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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旅游市场

竞争非常激烈，

而地方政府对旅游

经济又非常重视，这

时数据的把握就很

重要。出于宣传的考

虑，如果旅游人数少

了，怕被人误以景点

不好、 服务不好、旅

游环境不好等产生

负面的影响。

本报记者 钟文

旅游统计数据虚实之间：离家 6小时竟成旅游人士

山西农信社改制难题：

“被贷款”事件频发，坏账率居高不下

本报记者 汪晓东

晋北农村信用社这场击鼓传花式的“被

贷款”接力似乎没有停止的迹象。 继山西天

镇县农民“被贷款”事发之后，朔州市平鲁区

又牵扯出冒名贷款事件。 2015年开始，原本

立足于服务农村的山西农村信用社，因为屡

次发生“被贷款”事件而深陷信用危局。

“被贷款” 事件暴露出当地农信社系统

乱象的冰山一角。 2006年之后，在经历多家

主管机构的更迭之后，农村信用社持续在中

国广阔的乡村发力。 在扶持“三农”获得最初

的喜悦后，一些不良贷款亦开始产生。

2015年，占据农村金融半壁江山的农信

社股份制改革大限将至。 但问题是，要改制，

还要面临如何降低坏账率、明晰产权等诸多

挑战，这一过程难言顺利。

信用危局

对于落在自己名下的贷款，住在朔州市

平鲁区的高平（化名）实在无法理解。 他向

《中国企业报》记者回忆，今年 7 月他在向平

鲁农村信用社申请贷款时，被告知因 2 万元

贷款逾期未还已被列入信贷黑名单。

让高平闹心的不止于此，其妻子名下也

不知何时“被贷款”2 万元。高平感到蹊跷，从

来没有申请贷款，夫妻两人如何身负 4 万元

贷款？

高平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最近，山西

天镇发生的莫名“被贷款”事件让众多农民

心惊胆战。

平鲁农村信用社告知高平，如果申请贷

款，必须清偿以前的债务。 而更让高平担心

的是，在查询的个人信用报告中，他的信用

记录已被拉黑。 这意味着，至少数年内，高平

将无法申请贷款。

记者试图在朔州农村信用联社还原此

次“被贷款”事件，但联社纪检委建议记者向

下一级平鲁农村信用社了解情况。

“目前，已查实的‘被贷款’数额为 10 万

元。 除去发生问题的信用社原负责人任小东

所贷 4 万元之外，能落实的问题贷款为 6 万

元。 ”平鲁农村信用社监事长闫忠清告诉记

者。 至于是否还有其它“被贷款”事件，他表

示尚不确定。

近年来，当地“蹊跷贷款”事件时有发

生，以至于朔州白堂乡信用社把贷款贷给了

死人的消息一度成为网络搜索热词。

闫忠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亦坦陈，1996

年，农村信用社与监管单位农业银行“脱钩”

