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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金融精准扶贫成效的评价

——基于江西农户的调查
*1

颜明杰 彭迪云

本文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精准扶贫绩效审计评价体系”为基础，结合农户的实际需求，从资金、信贷、服务

和政策四个维度构建了一个包括 25 个指标在内的农村金融精准扶贫成效评价体系，并根据所收集的 1500 余个江西

农村贫困户的评价数据，运用模糊评价法进行评价与分析，发现江西农村金融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

但存在扶贫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扶贫政策针对性不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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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相关文献回顾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确保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扶贫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是我们党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工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五年以来，

我国贫困发生率由原本的 10.2%下降到 4%，贫困村面貌普遍出现明显好转。然而，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农业农村基础仍然薄弱，

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举措和关键支撑。自 2014 年我国全面启动精准扶贫工程以来，

金融精准扶贫伴随着扶贫工作的开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贫困人口所处环境区位条件的不足，加上金融机构“造血”

机制的不完善，使得金融扶贫过程中出现长期资金供给不足，发展缓慢，农村贫困人口实际享受福利有限，群众贷款申请困难、

资金到位缓慢、帮扶政策落实不到位、群众满意度低等问题，从而增大脱贫工作的难度，影响金融精准扶贫工作的成效。如何

科学评价农村金融精准扶贫工作成效和满意度，是一个亟待研究思考和实践应用的课题。作为全国第一批脱贫县（市）所在省

份的江西，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在精准扶贫项目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为全国脱贫攻坚事业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金融精准扶贫作为精准扶贫工作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精准扶贫工作渐入佳境的当下成为热门话题。当前针对于金融精准扶

贫的研究主要是对金融精准扶贫案例和政策的研究。丁志国研究了在减少贫困过程中农村金融的作用。
［1］

胡东生在研究福建三

明市国家扶贫改革试点成效后，提出在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过程中，金融机构应通过金融创新的方式支持精准扶贫建设，为我

国扶贫事业提供动力。
［2］

牛瑞芳研究互联网金融支持涉农企业融资的经济影响，为金融精准扶贫工作提供助力。
［3］

王信在研究

江西地区金融精准扶贫的成效后发现，在金融精准扶贫的过程中，金融系统应保证扶贫信息的对等性，推进农村扶贫工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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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建设，并进一步完善当前的配套政策，为江西省扶贫工作提供新助力。
［4］

周双围绕全国扶贫情况，探究金融扶贫的制度与管

理创新促进贫困地区金融需求供给，建立新型农村金融精准扶贫机制，从源头突破金融精准扶贫制度上的瓶颈，超越金融扶贫

的目标预期。
［5］

王君在对比普惠金融和金融精准扶贫的定义及发展后发现在贫困地区两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贫困地区的金融

扶贫工作应结合普惠金融的理念推进金融精准扶贫建设。
［6］

关于金融精准扶贫成效的分析，在相关的文献中只有少部分对金融

精准扶贫成效进行定量分析。例如，邹婧着眼经济新常态，探究在经济新常态下金融精准扶贫的宏微观效益，通过运用平衡计

分卡从货币政策、信贷投放、金融服务以及配套政策四个维度构建了金融精准扶贫的评价体系。
［7］

由于缺乏科学合理的评价体

系，使得金融机构对于自身的扶贫成效判定存在较大的偏差，容易出现资源浪费及政策匹配不到位等情况，影响金融精准扶贫

成效的提升。

为此，本文参考现有的金融精准扶贫成效评价体系，结合农户在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需求，构建农村金融精准扶贫成效判定

的指标体系， 以期为金融机构判定自身扶贫工作成效及群众满意度提供更接近实际情况的参考意见，为今后金融机构精准扶贫

工作提供改革创新的方向。

二、农村金融精准扶贫成效评价体系的构建

通过研究文献后发现，我国当前对于金融精准扶贫成效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个案及理论研究，少数为定量研究，如中国

人民银行的“金融精准扶贫绩效审计评价体系”等是基于金融系统的绩效审计评价体系，而针对农户本身的评价体系研究有所

缺失，农户对于金融精准扶贫成效的评价实际情况了解较少。因此，本文具体参考中国人民银行现有“金融精准扶贫绩效审计

评价体系”，结合当前农村金融精准扶贫的实际情况修改量表，构建适用于农户评价的“农村金融精准扶贫成效评价体系”。

本文选用资金、信贷、服务以及政策四个维度共计 25 个指标（见表 1）。

表 1 农村金融推进精准扶贫成效评价指标体系

维度 项目 评价指标 计算公式

资金

资金使用

资金利用率 扶贫资金余额/扶贫资金限额

涉农融资成本降幅 涉农金融机构加权平均贷款利率-扶贫再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资金获取

涉农金融资金获取率 当地涉农金融资金融资总额/当地金融资金融资总额

贫困农户存款率 贫困农户实际存款总额/农户实际存款总额

信贷

贫困户

贫困户信贷覆盖率 获得贷款的贫困户数/总贫困户数

贷款贫困户平均利率 获得贷款的贫困户利率和/获得贷款的贫困户数

贫困户人均贷款额 获得贷款的贫困户贷款总额/总贫困户数

贫困户还款率 获得贷款贫困户还款户数/获得贷款的贫困户总数

涉农企业

涉农企业信贷覆盖率 获得贷款的涉农企业数/当地涉农企业总数

涉农企业还款率 涉农企业贷款企业还款数/贷款涉农企业总数

扶贫项目 扶贫项目信贷覆盖率 获得贷款的扶贫项目总数/当地总扶贫项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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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红比例 扶贫项目分红总额/扶贫项目盈利总额

