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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金融机构 2023 年信用风险展望 

—整体表现趋稳，个体差异仍存 
联合资信 金融评级一部 |梁新新 |盛世杰 |刘敏哲  

 

农村金融机构在“支农支小”、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我国金融系统中具有重要地位。相对于其他类型银行，农村金融机构具

有业务结构相对单一，业务较为下沉，公司治理较为薄弱等特点，且受新

冠疫情等复杂的外部环境影响，其面临资产质量下行压力较大、盈利能力

弱化、资本补充压力上升等问题。近年来，随着公司治理监管强化，以及

农村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等进程持续推进，农村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水平持

续提升，资产质量整体有所改善。同时农村金融机构区域化经营特点较为

明显，个体在资产质量、盈利以及资本充足等方面表现均呈现较大差异。

未来，随着农村金融机构重组合并、改革化险逐步开展，农村金融机构综

合实力有望提升，且其在县域地区的人缘地缘优势有望保持，整体信用水

平保持稳定。同时，随着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措施逐步落地，各地

经济运行逐步恢复常态化，前期疫情冲击影响逐步释放，叠加地区性农村

金融机构合并重组进程加快，各地农村金融机构差异或将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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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金融机构概况 

农村金融机构诞生之初便被赋予满足农民资金需求、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使命。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持续提升，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较

大差异，部分头部农村金融机构业务范围逐步拓宽，已不局限于传统农村金融机构市

场定位，其业务种类丰富，个别机构资产规模已突破万亿，并先后上市，在规模、公

司治理水平、经营表现等方面亦优于城商行平均水平。但农村金融机构整体服务“三

农”的本质并未发生变化，截至 2022 年 6 月末，我国共有 3883 家农村金融机构，其

中农村商业银行 1600 家，农村信用社 572 家（含省级联社 24 家），农村合作银行 23

家，村镇银行 1649 家，农村资金互助社 39 家，大多数农村金融机构规模较小，与头

部农村金融机构差异明显。本文为对农村金融机构整体信用水平进行分析，体现农村

金融机构整体特点，分析范围主要涵盖中小农村金融机构。 

农村金融机构业务定位于“支农支小”，服务范围多集中于县域，且在当地经营

历史较长，具有较好的客户基础，负债稳定性较好；业务类型以传统存贷款业务为主，

业务结构相对单一。七成以上农村金融机构位于县域，业务范围亦集中于县域。由于

农村金融机构扎根县域，在当地经营历史较长，积累了较好的客户基础，在县域地区

往往占有较高的存贷款市场份额。同时，农村金融机构良好的个人客户基础使其负债

具备较好的稳定性。近年来随着金融监管趋严，监管要求农村金融机构“机构不出县

（区）、业务不跨县（区）”，业务范围进一步明确。作为服务县域经济的主力军，

农村金融机构业务定位于“支农支小”，业务类型以传统存贷款为主，与其他类型商

业银行相比，业务类型相对单一。 

农村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相对薄弱。由于农村金融机构服务范围多集中于县域，农

商行改制过程中引入的法人股东也多来自于其经营所在地，县域内企业规模小，实力

较弱，且其自身公司治理不尽完善，致使农村金融机构股东呈现“散、小、弱”的特

点。上述特点导致农村金融机构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意愿不足、能力较为有限，一定

程度上导致了“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发生。个别农村金融机构存在少数股东通过股权

代持、抽屉协议或者隐瞒关联关系等手段对农村金融机构进行控制，操纵经营，甚至

套取银行资金。同时，部分农村金融机构存在股权管理能力不足问题，股权穿透管理

有限，公司治理实际执行情况较弱。为此，监管部门持续强化农村金融机构公司治理

监督管理。2018—2020 年，银保监会组织开展“农村中小银行股东股权三年排查整治

行动”，夯实公司治理基础。2022 年 11 月，银保监会发布新版《银行保险机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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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监管评估办法》，进一步规范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推动农村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水

