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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振兴背景下，资本支持是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力量，然而目前，在资本助农道路上

依然存在一些较为显见的问题。基于此，本人借鉴专家学者的相关意见，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

步梳理乡村振兴背景下云南省“资本助农”存在的不足与问题，结合自身工作、新时代的要求和相关文件

资料，提出乡村振兴背景下云南省“资本助农”意见与建议，推动云南省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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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roblem of "capital to help agriculture" in Yunnan Provi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Yiwen Zhang, Huibai Liu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Yunnan Province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capital support is an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but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some obvious problems on the road of capital to help 
agriculture. Based on this, I draw on the relevant opinions of experts and scholars, on the basis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my predecessors, further sort out the shortcomings and problems of "capital to help farmers" in Yunnan 
Provi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combine my own work,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ra and 
relevant documents, put forward the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of "capital to help farmers" in Yunnan Provi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Yun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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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振兴的过程中，资本作为重要的“活水”，

其作用发挥如何，对于农村振兴的效果有着重要影响。

当前，随着“普惠金融”的不断提倡，资本如何更好

地践行服务三农、服务弱势地区，成为了金融机构在

当前背景下顺应政策和客观形势的重要体现。然而由

于种种因素，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资本助农”方面

依然存在形式重于实质的现象，不仅带来了金融资源

的浪费，也使得农村经济得不到有效支持。本文借鉴

相关研究成果，结合工作实际，梳理乡村振兴背景下

云南省“资本助农”情况，分析短板与不足，提出建

议与意见，以促进云南乡村振兴发展，充分发挥资本

支持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与意义。 
1 云南省乡村振兴现状分析 
截止 2021 年底，云南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各

项贷款余额达 3069 亿元，同比增长 12.5%，高于各

项贷款增速 1.2 个百分点，累计发放支农再贷款约为

63亿元，较上年多发放16.26亿元。就信贷结构而言，

截止 2022 年 3 月，安居工程类贷款余额为 1466.69
亿元，比年初增长 3.8 亿元，比同期减少了 5.57 个百

分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 2907.02 亿元，比

年初增长 261.48 亿元，比同期增长 24.81 个百分点。

信贷资产质量基本稳定，利润保持稳健，但资产利润

率增长较慢，比同期下降 0.05 个百分点，表明当前

金融机构的整体管理水平有所降低，有待进一步提高。 
近期，为更好地开展乡村振兴的工作，云南银保

监局联合云南省保险行业协会，号召 41 家保险机构

研究设计农业保险方案，无偿为全省将近 3 万驻村第

一书记和工作队员一揽子计划，内容涉及工作期间因

意外伤害或者因新冠疫情导致的身故、伤害、住院医

疗等保险；持续推动从“保成本”到“保收益、收入”

https://sdr.oajrc.org/�


张议文，刘会柏                                                       乡村振兴背景下云南省“资本助农”问题研究 

- 17 - 

的发展。2021 年上半年，云南省农业保险赔付金额 高达 8 亿元左右。 

 
图 1 农业保险状况分析 

 
根据保险公司经营数据显示，2021 年全省保险

公司经营状况较为良好，随着国内疫情逐步平复和稳

定，财产险优势有望显现，尤其是乡村振兴背景下的

农业保险。2021 年，农业保险原保费收入增长较快，

分别为 12666.55 亿元，同期增长 7891.07 亿元，同比

增长 12.31 个百分点；2022 年，农业保险赔付收入上

升明显，为 12603.3 亿元，同期增长 7634.59 亿元，

同比增长 65.08 个百分点。而各州市的保费收入逐年

增加，由原来的-0.15 个百分点增长至 3.18 个百分点。

表明全省的保险规模在逐步扩大，人寿保险和财产保

险的效益总体提高，风险应对能力也越来越强。预计

保险行业将迎来拐点；同时，疫情给保险带来的短期

压力将逐步消减，行业景气度有待回升。 
2 乡村振兴背景下云南省“资本助农”存在的

主要问题与困难 
农村金融依然是我国金融体系的短板，尤其在三

农问题上极为突出。为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乡村金

融服务的重大决策部署，深入总结在乡村振兴金融服

务工作中的做法和经验，虽然云南省金融机构积极与

当地相关部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进金融服务

乡村振兴，但农业农村资金不够、资源流入乡村能力

不足等问题仍普遍存在，其跟本原因在于金融支持的

政策和制度体系。 
同时因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薄弱，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体系不完善，导致某些部分金融机构无法深入当地

开展金融服务，涉农贷款和农村金融机构数量有限，

相关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完善，农村金融产品相对单

一。加之因农村年轻劳动力外出打工，大多数农民年

纪偏大，金融知识匮乏，无法使用智能手机，导致金

融服务和金融创新的难度加大。具体总结如下： 
2.1 金融扶贫供给成本高，风险大，产品单一 
虽然有相关政策的支持，但相关金融机构的扶贫

产品数量有限，贷款期限较短，以金融精准扶贫为主

的主要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相关金融机构对扶贫地

区的管理难度增大，对贫困户因此存在一定信用、道

德风险。对贫困户而言，金融、信用意识不强，未过

多接触金融业务，加之城乡距离较远，无法通过人民

银行内部系统查询个人征信报告。因此，需花费大量

人力、物力、财力，提升了金融扶贫业务成本。以广

发银行为例，目前只有 5 户贫困户申请扶贫贷款，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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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金额在 5 万元以内，产品过于单一，贷款期限较

