

植、养殖专项贷款进行贴息，贴息幅度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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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点，种养殖专项贷款实际利率为3%左右，

2010年贴息贷款的总额为560万。

3．县工商联、妇联和团委提供约50万

左右的贴息规模，对部分创业贷款进行全额

贴息，但是要求按季度等额还本付息，贴息

对象为2009年以后成立的小工商企业。

三、目前信用社的难处

目前全社共剩余贷款额约为2800万，无

法贷出，导致资金利用率不足，金融支持农

业、农村、农户发展的力度不够。

四、贷不出款的主要原因

1.利率过高。目前涉农贷款利率基本

在8%—9.3%之间浮动，这样的利率对于现金

收入本来就低，资金回转时间较长的农村来

说，是一笔异常沉重的压力，这样的利率，

压抑了农民对资金的需求，导致贫困的人不

敢贷款。

2.信用合作社执行与商业银行基本一致

的风险控制要求。金融机构控制风险是天经

地义，也是必须的，但是，我们应该正视农

村信用合作社主要针对小农经济、分散经营

的农村的基本特点，也应该正视信用合作社

对于缺少启动资金的农村的重要意义，执行

与商业银行一致的标准，会导致农民因为不

符合银行风险控制的要求而贷不到款。

3. 农村缺乏目前银行业对于抵押物的

要求。抵押物，是银行控制风险的一项重要

制度设计，这里单独提出，是因为农村目

前普遍缺乏银行要求的抵押物。对于农村而

言，他们的主要资产构成是：宅基地、房

产、耕地、林地、大牲畜、大型农机具和现

金收入等，但这些资产，除了现金收入外，

在银行的风险评估中占据的比重极低，几乎

不可构成抵押，因为没有抵押而导致贷不到

款的情况比比皆是。

五、政策建议

1.利率问题。农业、农村和农民是国

之根本，提高农业产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提升农民的收入是党和国家一直以来的

政策追求，金融进农村也是一项重要的制度

安排。由于“三农”问题有其独有的特点，

其小农分散经营、现金收入较低、农业生产

周期较长等特点，在农民对资金迫切需求的

前提下，如何让农民敢贷款、贷到款，成为

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农业具有

自身独有的特点，农村金融也具有自己的特

点。金融机构是商业企业，他们有逐利的趋

向，而农村信贷的风险和成本确实较高，在

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情况下，出现农村信贷

利率高于城市和工商业贷款的利率是正常的

现象，当然，这也是“市场失灵”的体现，

为什么说是“市场失灵”，因为需要用钱的

人，用不起钱，这就是一种明显的“市场失

灵”，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应该

介入，以确保农村金融能真正扶持农村发

展。根据我们在信用社和对村干部、村民的

访谈中发现，农民能承受的实际利率在5%—

6%之间，也就是说，政府如果贴息3个点的

话，那么金融进农村就可能出现一个飞跃的

发展。那么，我们接着探讨一下政府补贴3

个点，是否可行。政府的主要收入在于税

收，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可支配的现金收入

增加了，他们用于投资和消费的欲望就会提

升，那么政府就可以从税收角度就可以增加

收入，政府应该算大帐。所以，如果将农民

的实际利率控制在6%以内，那么将可能出现

农民、金融机构、政府“三赢”的局面。

2.对主要从事涉农贷款的金融机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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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对银行进行风险控制是一项正确的

制度的安排，但是如何确定风险，如何界定风

险，应该根据不同的行业、地区进行区别对

待。金融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对资金流向的控

制，促进经济的发展，如果金融不促进经济的

发展，那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了。中国的广

大农村具有自身特点，分散、规模小、靠天吃

饭等等，正是因为有这些特点，才迫切需要金

融的扶持，对于主要从事涉农贷款的金融机

构，应根据中国农村的特点，设计一套可行的

风险控制体系，这套控制体系应该根基于两

点：一是促进农村发展，二是风险适度可控。

对于主要从事涉农贷款的金融机构，对于贷款

对象可以适当宽松一些，对于金融机构的不良

贷款率可以适当高一些。

3.建立农户信用评价机制。由于我国严格

的土地制度和宅基地制度，农户最值钱的资

产，是不可用于抵押的，这严重限制了农村金

融的发展，在尊重目前土地制度的前提下，应

该建立农户信用评价机制，进一步扩大无抵押

贷款的规模，或者建立大牲畜、农业机械、经

济果木的抵押制度，使农户的有价值生产资料

能转换成金融资产，促进农村的发展。

4．政府引导的作用十分重要。在经济

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国家贫困地区，由于区

位、资源、历史遗留原因等，经济造血能力

不足，市场经济规模小，在这样的情况下，

政府作为一个市场经济的参与部分，其作用

十分巨大。就目前莲花塘乡的情况来看，农

村的发展，主要是依靠政府的引导，比如东

西部对接的“整村推进”工程，核桃产业推

进工程、猕猴桃产业推进工程等。用莲花塘

乡信用社主任的话说：“没有政府的推进，

他们是不可能给小洞村贷出100来万的”。

政府引导的工程，对于金融而言，主要可以

从以下两个方面降低风险，一是政府引导的

工程，一般都有一定的投资，通过投资的增

加，可以降低金融机构的风险；二是政府主

导的项目中，政府对投资地区都做过深入的

调查研究，也可以降低金融机构的风险。

在信用合作社了解情况的时候，主任

告诉我，他现在是有钱贷不出去；在农户那

里，他们住着敞亮的房子，背着高额的贷

款。他们都有一个幸福的难题，如何破解这

个难题，对政府而言，至关重要。金融扶持

“三农”，是一项很好的制度的安排，如

何让这些制度落地、生根、发芽、成材、变

现，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