平提升。 

此外，农村金融机构区域分化较为明显。如前文所述，农村金融机构具有区域性

经营的特点，其业务发展、资产质量以及盈利等方面表现与地区经济环境密切相关。

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例如江浙地区，经济相对较为发达，部分地区区

县经济体量较大，在 2021 年我国百强县前十中江浙地区占据八位，对其当地农村金

融机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支撑；而东北部及西部地区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县域地

区经济景气度不足，当地农村金融机构业务拓展、资产质量以及盈利等方面面临一定

压力。 

 

二、农村金融机构资产端分析 

（一）农村金融机构资产结构 

农村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保持增长，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比例呈上升态势，资

产增速略高于其他类型商业银行。从资产规模来看，近年来，我国农村金融机构资产

总额持续增长，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比重呈上升趋势。截至 2022 年 9 月末，

我国农村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为 49.88 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比重为

13.6%（见图 1）。2020 年末、2021 年末及 2022 年 9 月末较上年末资产规模增速分

别为 11.60%、9.87%和 9.31%，增速有所下滑，但在各个时点均略高于行业整体以及

城商行资产增速。 

数据来源：中国银保监会，联合资信整理 

图 1 农村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及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比重 

农村金融机构整体公开数据较为有限，为较好的对资产结构、负债结构等方面进

行分析，本文选取样本进行统计。在农村金融机构中，农村商业银行体量较大，农村

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占农村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比重在 80%以上，占据主要地位。同

时，农村金融机构整体业务结构以存贷款为主，业务同质化较为明显，农村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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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反应农村金融机构整体运营特点，且考虑到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以及村镇

银行数据可得性较差，市场活跃度低，故本文通过对资产规模以及展业区域分布等维

度考虑，综合选取 50 家农村商业银行1作为样本，对农村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等情况进

行分析。 

在政策引导背景下，资产端贷款占比持续提升，资产结构持续优化。就绝大数农

村金融机构而言，其业务仍以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为主，并基于收益及流动性考虑，配

置同业及投资资产。近年来，一方面金融监管趋严，监管引导商业银行“回归主业”，

另一方面，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实体经济遭受冲击，政策鼓励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信

贷支持力度，尤其是小微企业、“三农”等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农村金融机构作为

“支农支小”的主力，其贷款投放力度加大。同时，从自身发展角度出发，近年来，

市场利率下行，农村金融机构投资收益实现受到一定影响，在农村金融机构盈利能力

弱化背景下，其资产端倾向于配置贷款的内在驱动力有所增强。受上述因素共同影响，

农村金融机构资产配置逐步向贷款倾斜。同业资产方面，农村金融机构同业资产占比

不高，且大多数农村金融机构存在投资能力较为有限的特点，普遍存在农村金融机构

将自身富余资金存放省联社，由省联社进行资产配置的情况。随着监管出台《商业银

行大额风险暴露管理办法》，存放省联社业务规模受到限制，同时考虑到存放省联社

带来的资本消耗，农村金融机构同业资产占比出现暂时性下降。在大额风险暴露管理

办法影响下，农村金融机构同业资产配置力度下降的同时，转而加大投资资产配置力

度，投资资产占比出现暂时性上升；2020 年以来，随着市场利率下行及贷款配置增

加，投资资产占比略有下降。 

数据来源：样本农村金融机构，联合资信整理 

图 2  样本农村金融机构资产结构分布及近年来变化情况 

                                                 

1 样本选择综合考虑区域及规模等因素。其中，除港澳台外，北京、上海、重庆三个直辖市当地仅有一家

农商银行，且体量大，未纳入样本选择；样本覆盖其余大部分省、自治区。从规模看，样本主要选取中小农村

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在 5000 亿以下，进行分层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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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金融机构资产质量 

