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助推全面乡村振兴的四个着力点

农村金融服务和扶持现代农业发展，

不仅需要银行等金融机构给予信贷支持，

也需要充分发挥资本、担保、保险等其他

金融力量，一方面扩大农业农村投资，另

一方面增强农业农村的抗风险能力，从根

本上建立符合现代农业农村发展需要的

金融服务环境。一是建立风险共担、利益

共享的新机制，积极创新“信贷+担保”“信

贷+保险”等合作模式，强化银行与担保、

保险之间的长期合作机制，提高农业保险

和农业担保的覆盖范围和服务质量，扩展

涉农保单融资范围和品种。二是引导各

类金融机构重塑分工、明确定位，建立健

全产融一体化的工作模式，以农村金融产

品和服务创新为主攻方向，在保障银行业

务稳步拓展的同时，加快在保险、担保、证

券、租赁等方面形成全面配套，促进农村

金融尽快形成“百花齐放”的新局面。

1 协同合作 促进农村金融协调发展

农村地区的数字鸿沟和知识鸿

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移动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普惠金融带

来的便利性，农村金融助推全面乡

村振兴，就必须拓宽数据获取通道，

完善乡村信用信息采集体系，建立

城乡融合的综合性数据服务体系。

按照地方政府主导、金融机构牵头、

镇村组织参与的整体部署安排，建

立多元化的农业农村数据采集通

道，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的信息收集

成本，保障数据的有效性和时效性，

重点做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用

档案管理。加快乡村基础设施数字

改造和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向乡村

延伸，完善农村电商和农业现代物

流体系，重点做好农业物联网、智慧

农业和云平台体系建设。

3 信息平台
破解农村金融市场数字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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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庞大，农业又是重

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来源，“推动形成绿色低

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就必须健全绿

色金融顶层设计，充分发挥农业的生态碳

汇功能，以农村绿色金融创新推动农业农

村绿色低碳转型。

强化绿色金融科技的实用性创新应

用，以乡村产业振兴和生态振兴为重点领

域，撬动更多社会资本为农业农村赋能，加

快农业生产数字化改造，为农业绿色低碳

转型构建涵盖银行保险、碳金融等多层次

的立体业务体系。健全农村绿色金融服务

和支撑体系，加大政策倾斜和财政保障力

度，以绿色信贷、保险、担保为重点内容，强

化对绿色农业、现代种业、智慧农业等领域

的金融服务与产品创新。

2 创新服务 推动经济绿色低碳转型

村级金融服务需要切实打通“最

后一公里”的问题，使普惠金融能够

直接到达农民的身边。随着全面乡

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需要以村

级金融服务站为建设重心，加快数

字化转型升级，促进农村金融与农

业农村的深度绑定和服务共享。

一是统筹规划、统一建设，各级

政府主管部门明确建设标准，在财

政适当补助的基础上充分发挥金融

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力量，加大投入

力度，以市场化行为全面规范管理。

二是增强服务、打通堵点，线上

线下金融服务要通盘考虑，以银行

为主的金融机构充分发挥线下优

势，为农民提供转账、查询、生活缴

费等刚需性服务，线上金融充分发

挥数据优势，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和

服务成本，确保农民也能够享受到

高质量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

三是积极宣传、强化普及，将

金融机构派出人员和志愿服务人

员相结合，加强对农民的宣传教

育，特别是针对新型农村经营主体

和种粮大户等高素质群体，培育其

金融思维，强化其风险意识，增强

其利用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管理

生产活动的能力。 据大河网

4 加大力度
实现农村数字金融服务共享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乡村振兴，金融先行。充分运用金融手段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推全面乡村振兴，不仅是金融工作政治性、人民性的

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重大责任和首要任务。

农村金融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必须牢牢把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

以提升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着重在以下四个方面着力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