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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视域下农村产业金融扶贫模式的创新

——以安徽金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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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的发展政策后，产业扶贫就成为近年来金寨县正在实践的

一种新型扶贫方式。目前，安徽省在产业扶贫方面做出了许多成果显著的尝试与创新，其中金寨县更是在产业扶贫

方面开创了“金寨模式”，利用金寨县优越的光照条件优势，针对没有能力、没有办法脱贫的贫困户，开辟了“光

伏扶贫”的全新产业扶贫模式，金寨县并在 2015 年成为光伏扶贫试点县。同时，金寨县光伏产业扶贫也存在着一

系列开展与落实方面的问题。因此将深入探索金寨县“光伏扶贫”项目的现状与创新方法，了解光伏发电项目开展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意见，为全国类似地区开展“光伏扶贫”项目提供给参考，使“光伏产业扶贫”

能真正助力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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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的发展政策后，安徽省金寨县进入了多重优惠政策叠加的历史发展时期，区域发

展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截至 2016 年底，贫困发生率 11.2%，脱贫攻坚的任务仍然不容小觑。党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表示，到

2020年完成现行标准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消灭贫闲县，解决区域性贫困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在 2016年 4月赴金寨

考察时做出关键部署，强调在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一定要顾忌革命老区的发展，革命老区想要致富，产业扶贫起

着决策作用，而扶贫产业的确定要与时俱进，顺应时代与地区的发展需要。

金寨县近年来为贯彻“精准扶贫”政策，在产业发展各方面都做出了创新尝试，其中光伏扶贫产业卓有成效。围绕“贫困

户脱贫、贫困村出列、消灭贫困县”的总目标，发展出了属于“金寨模式”的光伏产业扶贫方式。同时光伏产业也是清洁能源

的开发与生态建设的有效载体。为此，本文调查组一行前往金寨县，就光伏产业扶贫进行了相关调查，通过采访当地农户、考

察光伏电站、与当地扶贫部门进行交流座谈等方式，对金寨县光伏产业扶贫的创新尝试、面临的难题以及意见建议进行了概括

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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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寨县光伏产业扶贫的创新做法

金寨县根据自身优势采取的光伏产业扶贫包括集中式和分布式两种方式。其中光伏发电扶贫项目已经在 2014 年实施 2008

户，2015 年在建档立卡的困难群众中又规划实施了一万户光伏发电，现在首批 5799 户困难户已经在 2016 年 6 月实现全部并网

发电。

1.1精准识别困难户，确保对症下药

金寨县扶贫部门为保证“光伏扶贫”项目对症下药，真正做到精准扶贫，在开展工作中做到了“三个精准”，逐户回查，

使脱贫对象更加精准；整合资金，使脱贫项目更加精准；传递压力，使脱贫责任更加精准。扶贫部门在识别贫困户工作中，综

合考虑贫困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住房、健康等生产生活现状，通过农户申请、民主评议、公示公告和逐级审核等程序，严格筛

选，重点选择扶持“失能”“弱能”家庭安装光伏电站，从而确保扶的一定是困难群众。具体做法为，扶贫工作领导小组按照

国家具体实施方案的要求，制定行政区划内贫困户建档立卡方案，明确相关责任。召开动员会议，把“光伏扶贫”相关政策进

行仔细宣传，再由困难家庭提出申请，各村按照农户申请情况，组织有能力，有责任心的人员人户调查，了解农户家庭的真实

情况。各村再按照划分到村的贫困户建档规模，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进行评议审核，形成初选名单。村委会依照名单再一次进行

入户核实。最后，各行政村将全村初选的贫困户名单进行公示，如有异议，可进行多次公示，直至无异议产生。各乡镇政府对

各村上报的农户名单进行审核，确定最终贫困户名单，再由乡镇政府组织扶贫单位对人选的贫闲户进行入户采集资料，填写《贫

困户登记表》。

1.2实施动态管理，及时调整策略

金寨县在“光伏扶贫”项目开展的过程中，不断调整、修正现行工作中的存在的一些问题。在投资形式上，第一批“光伏

扶贫”项目采用贫困户、县政府同发电厂三方各出资 8000 元的方式，但是 8000 元的高额费用将不少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贫闲户

拒之门外，所以在下一批次的“光伏扶贫”项目建设中，无法筹集到资金的困难户可以向县政府进行无息贷款，而还款则是从

发电项目的收益中每年扣减。在实施范围方面，由于金寨县地处大别山区，居民生活较为分散，所以从最初建设分布式光伏产

业扶贫，到最终发展集体式光伏产业扶贫。而改变也同样体现在上网的模式上，从起初的自产自用、剩余发电量上网，调整至

总发电量全部上网，贫困家庭每生产一度电，就能赚取一度电的收益。金寨县在面对光伏产业扶贫项目中出现的新问题时，能

够及时改变扶贫计划、实施动态管理，有效解决问题，使“光伏扶贫”项目建设稳步向前。

2、金寨县光伏产业扶贫存在的难题

笔者通过走访与实地调研，金寨县在不断革新光伏产业扶贫项目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困难，限制了产业扶贫的进一步创

新与优化。

2.1困难户的区域性和分散性

通过对金寨县扶贫现状的分析，笔者了解到目前金寨县贫困村的基本状况依然是贫困人数众多、劳动力水平较弱，缺乏攻

坚克难能力。贫困村的分布十分分散并且区域性分布明显，导致光伏电站建设不集中，发电能力低，后期运维难度加大。这些

因素制约了县政府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同时部分地区的贫困户不够了解光伏发电系项目，对于国家政策不能给予支持，对政府