1．信贷资产质量 

农村金融机构资产质量整体有所改善，不良贷款率呈下降趋势，但与城商行及行

业平均水平相比仍处于较高水平，且区域分化较为明显；贷款投放行业集中度相对较

高；疫情期间展期、续贷等政策安排使农村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质量表现存在一定滞后

性，需持续关注外部环境对信贷资产质量带来的影响。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农村金

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为 7615.40 亿元，不良贷款率为 3.29%（见图 3），不良贷款率

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和城商行。 

 

数据来源：中国银保监会，联合资信整理 

图 3  农村金融机构及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及不良率情况 

 

作为地方性商业银行，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投放区域集中度相对较高，贷款结构及

资产质量受域内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产业结构影响较大，在当地核心产业发展受到不利

影响的情况下，农村金融机构难以通过调节自身贷款结构的方式分散信用风险。农村

金融机构经营所在的区域内，特别是数量相对庞大的区县级农村金融机构，普遍面临

产业结构单一的特点，其贷款客户类型主要为农户，以及个体工商户等小微客户，导

致了经营区域内贷款需求主要集中于农林牧渔业和批发零售业，致使农村金融机构贷

款可投放行业相对有限，贷款投放行业集中度高的特点。 

如前文所述，农村金融机构服务范围集中于县域，业务较为下沉，客户类型以农

户及县域地区小微企业为主，目标客户群体抗风险能力较弱，贷款投放过程中缺乏有

效的风险缓释措施。同时，与其他类型银行相比，农村金融机构公司治理较为薄弱，

在风险管理能力和金融科技水平方面存在一定劣势，风险识别以及预测能力相对较弱，

对农村金融机构在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制度体系、有效落实贷款三查制度等方面带

来一定不利影响。在上述背景下，叠加新冠疫情及宏观经济下行影响，农村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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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暴露更加明显，不良贷款率较高。从资产处置方面看，由于不良贷款整体体量小，

大多“小额分散”且难以评估，加之与资产管理公司合作过程中缺乏议价能力，农村

金融机构较少采用“打包出售”的方式处置不良。农村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处置方式相

对较为单一，主要通过现金清收、收息上调、核销等方面进行处置。部分农村金融机

构还通过债务重组、收息上调等方式上调五级分类形态，贷款客户面临的经营风险并

未完全化解，相关贷款仍面临回收压力。此外，为应对省内农村金融机构可能出现的

潜在风险，各地省联社建立了风险互助基金，对于表内信用风险压力较大的农村金融

机构，通过风险救助金将其不良资产置换出表，给予农村金融机构一定的时间及空间

化解信用风险，但需关注出表不良资产未来的回表可能。近年来，农村金融机构持续

提升风险管理水平，加大不良资产清收处置力度，不良贷款率有所下降，资产质量整

体有所改善。从关注类和逾期贷款来看，2019—2021 年末，样本农村金融机构关注类

贷款占贷款总额比重分别为 5.77%、5.01%和 3.95%，逾期贷款占贷款总额比重分别

为 3.52%、3.29%和 2.86%，均呈下降趋势。 

不同地区的农村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质量差异较为明显，各地区五级分类划分标

准差异以及延期还本付息政策推行的背景下，不同地区农村金融机构实际信贷资产

质量分化可能更大。由于农村金融机构信贷资产投放在展业区域集中度相对较高，农

村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质量表现与其所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通

过从公开市场可获取的 385 家农村金融机构 2021 年末不良贷款情况来看，华东、华

南地区经济活跃度相对较高，目标客群资质普遍好于其他区域（见图 4）；而西南、

西北、东北地区样本不良率相对较高，一方面系部分所在地区的农村金融机构信贷资

产历史包袱相对较重；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尤其县域地区经济

活跃度不足、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加之宏观经济下行、外部如疫情等其他不利因素的

