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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为了加强对福建农村信用社的金融监管 ,全面、客观地评价农村信用社机构的金融风险 ,提高金融监管的

有效性 ,督促农村信用社机构增强金融风险的自我防范、自我控制和自我化解能力 ,促进其健康稳定地发展 ,必须按

照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原则 ,建立一套能客观评价农村信用社经营风险的指标体系。对福建农村信用社的经营风

险进行预警研究 ,为防控金融风险提供客观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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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金融竞争与金融创新的进一步发展 ,建立

全面风险管理模式 ,完善风险管理系统体系是福建

省农村信用社提升经营能力 ,逐步走上稳健经营轨

道的必然趋势。农村信用社不能只注重单一风险管

理 ,而应将经营风险、信用风险、利率风险、流动风

险、市场风险纳入到统一的管理体系中〔1〕 ,依据统一

的标准对各类风险进行测算 ,依据所有业务的相关

性进行评价分析与监督管理。

1 　农村信用社风险预警评价指标体系

111 　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福建农村信用社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是监测、分

析、预测和防控农村信用社风险的神经网络 ,是引导

福建农村信用社健康发展的重要工具 ,有鉴于此 ,农

村信用社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

11111 　综合性原则

指标体系应当广泛考虑各种可能导致福建农村

信用社经营风险增加的因素 ,尽可能地将那些较为

重要的影响因素适当地引入到预警指标体系中 ,并

将其分门别类 ,划分层次 ,便于分析研究。具体应该

包括对资本充足状况、资产流动性状况、安全性程

度、盈利能力、综合发展能力和管理能力等方面进行

定性和定量上的描述。福建农村信用社经营风险的

预警指标体系必须准确地体现农村信用社经营的特

点 ,并能够客观地反映这些特点之间的相互关系。

11112 　代表性和针对性原则

福建农村信用社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建立力求

精简明了 ,入选的指标应该能够较好地说明福建农

村信用社经营的现状 ,与此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因素

不予考虑 ;尽量使用最少的、最有代表性的指标来客

观合理地评价农村信用社的经营风险 ,以免采用重

复、繁琐的指标。

11113 　独立性原则

任何综合评价体系都必须遵循一定的独立性原

则 ,也即同一类别中的各项入选指标因素之间至少

在分析性质上应该相对独立 ,说明不同问题或问题

的不同方面 ,彼此之间不存在显著的交互影响或线

性关系。但是 ,严格按照统计检验的标准来要求独

立性 ,往往又会排除许多重要的指标。因此 ,这里贯

彻独立性的方式仍然侧重于定性分析。

11114 　可比性和动态发展性原则

福建农村信用社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应考虑到全省

必须有统一的量化标准 ,以便从宏观上把握福建农村

信用社的整体经营状况。同时 ,还应适当考虑到不同

时期的动态对比 ,以保证指标体系能发挥其应有的作

用。该指标体系必须适当反映本省及省内各地市农村

信用社的具体特点 ,但若过于强调特殊性 ,就会影响福

建与其他省市之间的可比性。此外 ,考虑到历史资料

的收集、对比 ,以及农村信用社的未来发展趋势 ,制定

指标体系时还需瞻前顾后 ,使得该指标体系具有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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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包容性和可比性 ,以利于实际的分析应用。农村信

用社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对其风险进行预警研究也必

须本着动态发展的眼光 ,因此 ,制定的指标体系既要体

现发展的要求 ,又不能不切实际。

11115 　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原则

为了使预警指标体系能够有效地运用于实际分

析 ,选取的指标必须具有可测性 ,并具备相应的数据

支持 ,不能片面地追求理论层次上的完美。纳入该

指标体系的各项指标必须概念明确 ,内容清晰 ,能够

实际计量或测算 ,以便进行定量分析。过于抽象的

分析概念或理论范畴不能作为指标引入体系。

112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成

在遵循以上五个基本原则的同时 ,建立福建农

村信用社经营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还严格按照现行有

关的法律法规 ,基于此 ,本文构建了以下具有层次递

阶关系的指标体系 (见表 1) 。
表 1 　福建农村信用社经营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框架图