短。一定程度上，在短时间内农户无法偿还贷款，此

项金融扶贫不足以改善农村、农业发展。 
2.2 无有效担保抵押物，贷款投放力度减弱 
目前金融机构的农户贷款和乡村振兴贷款正处

于试运行阶段，相关政策和措施不太完善，且农村承

包土地经营权、集体经营性用地使用权还尚未明确，

划分不清晰，大部分农户的抵押物更偏向于牲畜、种

植业等，与银行的抵押物要求相差甚远，并且风险增

高。因此农村缺乏有效抵押担保物，该问题导致银行

三农信贷产品投放力度减弱，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2.3 贫困户金融意识淡薄，获取金融贷款困难 
多数乡村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信用意识不强，

缺乏一定金融知识，因此容易产生把扶贫款当做生活

救济、补助款，无偿使用，不按时偿还利息本金，甚

至出现赖账不还的现象。基于上述原因，贫困户不容

易取得金融贷款，且贷款期限也不会长。在脱贫致富

的道路上，不利于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制约了农业产

业结构转型。 
2.4 人才流失严重，呈现老龄化趋势 
现大多村干部偏大，年轻人进城务工较多，扶贫

政策虽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但

大多数年轻人不愿回村工作，导致农村人才紧缺；而

随着科技创新的发展和现代农业建设，农村金融的从

业人员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都不太符合现

代农业发展的标准，人员综合素质不达标，导致风险

加大。同时，经济环境、基础设施不完善，人员短缺

问题限制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两种因素导致农村

缺乏创新能力与活力、无法吸引优秀的年轻人或外出

务工人员回村工作，制约了发展。年长的村干部逐步

无法适应、胜任相关工作，这一趋势逐渐明显。 
2.5 缺乏强有力的乡村振兴机制 
虽然脱贫攻坚取得了初步成效，也按国家发展计

划完成了相关任务，但脱贫这一工作是暂时的，大多

只停留在表面，主要表现为在数据上脱贫。即使脱贫

也只是以种植业为主，并未以此加以科技创新发展现

代化农业，只是基本达到温饱水平；离小康水平还有

一定距离，与此同时，返贫现象仍值得关注，需要建

立建全相关机制，防止返贫现象反复出现，从而降低

农村的贫困率，提高农村恩格尔系数。  
3 乡村振兴背景下云南省“资本助农”的改进

对策 

3.1 因地制宜与科技创新相结合 
金融机构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针对不同的农业

农村农民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因地制宜的相关金融服

务与产品，帮助农村解决农村融资难的问题，并结合

地域优势，定期创新普惠金融产品，推动数字金融和

数字大数据应用，通过云端、手机 APP 等多种方式，

搭建农村金融平台，优化完善支付和服务渠道，适应

及参与农村社会治理。比如，将大数据、人工智能、

物联网等技术运用到“三农”金融服务中，以便准确

获取农村客户的相关信息，从而提高农业农村贷款效

率，为贷前审查、审查审批、出账审核、贷后检查提

供有力依据。 
3.2 构建现代农业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 
在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大背景下，通过“村委会

+服务社+农户”的经营模式，让扶贫户以劳动力入股

分红，分红由村委会统一发放，形成了扶贫产业示范

基地。与此同时，农产品种植教会了农民如何利用技

术手段解决吃饭问题，从而稳定了农民收入。从长远

看，土地流动在今后可作为抵押物进行交易，从而促

进农村及市场资源配置，利于刺激农村经济。与此同

时，建立建全监督机制，完善投融资体系，拓宽渠道，

出台优惠政策吸引民间资本对农业的投入，强化金融

机构责任，适当增加金融扶贫产品，优化金融服务。 
3.3 加大现代农业信贷投入 
加大信贷投入力度，强化乡村基础设施、人居环

境改造提升等领域的信贷支持。农村金融机构必须适

当下放贷款发放权，对一些散户及大规模的农业经营

主体发放贷款，带动农村经济发展，进一步扩大规模，

鼓励农村金融资源重新定位，改变个别银行机构高储

蓄率的状况积极做好中小企业和农民合作社、农业社

会化服务组织、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小农户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客群的营销和服务，不断加大首贷户拓

展，提高信用贷款支持力度，并强化银企合作。 
3.4 扩大线上金融化服务业务，提高服务覆盖

范围 
依托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线上平台，发挥高效、

快捷的优势，弥补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网点较少的短

板。通过乡村振兴的直播间和电商平台，在保证质量

的前提下，适当优化相应流程，提升农产品的销售率。

此外，因地制宜优化助农取款服务，提高和完善人脸

识别通过率，简化支付结算手续。金融机构应积极参

与健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充分利用各大机构的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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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整合农户信息，提高农户识别能力，创新信用评

价。 
3.5 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 
通过营业网点、微信公众号、门户网站等多种渠

道，广泛开展反假币、反洗钱、反电信诈骗等金融知

识宣传教育，提高乡村消费者风险防范意识。认真总

结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成功案例和做法，加大宣传力

度，营造金融氛围。 
4 结论 
综上所述，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的纵深推

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日益迫切，对于农村

来言，能否有充足的资金来源，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

的重要基础，这对金融机构而言，不仅是机遇，也是

挑战，作为金融机构，应当要积极主动顺应乡村振兴

给自身提出的命题，不断加强业务经营的调整和改进，

既要按照市场化原则，实现自身商业可持续性，同时

又要兼顾社会责任，提供乡村振兴视角下的普惠金融

服务，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社会价值输出，将“普惠”

的理念和支持乡村振兴进行有机的融合，这不仅是顺

势而为之举，也能够促进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对于金

融机构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将带来较为明显的促进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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