后，“被贷款”等一系列问题开始发生。

“我们不比其它银行， 过去的系统没有

和央行联网。 ”闫忠清认为，冒名贷款是由于

信用社系统硬件落后造成的，在审核贷款人

时，只能依靠身份证明和指纹来确定。

闫忠清告诉记者，目前，高平的贷款已

经归还，但要想解除信贷黑名单尚需至少一

年。 但一个疑问由此产生，究竟是谁偿还了

贷款？

而在高平看来，眼下，最重要的是如何

能尽快解除信用记录被拉黑的情况，而闫忠

清则告诉记者，这一过程需要信用社报央行

才能核销。

在媒体的报道中，山西天镇最近发生的

“被贷款”事件中，反映“被贷款”的人过百，

“被贷款”数额从 2000 元至 80 万元不等，贷

款总额逾 1000万元。

改制难题

在很多金融人士眼里，农村信用社的改

制是个缓慢的过程，其中要解决企业化运作

水平较低，创新动能难以有效释放等诸多问

题。

“体制、机制、既得利益的重新分配、新

业务拓展的成本等问题，都不是一朝一夕就

能解决的。 ”山西晋商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

郭志勇说。

2013 年，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研究员杜晓山亦对媒体表示，农商行并不一

定比农信社、农合行先进或是高级，关键是

看机构治理、人员素质、敬业水平等因素。

不难看出，事实上，农信社的改制仍存

在不同发声。 其实，从农村信用社的性质等

方面来看，它的改制注定有些投鼠忌器。

“不同于银行，作为金融机构，从所有制

性质来看，农村信用合作社属于集体经济性

质，它属于公有制经济范畴。 ”郭志勇说。 与

其它国有商业银行的国有经济性质相比，它

不属于国有经济。 因而它不具备一般银行所

具有的“血统”，一种说法，其产权模糊也是

改制所遇到的难点之一。

对于朔州农村信用社来说，改制似乎是

个很好的选择。

在闫忠清看来，朔州信用联社的改制似

乎遇到一些问题。“目前，平鲁农村信用社的

不良贷款超过 2 亿元， 坏账率达到 8%—

9%。 ”他告诉记者。事实上，坏账率至少应该

低于 5%才能达到改制标准。

但上述不良贷款仅仅是平鲁区农信社

的数额， 朔州市信用联社的具体不良贷款，

记者未能从杨姓理事长口中得知，其也未对

《中国企业报》提出的其它问题予以答复。

农村信用社自身经营状况令人十分堪

忧，潜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一组数据显示，截至 2012 年末，农村信

用社资产总额达 15.5 万亿元，负债总额 14.5

万亿元，分别为 2002 年末的 7 倍和 6 倍多。

资产、负债总额占全部银行业的比例分别达

到 11.8%和 11.1%。

“相比之下， 平鲁农村信用社的坏账率

其实已经很低，实际上，其它地区的坏账率

甚至达到 10%。”闫忠清告诉记者。不良贷款

低于 1 亿元，低到 7000 万—8000 万元，才是

改制的最佳效果。

艰难破局

2010 年，银监会表示，未来五年农信社

股份制改革将全面完成。 这意味着今年是

改制的收官之年。

前瞻产业研究院《2015—2020 年中国

农村商业银行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

析报告》数据显示，自 2011 年起，农村商业

银行每年新增数量均在 120 家以上。 截至

2014 年底，全国农村商业银行已达 665 家。

农村合作银行、 村镇银行的网点数分

别为 3269 个、3088 个， 占总网点数的比重

分别为 4.02%、3.79%。 可以预见，随着农信

社全面改制成农商行， 农商行未来在涉农

金融机构营业网点中的比重将上升为第一

位。

一方面，在银监会全力推动之下，诸如

重庆农商行的赴港成功上市，表明各地组建

农村商业银行的步伐明显提速。 而另一方

面，一些相对落后的城镇则仍徘徊在路口。

一组数据显示，截至 2014 年末，主要涉

农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总数为 81397 个，其中

农村信用社网点数为 42201 个 ， 占比为

51.85%，排名第一；农村商业银行网点总数

为 32776 个，占比为 40.27%，排名第二。

农信社网点的比重仍然占据半壁江

山，改革任重道远。

“农信社的股东为全体社员，管理层由

理事长、监事长和主任构成，且直接由上级

任命。 ”郭志勇说。 这样看来，社员股东及社

员代表大会实际上就没有了话语权。

而闫忠清告诉记者，“真正有权力的是

主任。 ”