基本 类别 指标名称 权重 评价区间 计分公式

福
　
建
　
农
　
村
　
信
　
用
　
社
　
经
　
营
　
风
　
险
　
评
　
价

资本 资本充足率 16 分 8 % - 0 % 16 - (8 % - C) / 015 %

充足率 核心资本充足率 4 分 4 % - 0 % 4 - (4 % - C) / 1 %

备付金比例 5 分 5 % - 1 % 5 - (5 % - C) / 1 %

流动性 流动资产比例 215 分 60 % - 10 % 215 - (60 % - C) / 20 %

拆入资金比例 215 分 0 % - 10 % 215 - C/ 4 %

不良贷款比例 5 分 10 % - 50 % 5 - (C - 10 %) / 8 %

安全性 不良贷款预计损失比例 5 分 5 % - 30 % 5 - (C - 5 %) / 5 %

不良贷款预计损失抵补率 5 分 30 % - 0 % 5 - (30 % - C) / 6 %

效益性
资产利润率 10 分 1 % - 0 % 10 - (1 % - C) / 011 %

利息回收率 10 分 95 % - 55 % 10 - (95 % - C) / 4 %

综合发

展能力

存款增长率 4 分 10 % - 0 % 4 - (10 % - C) / 215 %

不良贷款余额下降率 4 分 20 % - 0 % 4 - (20 % - C) / 5 %

固定资产比例 2 分 50 % - 100 % 2 - (C - 20 %) / 25 %

管理

能力

法人治理结构 2 分 8 % - 0 %

风险管理能力 3 分 8 % - 0 %

内控制度的健全性 1 分 8 % - 0 %

内控制度的有效性 3 分 8 % - 0 %

报表资料的真实性 2 分 8 % - 0 %

　　注 :其中 C 表示各项指标的数值。

表 2 　2000 - 2005 年福建农村信用社风险评价指标数据表

　　　　年份

指标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资本充足率 4184 % 4188 % 5155 % 4139 % 5186 % 9148 %
核心资本充足率 3186 % 3185 % 4154 % 3162 % 3181 % 4180 %
备付金比例 35105 % 45163 % 43190 % 52187 % 58183 % 56152 %
流动资产比例 24102 % 29120 % 36141 % 44148 % 53154 % 50186 %
拆入资金比例 0139 % 5133 % 3150 % 1170 % 1144 % 0103 %
不良贷款比例 30105 % 29141 % 25127 % 17166 % 1127 % 9186 %

不良贷款预计损失比例 10195 % 12184 % 11132 % 11169 % 8129 % 4130 %
不良贷款预计损失抵补率 12196 % 11147 % 10191 % 9155 % 13135 % 23159 %

资产利润率 - 0137 % 0133 % 0109 % 0106 % 0118 % 0118 %
利息回收率 99190 % 100100 % 100100 % 100100 % 100100 % 100100 %
存款增长率 11140 % 5158 % 14135 % 27108 % 19158 % 20147 %

不良贷款余额下降率 - 29170 % 0153 % 2152 % 2152 % - 10196 % - 41115 %
固定资产比例 75198 % 70180 % 63159 % 55152 % 46146 % 49114 %
法人治理结构 017 0175 018 0185 0188 0190
风险管理能力 2 212 213 215 216 217

内控制度的健全性 0165 0168 0171 0172 0173 0174
内控制度的有效性 2 211 212 213 214 215
报表资料的真实性 118 1185 119 1192 1196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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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村信用社经营风险评价方法

211 　指标的原始数据 (见表 2)

