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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暋采用2010年对延安地区13家农村信用社以及当地银监局进行的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数据,运用因

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农村信用社运营效率进行横向比较。结果表明:运营效率差异主要来源于抗风险能力、

盈利能力和支农能力3个因子。结合农村信用社效率得分和经济发展状况将农村信用社分为3个层次,并提出要

提高农村信用社的运营效率,需完善风险控制机制、开展业务创新、加大政府支持力度等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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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2009年5月,陕西省政府出台了《陕西省人民

政府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加快发展

的意见》,对全面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工作做了部

署,并提出以建设现代农村金融制度为目标,构建新

型农村金融体系,加大对农村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加
快农村金融改革。

延安作为试点地区之一,在陕西省联社和当地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对农村信用社进行了试点改革,
使基层联社释放出强大的活力,在服务的质和量方

面均发生了巨大变化。截至2010年末,延安银行业

金融机构网点数量424个,各项存贷款余额分别为

706.4亿和7亿元,其中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包括农

村合作银行和一级法人联社)存贷款余额分别高达

128.97亿和78.97亿元,其占全市金融机构市场份

额分别为18.25%和21.88%,实现净利润0.82亿

元,位居全省同行业前列。作为陕西农村金融体系

的主力军之一,延安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发展必须

根据国家对农村金融发展的要求,继续坚持深化管

理体制和经营机制的改革。
从2003年第一批试点改革至今,国内许多学者

对农村信用社的效率评价和改革成效充满了争议,并

从不同的角度和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进行了研究。
谢平等通过对不良贷款占比、贷款利差、税前利润以

及税后利润等指标进行比较分析,评价了72个样本

点地区的信用社绩效,得出农村信用社的盈利能力要

来源于优惠政策,另外,农村信用社过分强调贷款的

安全性,而不注重贷款风险与收益的一致[1];师荣蓉

等基于超越对数随机边界模型从内外部因素2个方

面对陕西省81个县区农村信用社的利润效率进行评

估,最终得出陕西省农村信用社利润效率呈不断改进

趋势,除不良贷款率外,核心资本充足率、财政支出比

重、产权制度、不良贷款率和存贷比率的提高对利润

效率的改善起着促进作用[2];谢志忠等通过采用

DEA方法,对福建省九州市农村信用社的经营效率、
综合技术效率和规模报酬进行了评价,得出部分农村

信用社经营效率低下,管理水平明显呈上升趋势,同
时大多数农村信用社正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同时

提出农村信用社应加强经营能力的体系建设的建

议[3];席建成等基于骆驼评级法的指标体系,对陕西

省8个县域农村信用社进行了跟踪调查,运用因子分

析法对农村信用社的经营效率进行综合排名,认为陕

西省农村信用社的经营能力实现了阶段性目标,但还



暋暋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总101期)

存在不足,仍需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发展[4];覃道爱等

通过引进不良贷款和剥离外部环境因素,采用SBM灢
Undesirable模型对我国部分农村信用社改革绩效进

行了评价,并最终发现农村信用社绩效的增长主要来

源于纯技术效率的改进,而规模效率、配置效率和成

本效率改善不明显,外部环境影响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农村信用社的绩效[5]。
以上研究主要从时间的纵向上和空间的横向上

对部分地区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成效进行的分析。在

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进程中,由于资源禀赋的不同,
各基层联社已经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而在地理上相