冲击，进一步加剧了农村金融机构在服务域内下沉客户的风险暴露压力，个别地区农

村金融机构在短期内或仍面临较大资产质量下迁压力。在五级分类划分方面，部分资

产质量表现较好的地区为进一步夯实信贷资产质量，真实有效反应信贷资产质量水平，

已开始将本息逾期 60 天及以上贷款纳入不良贷款进行管理；而个别地区农村金融机

构资产质量下行压力较大，五级分类划分相对偏松，导致不同地区间的农村金融机构

实际信贷资产质量差异可能更大。从逾期情况来看，通过对比发现，在样本整体逾期

贷款占比下降的同时，样本内涉及山东、吉林、云南、贵州、湖南等地区的个别农村

金融机构，逾期贷款规模呈现增长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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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代表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等东北地区； 代表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等华北地区； 代

表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西北地区； 代表湖北省、湖南省和河南省等华中地区；

代表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江西省、福建省和山东省等华东地区； 代表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海南省等华南地

区。2、北京、上海、重庆仅有一家农商银行，且体量大，为避免对整体数据的影响，上述三地未包含在地区统计中 

数据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图 4  2021 年末农村金融机构在不同地区的不良率情况一览 

 

此外，2020 年以来，国家出台如对符合条件、流动性遇到暂时困难的中小微企业

贷款，给予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安排等相关政策，支持金融机构通过使用展期、续贷

等方式，引导金融机构通过多种方式缓解实际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的还款压力，

同时使得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质量未完全体现。农村金融机构的业务定位及客户

结构决定了其展期、续贷等相关贷款占比相对较高。例如，部分地区的个别农村商业

银行 2021 年末无还本续贷余额占贷款总额比重在 25%以上。目前，新冠病毒感染调

整为“乙类乙管”，经济运行逐步恢复常态，农村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质量或将面临潜

在下迁压力，个体间差异或将进一步扩大。 

农村金融机构拨备水平亟待提升。拨备方面，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农村金融机

构拨备覆盖率为 139.60%，明显低于城商行以及全行业平均水平。具体来看，农村金

融机构由于信贷资产质量下行压力上升带来的拨备计提需求相对较大，叠加盈利能力

弱化带来的拨备计提规模有限，共同导致了农村金融机构拨备覆盖率水平相对较低的

结果，农村金融机构风险抵补能力较弱，拨备覆盖率亟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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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银保监会，联合资信整理 

图 5  农村金融机构以及城市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变化趋势 

 

2．非信贷资产质量 

农村金融机构整体投资能力较为有限，资产配置以低风险债券为主；但部分农村

金融机构配置的同业及非标投资出现风险，需关注其风险资产在后续处置回收情况。 

同业资产方面，同业资产作为农村金融机构调节流动性、实现富余资金配置的重

要渠道之一。除向省联社开展约期存款外，大多数农村金融机构同业资产配置以省内

农信系统同业存放为主，风险相对可控；但部分地区农村金融机构存在向非银金融机

构的拆出资金，且出现部分风险，后期处置情况需关注。 

投资资产方面，从投资资产结构来看，农村金融机构投资资产配置以标准化债券

类资产为主，另有部分非标类资产以及少量的基金和股权类资产。标准化债券方面，

农村金融机构标准化债券资产配置主要以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属地的地方政府债券

等利率债为主，另配置一定规模金融债券和同业存单，少数农村金融机构还会配置少

量省内城投债。农村金融机构配置的非标类资产多为早期为尽可能提升富余资金盈利

能力而形成的资产。基金类投资主要为具有较强投资能力的农村金融机构配置的资产，

且持有的基金主要为货币基金和债券基金，能够兼顾安全性以及相对稳健的投资收益。

股权投资方面，大部分农村金融机构普遍持有其属地的省联社股权投资，单笔投资规

模小；另有部分优质农村金融机构出于对被投资农村金融机构的救助、或者以进一步

拓展自身展业半径等因素为目的，持有一定规模的农村金融机构股权或发起设立村镇

银行，但股权投资规模均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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