进行的土地和现有资源改造持不赞同态度。

2.2缺乏专项扶贫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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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产业扶贫需要在前期投入大量成本，并且资金回笼时间较长，这就要求投资企业拥有强大的资金基础，在技术的创新、

人员的管理等相关方面也需要拥有丰富的经验。同时，金寨县作为国家贫困县，在“光伏扶贫”项目的实施上，政府拨款支持

产业扶贫的资金有限，据了解，如果按照现有模式，建设一万户三千瓦的光伏发电站就需要投入大约 1.6 亿元，但金寨县政府

一年的专项扶贫资金却仅有不到一亿元，相比之下杯水车薪，所以财政投入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2.3少数光伏发电站质量欠佳

由于困难户的分布存在分散性，导致扶贫项目的规模分散，且很小，大企业的参与程度低，而小企业的参与往往意味着光

伏电站的质量得不到保障。同时监管部门也存在漏洞，导致很多光伏发电站的建设不符合相关要求，阻碍光伏产业扶贫项目的

进一步推进。据调查表明，金寨县建成 3 年以上的光伏发电站，绝大多数已出现问题，部分地区的光伏发电站设备衰减率已经

接近七成。

3、金寨县光伏产业扶贫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

金寨县要建立健全“光伏产业扶贫”体系，就需要结合金寨县的当地现状，因地制宜，考虑当地财政发展的需要，发挥国

家相关政策鼓励的优势，思考目前光伏产业扶贫所产生的困难的解决。

3.1因地制宜进行改造

金寨县政府开展“光伏扶贫”项目时，并没有解决农业上的实际问题。金寨县政府可以因地制宜，建设或者改造当地农业、

林业的光伏发电项目。以金寨县农业大棚为例，可以利用光伏布局的合理性，使大棚透光率达到大多数作物的生长要求。由于

金寨县地处大别山区，可以利用气候湿润和地处山区的有利条件，建设菌类大棚，发挥光伏发电有利于菌类生产的优势，为贫

困户增加双向收入，体现了“光伏扶贫”项目的经济性。

3.2多渠道筹集资金

为了加快脱贫脚步，让光伏产业扶贫的福音惠及更多贫困佳通，就需要增加扶贫专项资金与光伏产业扶贫项目的资金投入。

然而金寨县是多年发展落后的贫困县，若只是单独依靠国家的专项拨款来发展，“光伏扶贫”就会陷入僵局。所以要开拓资金

来源，多方面多渠道筹集资金。此外当地光伏企业还可以为贫困户建设光伏电站，并提供一定电量给贫困户使用，用此来平衡

建设光伏电站的租金，而光伏电站发电产生的剩余电量则全部上网，由此产生的收益由发电企业收取。另外，集中式光伏发电

项目的补贴款应当低于分布式发电项目，让贫困户最大程度受益。德国农村光伏发电发展较好的主要原因就是风险小、并网容

易、银行可低利率放款，且还款年限长，而金寨县可以在借鉴外国光伏发电的优秀经验上，结合当地环境，完善符合地区建设

的资金筹措渠道。

3.3进一步完善安装条件

为保证“光伏扶贫”项目可以切实帮助贫困户脱贫，首当其冲要完善金寨县的电网改造，优化供电水平。供电局要针对全

县的电网营运情况进行考察，根据考察结果制定光伏产业扶贫的电网改造方案，同时向上级供电部门争取到相关的支持和投入。

根据调查，2016 年安徽省电力公司向金寨县光伏产业扶贫计划投入财政资金 2.7 亿余元，但是由于金寨县地处山区，加大了电

网改造的难度，目前主网、配网建设需要进一步完善。其次需要灵活确定安装地点，基于金寨

县当地地形以及贫困户零散分布的现状，考虑山区条件与日照总体情况，鼓励贫困户在自建房屋的屋顶等空旷地区安装。

最后政府应当鼓励集中连片安装，对于一些没有安装条件的贫闲家庭，由村镇集体讨论商议出安装地点，采取集中式安装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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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由此产生的发电收益大家分摊。此法不仅解决了当地贫困户电网建设的问题，同时还能降建设与维护电站的成本，增强村

镇整体实力，有利于实现集体脱贫。

3.4推动产业扶贫有机融合

金寨县政府当前主推的产业是红色旅游产业、特色农业产业以及光伏产业。旅游方面，金寨县以“革命老区，将军故乡”

作为旅游口号，在“红色基因代代传”的政策号召下，正迎来发展的新机遇；农业方面，金寨县地处物产资源丰富的大别山区，

逐渐发展成了以茶业、菌药、板栗、茧丝绸、油茶、绿色食品和生态养殖等为主的八大特色产业。随着金寨县的特色产品逐步

走出深山，金寨绿色农产品的招牌也越来越响亮。相比较于前两个产业光明的发展前景，光伏产业虽然带动作用显著，但是仍

然面临计划与实施层面的各项难题。为此，金寨县应当积极促进光伏产业与“红色”、“绿色”两个产业的共同发展，让产业

扶贫有机融合，协同推进当地脱贫致富，成为农业产业扶贫新的“创新点”，实现持续造血式的扶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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