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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概念界定

1.1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概念界定

近年来，在许多学术性文章中，民间金融，非正规金融，

地下金融，灰黑色金融市场等等互相混用。但是这几个概念无

论在 内涵还是外延上都有差异，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区别，

不然不利于制定有针对性的金融法规和政策规范相关金融活动。
[ 1 ]“非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来区分

的，非正规是从法律角度界定的，即金融主体是否得到法律的

认可，而民间金融则是相对于国有金融而言的，从所有制的角

度界定的。

本文是采用了非正规金融这一概念。非正规金融主要是指，

在农村，由于正规金融机构难以满足市场主体的金融需求而自发

形成的，只出现于管制金融业的国家或地区，它不受到官方金融

监管部门的管控，不用按章纳税，其活动也不受到法律保护[2]。

1.2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形态

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是除几大国有银行组成的正规金融机构

如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以外的其他机

构，且在地域上与城市的非金融机构相对应。农村非正规金融形

态多样，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基于血缘、地缘和业缘的关系借贷、

私人借贷、银背、地下私人钱庄、小额信贷公司、以农民专业合

作社为依托的资金互助社以及农村合作基金会等形态。[3]

2  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必要性

2.1  民间金融历史悠久

我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民间非正规金融在我国存在了

4000年，历史悠久，繁荣一时。从公元200多年的夏商时期，到

秦朝统一货币然后到中国盛唐，伴随着国家统一，经济发展，以

民间信贷为主要形式的民间金融日渐昌盛。当时并没有官办的金

融机构，基本上都是民间金融机构在货币交易和流通中发挥作

用。农村主要是当铺，城市以当铺、钱庄、票号为主。他们基本

上是依靠的是相互之间的信任，需要的手续和条件相对来说都较

简单，办理时间短，担保要求低，信息费用及监督费用都比正规

金融低，且经营、业务灵活，能满足客户的需要。所以，农民在

需要资金时往往更趋向于采取传统的民间金融方式。

2.2  正规金融不能满足农户的需求

通过一些学者的研究资料不难看出，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不

断调整，经营方式的不断完善，农户对资金的需求逐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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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又因为正规金融又不能满足农户的融资需求，且受到信息

不对成，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较高，抵押品不足等的影响，农户

借款更多依赖的是非正规金融。

陈锡文（2004）指出，农村尤其是农民获得信贷资金特别困

难, 实际调查的结果是, 中国 2 .4 亿个农民家庭中, 大约只有

15 %左右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获得过贷款, 85 %左右的农民要获

得贷款基本上都是通过民间信贷来解决 。这说明, 中国的金

融体系实际上对农村所提供的服务是非常不足的[4]。

一项基于广西10地市的实地调查表明，非正规金融是广西

农户融资的主要方式，其中，无息的非正规金融借贷占53.2%，

支付利息的非正规金融借贷占46.8%，非正规金融平均年利率为

26.5%（廖霄梅，2010）[5]。

龚亮红（201 0）指出，从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业银行借

款分别仅占30.63%，3.6%，其借款行为的60.96%是与民间放贷

主体发生的[6 ]。

赵傲（202 0）运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根据划分的五个等

级随机抽查了10个样本镇，并基于对大连市农村居民借贷行为

的统计分析发现，只有33.7%的农户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借贷，66.

3% 的农户选择非正规金融渠道来完成借贷[7]。正是由于非正规

金融对正规金融做出的补充，信用成本低、手续简单放贷快，且

一般都向亲戚朋友借款，抵押少，利息少等优势，才能使得非正

规金融即是遭到政府的多次打压都还能愈演愈烈。

3  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困境及发展建议

3.1  存在的困境

（1）缺少法律保护和政府支持

由于非正规金融是民间非法定的金融组织按照合同约定的

借贷行为，所以不受法律保护。同时，涉及到非正规金融的法

律法规非常有限，缺乏一套完善的非正规金融法律体系。双方

在借贷过程中缺乏相应的抵押程序，很有可能导致双方的合法

权益受到损失，甚至导致暴力行为，极大程度影响了农村社会

的稳定发展。

（2）缺乏规范的金融监管，影响金融安全

农村非正规金融游离于银行监管部门之外，缺乏必要的约

束。贷款方对借款方的信用信息缺乏全面准确的了解，同时交易

活动缺乏资产抵押和担保机制，这使得交易活动的顺利进行更多

的是依靠道德约束，交易活动中一旦出现道德风险便会引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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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风险，产生高利贷、金融诈骗等严重影响金融安全与社会和

谐的非法金融活动，扰乱了我国农村的金融秩序，导致农村非

正规金融活动的混乱，极大的损害了广大农户的利益，对我国

的金融安全具有消极影响。

（3 ）缺乏规范的运行机制，管理不规范

由于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和范围相对而言较小，在经营管

理时，贷款的程序相对随意，对贷款者的信用以及贷款用途几

乎不做调查，也没有建立严格的内控和财务管理等制度。导致

金融组织还不够完善，组织机构运行机制还不够规范。

3.2  发展建议

（1 ）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提供良好环境

农村正规金融供需严重失衡，导致人们更倾向于选择非正

规金融，但政府对于非正规金融的诸多限制，同样导致非正规

金融的供不应求，并且使得非正规金融利率疯长和转入“地

下”。国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可以保证非正规金融的合理发

展，并逐渐形成一个健康有序的非正规金融市场环境。

（2 ）完善相关监管体系，建立征信制度

完善我国的监督体系，加强中国人民银行对我国中小金融

机构的监管力度。这样政府不仅可以规范和指导农村非正规金

融的发展，还能够及时有效的对于金融风险进行预防与控制。

中央银行还能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资金运行情况进行实时有效的

监测，减少道德风险，根据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宏观经济政

策。进行数据采集，与正规金融的信用体系建立共享机制，严

格把控，降低记录不良的借贷者参与金融活动的可能性，降低

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3）加强农村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合作

农村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各有优缺点，两者之间相互补

充，取长补短，有利于利于实现金融资源在农村地区更有效的

配置，促进农村金融行业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

正规金融的规模较大，其经营方式与管理经验值得非正规金融

去学习，而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的经营方式比较灵活，手续比

较简单，能够降低融资难度。两者合作融合，扩大业务范围，有

效的防范非正规金融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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