212 　评价方法

福建农村信用社风险综合评级标准的制定。根

据各项指标分值、评价标准和计分公式 ,可以计算出

每个指标的得分 ,将本类各个指标的得分相加即为

该类指标的得分 ,最后 ,将每类指标的得分相加 ,其

总和即为综合得分。进一步 ,根据福建农村信用社

的综合得分 ,将农村信用社风险划分为七个等级 (见

表 3) 。

表 3 　农村信用社风险综合评级标准表

综合得分 风险等级 评级说明

90 分 (含以上) A + 级 (绿色) 经营稳健 ,达到风险监管的各项要求 ,且控制风险能力十分强。

80 分 (含至 90 分) A 级 (蓝色) 经营比较稳健 ,基本达到风险监管的各项要求 ,控制风险能力较强。

70 分 (含至 80 分) A - 级 (紫色) 经营基本稳健 ,达到风险监管的主要要求 ,在个别方面未达到风险监管要求。

60 分 (含至 70 分) B 级 (粉色) 经营状况正常 ,基本达到风险监管的主要要求 ,但存在一些缺陷。

45 分 (含至 60 分) B - 级 (白色) 经营存在一定的风险 ,较多方面未达到风险监管要求 ,应引起关注。

30 分 (含至 45 分) C 级 (黄色) 经营状况很差 ,存在问题较多 ,风险较大 ,控制、化解风险的能力很弱。

30 分以下 C - 级 (红色) 经营状况非常差 ,有严重缺陷和问题 ,风险很大 ,控制、化解风险能力基本丧失。

3 　农村信用社经营风险评价结果及分
析

　　通过计算可得到 2000 - 2004 年福建农村信用

社风险评价综合得分值 (见表 4) 。结合表 1 和表 3 ,

可以看出 ,2000 - 2005 年福建农村信用社经营风险

分别处于 C 级 (黄色) 、B - 级 (白色) 、B - 级 (白色) 、

B 级 (粉色) 、B 级 (粉色) 和 B 级 (粉色) ,详见表 4。

表 5 综合得分值从 2000 - 2005 年逐年上升 ,表明福

建农村信用社的经营越来越稳健 ,基本达到风险监

管的主要要求 (图 1) 。

表 4 　2000 - 2005 年福建农村信用社风险评价综合得分值

　　　　年份

指标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资本充足率 9167 9175 11110 8179 11172 18196

核心资本充足率 3186 3185 4154 3162 3181 4180

备付金比例 5100 5100 5100 5100 5100 5100

流动资产比例 0170 0196 1132 1172 2118 2104

拆入资金比例 2140 1117 1162 2108 2114 2149

不良贷款比例 2149 2157 3109 4104 6109 5102

不良贷款预计损失比例 3181 3143 3174 3166 4134 5114

不良贷款预计损失抵补率 2116 1191 1182 1159 2122 3193

资产利润率 (3167) 3130 0187 0158 1185 1184

利息回收率 10100 10100 10100 10100 10100 10100

存款增长率 4156 2123 5174 10183 7183 8119

不良贷款余额下降率 (5194) 0111 0150 0150 (2119) (8123)

固定资产比例 0196 1117 1146 1178 2114 2103

法人治理结构 017 0175 018 0185 0188 0188

风险管理能力 2 212 213 215 216 216

内控制度的健全性 0165 0168 0171 0172 0173 0173

内控制度的有效性 2 211 212 213 214 214

报表资料的真实性 118 1185 119 1192 1196 1196

综合得分值 43117 53104 58171 62149 65171 69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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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福建农村信用社经营风险评价结果