有媒体报道， 即便是完成了风控制度

的构建， 不少农信社的风控能力仍旧难言

乐观。 风险管理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局限于

贷款审批过程控制， 风险监控部隶属于业

务主任。 这明显违背银监会经营和监督职

能分离的原则， 但这样的职能设置由省农

信社统一规定。

然而这些职能基本限定在事后检查，

与贷前调查和贷后检查等重要环节脱钩，

无法起到全面风险监控的作用。

因此， 从平鲁农村信用社发生“被贷

款” 事件到闫忠清坦承存在管理等诸多问

题，这一切看似再正常不过。

一些发达地区能够顺利改制成为诸如

北京农商银行、上海农商银行等，得益于管

理相对完善。 2015 年， 农信社改制还需突

破人事、管理、不良贷款率、产权等众多困

扰。

生活在浙西小城开化县的阿丽怎么也

没想到，她和小姐妹逛了一上午街，中午又

在外吃了一顿饭， 竟然为开化的旅游数据

做出了贡献———出门 6 小时就算一个旅游

人次。

《中国企业报》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

仅是开化县，多个省市尽管统计口径不一，

但也基本相近，多以出门几个小时、多长路

程或者移动手机信号作为采集数据的依

据。

相关政府人员也对记者坦承， 旅游数

据不一定准确。 针对这一问题，刚刚结束的

全国旅游统计工作座谈会上提出， 拟筹建

全国旅游数据中心， 解决旅游统计滞后难

题。

旅游数据疑被夸大

开化县位于浙江西部， 是浙江母亲河

钱塘江的源头，与皖赣二省交界，森林覆盖

率高达 80.4%。 近几年，旅游业搞得风生水

起。 今年 6 月，成为国家发改委选定的全国

9 个、 浙江省唯一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地

区。 早在 2013 年，该县就启动了国家东部

公园建设的规划部署。

不过就在开化县雄心勃勃的创建国家

公园的同时， 其旅游数据统计方式却遭到

外界质疑。

“一年 500 多万人次， 水分也太大了

吧。 ”在开化做旅游产品的刘洪庆（化名）告

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你去旅游景点推算

一下，不可能有这么多人。

当地媒体报道，2015 年 1—6 月份，开

化县旅游人数 304.78 万人次， 同比增长

17.91%， 实现旅游收入 19.12 亿元， 增长

19.28%。

刘洪庆为记者简单算了一笔账：“按照

这一数据， 今年上半年每天有 16393 人次

到开化旅游， 如果每辆大巴车按 45 座计

算，需要 364 辆大巴车；如果是小汽车，开

化县城大街小巷都是汽车了，停车都困难；

各景区还不和节假日一样，人山人海的？ 但

是你去景区看看，哪有那么多人？ ”

