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用社贷款管理工作总结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

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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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4_A8_E7_A4_BE_E8_c25_249025.htm 贷款是农信社的主要

资产，贷款管理直接关系着资产质量高低和资金效益好坏。

因此，搞好贷款管理，提高管理效果，合理规避资金风险，

以便有效支持当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全面构建和谐社会

，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信贷资金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最大化，是农信社追求的目标。 “六个”严格定规范 严

格贷款程序，杜绝逆向操作。农信社应严格按规定的程序办

理贷款，即贷户向信用社申请、信贷员调查、信用社贷款小

组审查审批（超权限逐级上报审查审批咨询）、办理贷款手

续。严禁违反贷款程序审批，搞逆向操作。 严格贷款条件，

把好贷户准入关。农信社应对借款人提供的贷款资料进行认

真审查，对以设备抵押申请贷款的予以严格控制，大力提倡

房地产抵押，确保抵押物具有增值的价值。 严格贷前调查，

摸清贷户底数。农信社应高度重视贷前调查。至少应由二名

信贷员同时对借款人进行全面、细致的调查。对多头贷款、

有逃废银行贷款行为的不予支持。 严格贷款责任，实行终身

负责。农信社不良贷款余额长期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没有

真正落实贷款责任人，放款责任不清。因此，农信社发放贷

款应严格落实第一责任人，小额贷款由信贷员为责任人，大

额贷款由信用社和县级联社领导为责任人，并实行终身负责

。 严格贷款审批，确保科学决策。各级农信社应严格执行贷

款集体研究审批（咨询）制度，做到集体研究、少数服从多

数和决策人一票否决，按权限审批（咨询）贷款，禁止不经



集体研究和超权限审批（咨询）贷款等违规行为，保证贷款

决策的科学、民主、公正、合理。 严格贷款手续，把好资金

“闸门”。农信社应严格按照《担保法》、《贷款通则》、

《贷款操作规程》等法规制度的要求办理贷款手续，做到手

续齐全、合法有效，避免形成无效手续，给清收带来隐患。 

“五个”坚持清思路 坚持正确投向，合理发放贷款。 农信社

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产业政策及宏观调控政策，不断调整

和优化贷款投向，合理发放贷款，严禁向国家禁止、限制及

目前投资过热的行业和项目发放贷款，严禁向风险集中程度

高、超出自身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的业务领域发放贷款。 坚

持立足社区，支持县域经济。社区经济是农信社生存的基础

，新农村建设是其发展的机遇，支持好社区经济，服务好新

农村建设，才能获得稳固的储源和优良的客户。农信社应做

到小额贷款不跨社区，其他贷款不跨县（市、区），在支持

好社区“三农”经济的基础上，支持县域内具有优势和特色

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 坚持小额分散，扩大农户贷款

面，弱化风险、站稳农村市场。农信社应在巩固现有市场和

客户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灵活多样的特点

，加大投放力度，增加投放密度，提高投放频率，扩大农户

和社员贷款面，分散风险、站稳农村市场，为新农村建设提

供有效的金融服务。 坚持放开质押、提倡抵押、控制保证，

优化贷款结构。在贷款方式上，农信社应放开有价证券质押

贷款，做到随到随办，不受存贷比例限制；大力提倡抵押担

保贷款，不断创新抵押担保方式，拓宽抵押物品范围；对保

证担保贷款，除农户联保和小额贷款外，予以适当控制，特

别是大额保证担保贷款要严格控制。努力提高抵（质）押担



保贷款占比，优化贷款结构。 坚持效益第一，加大营销力度

。农信社应对县域主导产业中具有竞争优势的骨干企业，进

行调查摸底和分类排队，对其中法人代表人品好、信誉高、

能力强，资产负债率、贷款占资产比重较低，自筹资金占比

较高，产品市场前景好，盈利能力强，对地方经济有拉动作

用的优质企业，加大支持力度。积极参与市以上管理部门组

织的社团放款，有选择地向大型优质骨干企业，交通、通讯

、电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城市开发项目等发放贷款，提高

资金运用率，培育新的效益增长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