年份 综合得分值 风险等级 警 情

2000 43117 C 级 (黄色) 经营状况很差 ,存在问题较多 ,风险较大、控制、化解风险的能力很弱。

2001 54104 B - 级 (白色) 经营存在一定的风险 ,较多方面未达到风险监管要求 ,应引起关注。

2002 58171 B - 级 (白色) 经营存在一定的风险 ,较多方面未达到风险监管要求 ,应引起关注。

2003 62149 B 级 (粉色) 经营状况正常 ,基本达到风险监管的主要要求 ,但存在一些缺陷。

2004 65171 B 级 (粉色) 经营状况正常 ,基本达到风险监管的主要要求 ,但存在一些缺陷。

2005 69178 B 级 (粉色) 经营状况正常 ,基本达到风险监管的主要要求 ,但存在一些缺陷。

图 1 　2000 - 2005 年福建农村信用社风险评价综合得分值变化趋势图

　　从评价结果中显示 ,虽然福建农村信用社经营

状况正常 ,基本达到风险监管的主要要求。但仍存

在一些风险隐患和风险管理缺陷。农村信用社的风

险是多年来历史和现实因素形成的 ,既有信用环境、

行业政策、政府管理原因 ,又有经营方针、内部控制、

信贷管理的疏漏 ,还有领导决策 ,人员素质等方面的

失误。具体体现为 : ①资本基础不够稳固 ,风险抵补

能力不足 ,多年来积累的财务包袱仍然沉重 ,个别县

(市)的经营风险需要高度重视 ; ②信用风险状况不

容乐观 ,信贷资产质量较低 ,滋生不良贷款的机制、

管理、人员素质问题 ,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不良贷

款的反弹压力大〔2〕; ③信息不对称广泛存在 ,表现为

信用社和入股社员的信息不对称、与客户间信息不

对称、与基层社的信息不对称、与银监会的信息不对

称 ,导致信用社的抗风险能力和资本筹集能力难以

提高〔3〕; ④监管约束软弱 ,缺乏有效的监管制约 ,导

致行业管理失控。由于产权关系扭曲 ,内控机制不

健全等原因导致多数地区农村信用社的民主管理难

以落实 ,“三会”制度约束能力较低 ,由于制度的缺

陷 ,农村信用社无法排除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 ,导致

信用风险〔4 - 5〕; ⑤缺乏独立的风险管理体系 ,缺乏专

业的风险管理人才和系统完整的风险评估方法 ,信

贷风险的防范机制不健全 ; ⑥科技的自主创新和计

算机安全管理尚需加强。

针对风险隐患和管理缺陷 ,应全面加强信贷资

产管理体系建设 ,提高资产质量 ,构建农村信用社风

险预警系统〔1〕 ,构建农村信用社风险管理系统体系。

同时农村信用社提升经营发展能力应重视 : ①完善

风险控制措施 ,发挥贷款管理委员会的作用 ,加强信

贷档案管理 ,规范财务管理制度 ,建立自我约束的机

制〔6〕; ②增强资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 ,提高存款增长

率 ,全面提高信贷资产质量 ,拓展服务领域 ,增资扩

股 ; ③地方政府及监管机构应制定和落实扶持政策 ,

为农村信用社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 ④通过制度能力

建设、科技能力建设和人力资源建设的系统规划和

实施 ,进一步提升农村信用社的防范和化解经营风

险的管理调节能力〔7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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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互动平台是指为企业运用客户信息提供个

性化服务 ,提高客户满意度 ,增加市场营销机会 ,提

高管理水平的平台。它是通过销售自动化、市场营

销自动化管理、智能电话服务中心、呼叫中心、智能

化监控、个性化服务等手段 ,构建客户交互平台。其

关键是保证客户的满意和立体化服务体系的实现。

如 ,德国奔驰汽车公司从顾客需要出发 ,从产品结

构、产品质量、销售方式 服务项目、服务水平等多方

面为顾客提供服务 ,增强顾客的满意度。

31213 　建立客户个性化服务能力

互联网技术使得客户资料的收集成为开展电子

商务的重要环节。但是 ,客户的经验会随着资料的

增加而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 ,收集的资料不断增

加 ,同时与网上商务相互影响的经验也不断增多。

在这个过程中 ,客户的市场判断力不断提高 ,将会加

剧市场的竞争程度。因此 ,通过市场细分和客户关

系管理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差异化能力 ,强化竞争优

势。所以 ,建立客户个性化服务是企业客户关系管

理的重要手段。

“顾客就是上帝”,如果没有客户 ,企业将失去赖

以生存的市场 ,那么企业将走向消亡。使用 CRM

技术 ,企业能快速搜集、追踪和分析每一个客户的信

息 ,进而了解整个市场走势 ,并确切地知道谁是客

户、客户需要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如何才能满足客

户的要求等营销关键要素。因此 ,以客户为核心的

CRM 在现代企业中将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建立

和实施一个适合企业自身发展的 CRM 客户关系管

理系统是十分必要的 ,可以为企业赢得更多的利润 ,

为客户创造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获取更多客户的信

任和忠诚 ,从而使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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