邻的资源富集县域,可能在风险管理、盈利能力以

及支农力度等方面具有高度相似性[6]。因此,以资

源富集地区为切入点,结合各县区经济金融发展情

况,从基层联社的角度出发,有效评价农村合作金融

机构的运营效率值得探讨。本文以延安农村合作金

融机构为分析案例,拟运用多元统计方法对各农村

合作金融机构的运营效率进行实证分析,为这些资

源富集区域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今后的发展上提

供参考。

暋暋一、研究方法和变量定义

1.研究方法

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运营效率分析需要借助

多项指标来实现,但对众多的指标进行综合分析不

但难度大,指标间的相关程度也高,往往出现信息重

叠,而且现有的运营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大都是主

观赋权,无法保证评价结果的客观性。为了更好地

分析农村信用社运营效率,采用因子分析和主成分

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将反映运营效率指标中的公共

因子提取出来,然后用这些公共因子对信用社运营

效率进行综合评价[7]。因子分析模型如下:
X1 =a11F1 +a12F2 +…+a1mFm +毰1

X2 =a21F1 +a22F2 +…+a2mFm +毰2

……………………………………

Xp =ap1F1 +ap2F2 +…+apmFm +毰

ì

î

í

ï
ï

ï
ï

p

暋暋模型中,X1,X2,…,Xp 是p 个原指标;F1,F2,
…,Fm 是公共因子(也称主因子),主因子在原指标

的表达式中是共同出现的,是相互独立的不可观察

的理论变量,其含义要根据实际问题与分析结果而

定;毰1,毰2,…,毰p 为特殊因子,是各指标Xi 所特有的

因子,各特殊因子之间以及与所有公共因子之间也

是相互独立的;aij为因子载荷。

2.变量定义

结合中国银监会颁布的《农村信用社监管评级

内部指引(试行)》(银监发暡2007暢14号)和农村信用

社实际特点,认为目前评价农村信用社运营效率的

主要因素有盈利能力、稳定性、安全性、偿债能力、支
农力度和资产配置6个方面[8],以上各变量的具体

设定及定义,见表1。
表1暋变量选择与解释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变量解释

盈利能力 营业收入增长率X1
本年主营业务收入总额同上年
主营业务收入总额差值的比率

资本利润率X2 利润总额与资本金总额的比率

贷款利息收入占比X3 贷款利息收入与营业收入的比率

中间业务收入比X4
中间业务收入与营业收入的比
率

稳定性 资本充足率X5 银行的资产对其风险的比率

安全性 不良贷款率X6
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占总贷款余
额的比重

偿债能力 流动性比例X7 流动资产对流动负债的比率

拨备覆盖率X8
贷款可能发生的呆、坏账准备金
的使用比率

支农力度 农业贷款占比X9
农业贷款总额与银行各项贷款
总额的比率

资产配置 存贷比率X10
银行的贷款总额与存款总额之
间的比率

暋暋二、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

样本数据来源于2010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

村金融研究所对延安地区13家农村信用社以及当

地银监局进行的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本次调研共

发放问卷13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13份,问卷有效

率100%。调查的数据涵盖了农村信用社的资产、
负债和利润等多个方面。

2.结果分析

采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运用SPSS18.0
软件对被调查的13家机构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处理,
评价目前农村信用社运营效率水平[8]。

(1)KMO和 Bartlett检验。将10个变量经济

指标数据标准化,并将 X6正向化后,得到 KMO 值

0.672,KMO值大于0.6,说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可

以被其他变量解释。Bartlett球度检验给出的相伴

概率为0.000,小于0.05,拒绝Bartlett球度检验的

零假设,数据适用于因子分析。
(2)因子分析。基于主成分分析模型确定公因

子,由相关性矩阵计算得到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

积贡献率,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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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第二列为协方差矩阵的10个指标的特征

值,按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提取前3个因子为公因

子。由第三列知,因子1、2、3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

54.775%、19.960%、10.273%,累 计 贡 献 率 为

85.008%,即前三个因子包括了原变量85.008%的

信息,提取因子1、2、3作为公因子。
按最大方差法对初始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如表3所示。
表2暋解释的总方差

成分
初始特征值

合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提取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1 5.477 54.775 54.78 5.477 54.775 54.775 3.266 32.665 32.665
2 1.996 19.960 74.74 1.996 19.960 74.735 3.018 30.179 62.843
3 1.027 10.273 85.01 1.027 10.273 85.008 2.216 22.164 85.008
4 0.69 6.899 91.91
5 0.343 3.43 95.34
6 0.177 1.769 97.11
7 0.131 1.31 98.42
8 0.096 0.965 99.38
9 0.039 0.387 99.77
10 0.023 0.234 100

暋暋由表3可以看出,指标值按正交载荷矩阵中高载

荷分为3类,据此对各公因子命名解释如下:第一个

公因子F1在存贷比率X10、拨备覆盖率X8、流动性比

例X7和资本充足率X5上有较大的载荷,定义为风险

效率因子;第二个公因子F2在中间业务收入比X4、资
本利润率X2、贷款利息收入占比X3和不良贷款率X6

上有很大的载荷,定义为盈利效率因子;第三个公因

子F3在农业贷款占比X9和营业收入增长率X1上有

较大的载荷,因此定义为支农效率因子。
表3暋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指标
成分

F1 F2 F3

X10 0.881 -0.022 -0.312
X8 0.879 0.095 -0.315
X7 -0.754 -0.427 0.316
X5 0.681 0.163 -0.626
X4 -0.092 -0.92 0.207
X2 -0.073 0.914 -0.138
X3 0.401 0.767 -0.161
X6 0.600 0.626 0.194
X9 -0.298 -0.026 0.863
X1 -0.247 -0.383 0.811

暋暋采用回归法求出因子得分函数,计算因子得分,
并对样本进行效率评价。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如表4
所示。由表4可得因子得分的函数为:

