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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经济在中国的历史也由来已久，随着《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实施，新兴的合作经济与合

作金融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迅速发展起来。以辽宁省为例，

农民专业合作社产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是农民自主联合、
民主管理，并为全体社员谋利益的新兴经济组织。目前全省

农民专业合作社有 1 万多个，加入的农户成员达到 51.6 万

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 9.7％；带动非成员农户 118.6 万户。由
此而来的合作社内部互助融资的问题则十分突出，原有的农

村信用合作社改制正在进行中，民间非正规的合作金融形式

多种多样，这一切都让我们更加关注合作金融的发展问题，

印度的合作金融发展历程与路径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一、印度合作金融概况

印度的合作金融业历史也比较悠久，并且其近些年在金

融市场的份额也呈现出上升趋势，到 2008 年，合作银行已占

存款市场 8%的份额。印度的合作金融体系由初级信用社、中
心合作银行、联邦合作银行和土地开发银行组成。初级信用

社是乡村级的合作信贷组织，规模较小，按规定十个人以上

即可以组织信用合作社，但必须向政府注册登记。中心合作

银行是一定区域内初级信用社的联合机构，主要职能是向初

级信用社发放贷款，适当平衡辖内信用社的基金，在初级信

用社和邦合作银行之间起桥梁作用，同时也发挥一般银行的

支付作用，联邦合作银行是信用合作组织的最高级机关，也

是提供中、短期贷款的合作金融机构。
印度农村信用合作运动是国家发起的，国有合作制是印

度合作运动的最独特特征，到目前为止，政府对于农业合作

社的股金资本仍占有 7.5%。这种特征成为国家持续控制合

作社的方式，官办化，政治化，使合作社丧失了活力，民主自

治特征。印度合作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储蓄、印度国家农

业乡村发展银行（NABARD）的低息贷款。印度合作金融体系

组织机构健全，显著特点是由政府发起组建，政府把合作社

看成官方机构的一部分，干涉过多，农民多将信用社视为取

得政府援助的一种工具:初级信用社除发放贷款外，还兼营生

产、加工和销售等业务。

二、印度合作金融体系的发展路径

合作金融体系指一个经济体内的所有合作性金融机构

及其相互关系，通常包括信用合作社，合作银行，各种类型的

互助性融资机构等。内生式自然演进路径最能体现合作性金

融机构的自愿、互助、互利本质，也是合作金融体系可持续发

展的内在要求的一种直接体现。相对于内生性发展路径，外

生性制度发展具有政府强制性变迁的特征。如日本和法国的

农业合作金融体系，在其形成的初期，就具有了浓厚的官办、
官扶色彩，一定程度上履行了部分的政策性金融的职能，也

更有效、更为直接地表现为政府的意图。所谓混合式发展路

径是指合作金融体系在发展中既有内生的动力，又有政府的

引导与扶持，两种路径相互交错、共生共存。这种路径可能是

合作金融发展历程中，最初内生自然演进，之后政策扶持引

导，再脱离政府独立发展，或者是整个合作金融体系中，某种

类型的机构内生式发展，而另外类型的机构则在政府的支持

和引导下外生发展，或者进行强制性变迁。
混合式发展路径的优势是合作金融内生不足或有先天

缺陷的情况下，政府会适时介入，有利于合作金融健康发展。
但缺欠是，有些国家干预过度，则向外生性强制变迁靠拢，影

响了合作金融自身优势的发挥。总体来看，印度政府和管理

层更注重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因此合作运动以农业合作社的

发展和增长为主，尤其是农村信用合作社表现出典型的外生

性特征，而城市信用合作行业则明显地具有内生性特征。
1.城市信用合作体系的发展路径呈现内生式特征

印度第一个互助援助协会 Anyonya Sahakari Mandali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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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 年在 Vithal Laxman 的指导下成立的，也称为 Bhausaheb
Kavthekar，城市信用合作协会是在社团基础上组建的。1904
年，合作信用社团法（Cooperative Credit Societies Act）给予了

信用合作运动真正的推动和激励，当年 10 月第一家城市信

用合作社团注册成立。在早期信用合作协会中，Bombay Ur-
ban Co- operative Credit Society 最为知名，它成立于 1906 年。
在 1913—1914 年的银行危机中，有 57 家银行倒闭，存款大

量从股份制银行向城市信用合作社转移，大量存款从非合作

机构转入合作机构，两者的安全性是明显不同的，对后者的

偏好部分是因为其地方性和公众性，主要的原因还是与政府

大力推进合作社运动相关。
当前，印度共有 2 090 家城市信用合作社，占银行业总数

的 10%，是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政府对 UCB 也提

供支助与外部监管，但其最初的形成与日后的发展还是以尊

重内生性需求为主，与 RCB 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之处。
2.农村信用合作体系的发展路径呈现外生性特征