“现在旅游的概念和以前不一样。 ”开

化县文化旅游局黄副局长告诉记者， 以前

旅游主要以景区门票为主， 但现在旅游的

概念更宽泛了，像自驾游、驴行、农家乐都

成为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表示，按照各

地普遍的做法， 一般是按照进入旅行目的

地 6 个小时计算一个人次。 像记者昨天来

的，今天离开就算两个旅游人次了。 他说，

他们请了浙江省旅游学院来做统计抽样调

查，数据还是比较严谨的。

黄副局长告诉记者，为创建国家公园，

当地对环保不达标企业全部关停， 仅去年

到今年 6 月份就关闭了 68 家。 他坦承，对

于开化这样的一个山区县， 关停这么多的

企业，压力非常大。 关停企业就意味着斩断

了税收来源。 但县委县政府坚持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就是走生态发

展之路。

黄副局长表示， 尽管统计数据不一定

很科学，但他们的数据还是比较保守的，是

实打实的， 他们周边地区的旅游人数都比

他们多。 他说，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文化旅游

是第一产业，是支柱产业。 为此，他们为旅

游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上海，县委书记亲自

带队走进高校、社区推销他们的旅游产品。

另外，各个机关单位、乡镇都有旅游任务，

像抓招商一样，寻找游客资源。

统计口径是个问题

事实上，不仅是开化县，《中国企业报》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各地旅游人数统计方

式大同小异。同属衢州市的江山市，2014 年

接待国内旅游者 880.35 万人次， 增长

25.4%， 全年旅游总收入 50.83 亿元， 比上

年增长 25.6%；龙游县全县接待旅游总人数

899.02 万人次，同比增长 25.2%，旅游总收

入 52.35 亿元，同比增长 25.7%。

与开化相邻， 有着中国第一旅游县美

誉的江西婺源县，2014 年的旅游人数达

1270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64.7 亿元。 不

过，值得注意的是，2014 年婺源的门票收入

就超过 3 亿元。

旅游人数的统计非常复杂。 衢州市旅

游局规划处小余告诉记者， 他们每年都邀

请第三方做旅游抽样调查问卷， 主要做宾

馆住宿和景区旅游人群问卷。 但这是一个

系统工程，很难一下说清楚。 简单一点说，

就是游客进入目的地 6 个小时开始计算，

如果达到 6 个小时，就算一个旅游人次。

这点让刘洪庆很不理解：“如果按照这

样的算法，开化很多领导干部、机关单位职

工、企业员工家都不在开化，每天往返开化

与家之间，最后不都成为旅游人数了吗？ 而

开化本地在乡镇上班的人或者住在乡村的

人每天也往返县城与乡镇之间， 算起来这

是多大的旅游人数呀？ ”

“严格意义上说这是商务活动，不能算

旅游人次的。 ”江西上饶旅游局办公室一位

方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他们一般是按照

出门 4 小时，离家 20 公里计算，至少得离

家 10 公里。 但他坦承，实际上也是不准确

的，只能做一个参考，像两城往返上班往往

也算进去了。

黄山市旅游人数统计是按照《旅游统

计调查制度》 的口径来做的。 黄山市旅游

局计财处一位张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全

国一般都是按照这个制度来做的， 出门几

个小时、 多少公里都有规定的， 但是对于

以商务或者说赚钱为目的一般不应该算进

去。

记者看到浙江某地的两份《国内旅游

抽样调查问卷（A、B）》，问卷主要包括常住

地、住宿、旅游方式、交通、开支等 16 个大

项。 其中在宾馆抽样的 A 卷就有出行的目

的一项，包括观光游览、探亲访友、商务会

展等 10 个选项；在景区抽样的 B 卷上第一

项就是此行出门时间是否在 6 小时以上，

第二条是距离住所是否在 10 公里以上。

倒逼统计方式改革

一位旅游专业人士告诉《中国企业报》

记者，旅游人数的统计很难，口径不一，数

据就会相差很大。 像这种问卷，问卷人和答

卷的人都要非常认真、严谨。 但问题是，问

卷人在做问卷的时候， 别人不一定配合你

做，问卷人是否会作弊自己填写呢？ 答卷人

就算作答也不一定很严谨，随意性很大。 比

如花了多少钱，可能就随便填一个数据；再

比如旅游方式，现在反腐力度这么大，就算

单位组织的他也不一定填单位组织等。

“旅游统计数据不靠谱。 ”一位曾专门

做旅游人数统计的人士告诉记者， 以前他

们公司专门帮旅游局做旅游人数统计，主

要是以移动电话的信号为准， 只要你进入

设置的这个区域，就算一次，现在很多人都

有 2 部甚至多部手机， 那你已进入这个区

域就是 2 次或以上的人次。

专门做旅游研究的浙江大学旅游学院

旅游研究所副所长周永广博士对记者坦

承，他只看景点的门票数和酒店的客房数，

而且只能看星级酒店数，但也不准确。

要精确的统计出每个景点的人次和旅

游收入是根本不可能的。 某省旅游局一位

负责统计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他们的做

法是把本省的几个著名景点的实际客流量

和收入以及星级酒店的入住率为蓝本，来

估算本省的总数以及增长率。 他说，现在旅

游市场竞争非常激烈， 而地方政府对旅游

经济又非常重视， 这时数据的把握就很重

要。 出于宣传的考虑，如果旅游人数少了，

怕被人误以景点不好、服务不好、旅游环境

不好等产生负面的影响。

在安徽黄山市刚刚结束的全国旅游统

计工作会议上， 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在

会议上指出， 旅游统计严重滞后是中国旅

游亟待攻克的难题之一。 他要求彻底结束

没有旅游数据总量分析的历史。

旅游业“大产业、小统计”的发展现实，

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国家旅游战略目标的实

现。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国家旅

游局从旅游发展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出发，

决定组建国家层面上的旅游统计和数据分

析专业机构———国家旅游数据中心，日前，

正在履行相关审批手续，不日将正式挂牌。

按银监会要求，2015年是农信社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的收官之年， 面临如

何降低坏账率、明晰产权等诸多挑战，这一过程难言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