F1 =0.189X1 -0.197X2 +0.060X3 +0.135X4 +
0.127X5 +0.300X6 -0.235X7 +0.342X8 +
0.135X9 +0.359X10

F2 = -0.064X1 +0.371X2 +0.251X3 -0.346X4 -
0.066X5 +0.195X6 -0.056X7 -0.095X8 +
0.092X9 -0.142X10

F3 =0.479X1 -0.055X2 +0.075X3 -0.051X4 -
0.216X5 +0.389X6 -0.053X7 +0.071X8 +
0.526X9 -0.065X10

表4暋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指标
公因子

F1 F2 F3

X1 0.189 -0.064 0.479
X2 -0.197 0.371 -0.055
X3 0.06 0.251 0.075
X4 0.135 -0.346 0.051
X5 0.127 -0.066 -0.216
X6 0.300 0.195 0.389
X7 -0.235 -0.056 -0.053
X8 0.342 -0.095 0.071
X9 0.135 0.092 0.526
X10 0.359 -0.142 0.065

暋暋以各公因子对应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计算综合

统计量F,函数为:
F= (54.775%暳F1+19.960%暳F2+10.273%暳F3)暵

85.008% =0.6444F1+0.2321F2+0.1181F3

暋暋根据以上函数计算13个样本农村信用社的因

子得分和综合得分,并进行排序。
(3)聚类分析。为了探求样本农村信用社的运

营效率产生差异的深层原因,对农村信用社进行聚

类分析。聚类分析是将研究对象分为相对同质的群

组的方法,是多元统计分析中应用最广泛的分类技

术[9]。使用SPSS18.0软件,用快速聚类分析方法

的 Q型聚类对样本进行分类,结果见表5。
样本农村信用社的运营效率可分为3类,综合

评分结果存在差距。其中,第一类为ZD、GQ、WQ
等3家农村信用社,他们在地理上相邻,资源比较富

集,且运营效率都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第二类为

FX、HL2等共8家农村信用社,这些县区分布比较

分散,但都有不同程度的资源,且存在一些特色产

业,运营能力处于中等水平,第三类为 HL1农村信

用社,资源比较匮乏,运营效率水平相对较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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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结合综合得分可以看出,ZD第一,GQ 第二,FX
第三。由于这3个县区近年来通过组建和成立石油

钻采公司,并利用高新技术开发石油和天然气等资

源,为当地招商引资,提高了各项存贷款余额,增加

了存贷利差收益,因此这些县区综合评分较高,运营

效率相对较好。
表5暋分类结果及综合得分

农村信用社
公因子得分及排名

F1得分 排名 F2得分 排名 F3得分 排名

综合评价

F得分 排名 分类

AS -0.0435 5 -3.0427 13 -0.6065 9 -0.8058 12 栻
BT -1.1950 13 0.0842 8 -0.7643 11 -0.8407 13 栻
FX 0.9922 3 0.6235 4 -0.6018 8 0.7129 3 栻
GQ 1.1857 2 0.8555 1 1.4012 1 1.1279 2 栺
HL1 -0.2423 8 -0.1785 10 -1.6260 13 -0.3895 8 栿
HL2 -0.4625 10 -0.3236 12 -0.5600 7 -0.4392 9 栻
LC -0.1770 7 0.2810 6 0.9451 4 0.0628 6 栻
WQ 0.4325 4 0.7873 2 -1.0644 12 0.3357 4 栺
YC1 -0.4330 9 -0.0693 9 -0.6233 10 -0.3687 7 栻
YC2 -1.1836 12 -0.2567 11 0.7385 5 -0.7350 11 栻
YC3 -0.9922 11 0.4420 5 0.5053 6 -0.4771 10 栻
ZD 2.2576 1 0.0867 7 1.1762 2 1.6137 1 栺
ZC -0.1390 6 0.7107 3 1.0800 3 0.2029 5 栻