印度于 1947 年独立后，政府仍然继续支持合作运动。
1982 年，印度的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正式成立，这一银

行的主要职能是为信用合作机构、地区农村银行以及从事农

村信贷工作的商业银行提供再融资服务。
印度的农村合作银行类似于中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具

体分为两种，一种是只为社员提供中短期贷款服务的农村合

作银行，另一种是专门提供长期贷款服务的土地开发合作银

行。截至目前，印度全国共有农村合作银行 109 924 家，其中

农村合作银行 109 177 家，土地开发合作银行 747 家，其中合

作银行在农村金融业中所占地位逐步提升。印度的合作金融

宏观结构为三层结构，第一层结构是农村信用合作社是乡村

一级的信用合作组织，是印度信用合作体系的基础;第二层结

构是中心合作银行，是区域性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联合机构;
第三层结构是邦合作银行是印度各邦信用合作的最高机构，

其成员是中心合作银行。
印度政府为了鼓励农村合作金融发展，以出资者的身份

参与信用社。信用社的资金来源主要由社员股金、储蓄基金、
储蓄存款、政府或其他部门的贷款组成。在印度农村合作金

融体系中还有一种民间自生的机构———农村金融互助组，它

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合作性组织形式。由于互助组能够动员

那些不希望储蓄的穷人储蓄，并且能够使集中起来的资金在

小组成员间有效地流动，所有互助组成功地为其成员提供了

金融服务。为了支持互助组的发展，印度农业和农村发展银

行于 1992 年实施了银行与互助组联系工程。印度农业和农

村发展银行还向参与这项工程的银行提供百分之百的年利

率为 6.5%的再贷款，并且组织银行和非政府组织进行交流

和对话，以宣传这项工程和确保银行官员参与这项工程。
互助组与银行联系的方式主要有四种: 最简单和最直接

的方式是银行直接与互助组联系，对互助组向其成员的贷款

提供信贷资助。另一种方式与第一种方式稍有不同，是银行

直接支持互助组，但由互助组促进组织向互助组提供培训和

指导，并监督互助组的执行情况。第三种方式是由非政府组

织和互助组促进组织充当银行与互助组的中介组织，银行与

互助组的联系是间接的，非政府组织与银行签订合同，承担

向银行还款的责任。第四种方式是银行根据互助组和非政府

组织的推荐，直接贷款给互助组成员。
但是由于外生型制度下成员缺乏参与管理的积极性，缺

乏专业的公司治理，政府的政治性干预，使得大多数合作社

经营不善，效率低下。农业信用合作机构在数量扩张上是令

人满意的，但存在着结构性缺陷和经营性不足。表现为信用

循环较差，资源利用不善，借贷无效，恢复困难。UCB（城市合

作银行）与其他类型的银行相比，机构总数连续递增，已经达

到 1 800 多家，但存贷款增速却是逐年递减的，而且在印度的

金融市中所占份额比较低，自 1990—1991 年度的 3.3% 稳步

增长到 1999—2000 年度的 6.6% ，在此之后又回落到2005—
2006 年度的 4.8%。

与 UCB 同样，RCB（农村合作银行）的市场份额也呈递状

态，这与印度的宏观经济、金融环境有关，20 世纪 90 年代以

后，商业性金融有了较大发展，政府推动银行与合作社经济

之间的合作，也使得 RCB 的业务量增长有所放缓。最近，印

度 农 业 和 农 村 发 展 银 行 对 Karnataka ，Andha Pradesh 和

Tamil Nadu 三个邦实施联系工程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与

银行有联系的互助组经营效益和效率都有所提高。

三、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和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的金融供

求失衡问题不容忽视。而合作金融本身具有的不同于商业性

金融的非盈利特性与这一供求缺口的特质具有极高的吻合

度。作为一种内生性的制度安排，在合作金融的发展进程

中，政府的支持及引导应当适度。就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

现状而言，制度失灵与市场失灵共同存在，需要政府的引

导与规制，而促进合作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是当前一条切

实可行的措施。因此，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进程中，必须体

现这一原则。
中国的合作金融机构总体规模不是很大，但类型繁多，

城市信用合作社，城市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

银行，各种形式互助会，融资互助组，合作社内部的互助融资

部门，其发展路径不宜单一化。
民间互助性金融组织在满足农村市场的资金需求和防

止资金外流方面可以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体现了合作金融

最本质的互助、合作原则，可以维持其内生性的发展路径，避

免政策性强制干预。
中国的合作金融体系中，各种机构发展历程、形成原因

及初始状态、所在地区的经济社会背景都存在着明显的差

异，应允许其选择各自的最优发展路径，才能保证整个合作

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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