暋暋风险效率对样本农村信用社的运营效率影响最

大。在提取的因子中,风险因素(存贷比率、拨备覆

盖率、流动性比例和资本充足率)方差贡献率占

54.775%,占比较大,同时与综合评分对比,风险因

子排名与综合排名基本保持一致,从这一点可说明

风险效率对其运营能力的影响最大。一方面,监管

机构近年来在该地区全面开展案件风险排查工作,
督促农村信用社加强案件防控制度、机制建设,与此

同时,基层联社自身也在运营过程中加大对拨备覆

盖率、贷款损失拨备以及资本充足率的计提工作。
由此可以看出,资源富集地区的农村信用社目前主

要侧重于对风险因素的加强和管理,通过防范风险

案件和计提资金储备等方式来降低风险,提高运营

效率。
样本农村信用社的盈利水平有所差异,整体呈上

升趋势。首先,排名靠前的 GQ、WQ和ZC最先开展

央行专项票据兑付工作,截至2010年底,此项工作在

各县区内全部完成,为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与发展创造

新成果。其次,HL2、BT等部分基层联社通过加大不

良贷款清收力度、将富余资金上存或存放他行等措施

消除了历年的部分亏损挂账。然而,目前多数基层联

社仍以存贷利差为主要收入来源,缺乏开展中间业务

的动力和活力,这制约着其盈利水平的提高。
各县区样本农村信用社支农政策落实情况不

同,存在“去农化暠趋势。从支农因子得分可以看出,

GQ、ZD、ZC排名靠前,而BT、FX、HL1排名相对靠

后。一方面,随着部分资源富集县区农民人均收入

水平的提高,一些农户纷纷涌入城镇居住,加之一些

有不良记录的农户拖欠贷款,造成部分资金流失;另
一方面,邮储营销小额信贷以及新型机构的强强介

入,给农村信用社的运营带来巨大压力,多数县区基

层联社的涉农贷款市场份额较有所减少,从而使得

农村信用社整体上在支农服务上有所退化。
改制合作银行与否对样本农村信用社的运营效

率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其中,已改制的基层联社

(GQ)和拟改制的基层联社(FX、WQ)从风险因子、
盈利因子和支农因子各个层面上来看,其得分和排

名都要高于未改制的基层联社。而从综合评分也可

看出,已改制和拟改制的农村信用社明显好于未改

制的。

暋暋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实证研究讨论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运营

效率问题,虽然仅在一个地区调查的基础上而进行分

析,但是所选取的是资源富集型地区,其具有一定的

意义和代表性,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结论:第一,资源相

对富集的基层联社其运营效率要比资源相对匮乏的

基层联社的运营效率评价高。第二,资源富集地区的

农村信用社在运营过程中主要侧重对风险的管理;第
三,资源富集地区的基层联社盈利能力在逐步提升;
第四,随着农村信用社发展实力的不断壮大,存在着

“去农化暠的趋势;第五,合作银行的改制或拟改制与

否对农村信用社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基于此,
提出如下建议:栙根据各县区资源禀赋的不同,因地

制宜,尤其是针对资源相对缺乏的农村信用社探索利

用宅基地、土地经营权以及林权等作为抵押物的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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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融资,并调整客户结构,在以往稳定传统小规模、
专业化经营农户的基础上,扩展农业企业、农村小城

镇和基础设施以及资源开发建设工程等新客户群体,
挖掘基层联社发展的新动力。栚继续加强风险管控

工作,引进高级风险管理人才,并针对以往重大风险

案件进行全面分析,找出关键问题所在,并注重日后

的案件防范管理,与此同时,加大拔备计提,进一步提

升拨备覆盖和资本充足储备。栛加大硬件设施投入,
创建系统内结算、汇兑体系,并扩大代收代付业务范

围,同时推行定信用卡、富秦卡等业务品种,提高中间

业务收入比重;同时通过开展新一轮的专项票据兑付

工作,继续弥补历年挂亏,并加强对表外不良贷款的

考核,提高不良贷款清收效率。栜加快农民信用评定

工作,建立以县(乡)为主体的信用信息数据库,充分

调动农户提高自身信用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对农村

信用社具体的涉农业务给予长期的财政补贴和特殊

的税收优惠政策[10]。栞大力推进县区基层联社向股

份制转型。随着外部经济环境不断的变化,特别是在

资源富集区域,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

金融机构强强进入,打破了农村信用社原先唱“独角

戏暠的局面,因此,优化股权结构,完善内部机制以及

向农村商业银行升级转型已经成为基层联社提升竞

争力的重要途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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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暋Basedonthequestionnaireandon灢the灢spotinterviewdatafrom13ruralcreditcoopera灢
tives(RCC)andlocalChinaBankingRegulatoryBureauinYan'anin2010,thispaperusesfactoranalysis
andclusteranalysistomakealateralcomparisonofoperationalefficiencyamongtheabove13RCC.The
resultshowsthatoperationalefficiencydifferencesaremainlyfromriskresistancecapacity,profitability
andagrosupportcapacity.ThispaperdividesRCCintothreelevelsinaccordancewiththeirefficiency
scoresandeconomicdevelopment.Therefore,thispaperproposesseveralpolicysuggestionsonhowto
improvetheoperationalefficiencyofRCCwhichincludesperfectingriskcontrollingmechanism,innova灢
tingbusinessandstrengtheningsupportfromgover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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