不良贷款率 扶贫项目不良贷款总额/扶贫项目贷款总额

服务

农村支付环境建设

存取款点覆盖率 设立存取款站点的贫困村数/当地贫困村总数

存取款点使用率 正常使用的存取款站点数/贫困村存取款站点总数

信用体系建设

信用档案建立比例 贫困户信用档案建立户数/贫困户总数

“不良”评级用户率 信用评级为“不良”的用户数/信用评级用户总数

保障体系建设

信贷知识宣讲频率 全年信贷知识宣讲次数

金融专员服务频率 全年金融专员服务次数

政策

财政政策

贷款补贴率 保险贫困户户数/贫困户总户数

贷款担保率 获得理赔的贫困户户数/保险贫困户总户数

货币政策

存款利率变动 贷款补贴额/贷款利息额

落实“三农”政策较好的

金融机构比率
贷款抵押额/实际贷款额

保险政策

保险覆盖率 涉农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利率-普通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利率

保险理赔率 “三农”政策落实较好的金融机构数/当地所有金融机构数

（一）资金维度

资金维度主要包括资金使用和资金获取两个方面，反映在农村金融精准扶贫上，农户资金的获取情况是否存在困难，金融

机构是否拥有充足的资金供给扶贫工作使用。这些指标均与农村金融精准扶贫成效呈正相关，且为正向指标。

（二）信贷维度

信贷维度从贫困户、涉农企业、扶贫项目三个金融精准扶贫的重点方向对农村金融精准扶贫的成效进行验证。其主要指标

包含覆盖率、平均利率、还款率及不良贷款率，用以反映信贷的可获得性、还款能力及农村金融扶贫中信贷扶贫的可持续问题。

在指标上除不良贷款率、平均利率为负相关关系外，其余指标均为正相关。

（三）服务维度

服务维度从农村支付环境建设、信用体系建设、保障体系建设三个方面进行评估。服务是农村金融精准扶贫开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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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金融扶贫工作中，基础建设往往决定了扶贫成效的高低。

（四）政策维度

政策维度从财政、货币和保险政策三个方面进行评估。政策是农村金融精准扶贫的保障。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保险

政策的作用下，农村金融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三、实证分析

（一）样本的选取与数据收集

为了更好地分析农村金融精准扶贫在江西的成效，本文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精准扶贫绩效审计评价体系”为基础，结合

贫困户的特点修改平衡记分卡，构建反映贫困户受惠情况的金融精准扶贫成效评价体系，对江西农村金融精准扶贫工作成效进

行分析。本文选取资金、信贷、服务、政策四个维度作为评价农村金融精准扶贫成效的维度，并按照目标、项目及绩效三个部

分构成各维度的评定指标，所有维度旨在反映农村金融精准扶贫的真实成效。

在数据收集上， 依托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平台， 通过实地调研、入户访谈等方式收集样本 1550 份，剔除重复及缺省样本，

最后得到有效样本 1500 份，样本有效率 96.8%。在样本选取上，采用随机抽样与系统抽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以避免因主观因

素造成的系统误差，可信度较高。

通过对所收集的样本进行分析（表 2） 可以发现， 所收集数据中女性受访者占中受访者的 51.2%，与男性受访者比例接近，

有较好的代表性。在农户性质上，有 44.7%的农户属于建档立卡的脱贫户，有 5.3%的农户属于建档立卡户的贫困户，非建档立

卡户占比为 50%，样本分布较均衡。由于农村发展的历史原因，在受教育方面大多农户受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下，高中及以上学历

者只占总人数的 10%。农村高层次文化水平的人口较少，贫困户脱贫渠道较为单一。这一点在收入方面体现得较为明显，在收入

方面，大部分农户人均收入在 1万以下，且收入来源主要在种植和外出务工， 没有长期的收入来源， 存在较大的返贫可能性。

在信贷方面， 贷款人数约占受访人数的 45%，且其中大部分为非建档立卡户，而建档立卡农户借款比例较低，其主要原因是还

款能力低下，无法按时还款，这与收入渠道单一有着直接的关系。

表 2 描述性统计(N=1500)

项目 变量 N 占比

性别

男 732 0.488

女 768 0.512

受访户性质

建档立卡户（脱贫户） 671 0.447

建档立卡户（贫困户） 79 0.053

非建档立卡户 750 0.5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972 0.648

初中 386 0.257

高中及中专 103 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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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及以上 39 0.026

人均

收入

3000 以下 37 0.025

3000 - 6000 168 0.112

6000 - 9000 1139 0.759

9000 以上 156 0.104

信贷

情况

已贷款 675 0.45

未贷款 825 0.55

已还款 466 0.69

未还款 209 0.31

（二）农村金融精准扶贫成效指标权重确定

层次分析法是根据评估的目标，建立拥有递阶层次关系的指标体系，将主观判断化为两两指标间的重要性比较， 并进行赋

值计算， 从而达到将定性判断转化为定量判断的方法。本文通过 yaahp 对农村金融精准扶贫成效进行层次分析， 将农村金融

精准扶贫成效两两指标间的重要性，运用 1-7 标度法进行判断矩阵的构建（见表 3）。

表 3 重要性评价标度

i 与 j 对比 非常重要 重要 一般 相等 略微不等 不重要 非常不重要

aij 得分 7 5 3 1 1/3 1/5 1/7

备注 其中，6、4、2、1/2、1/4、1/6 为中间值

根据农村金融精准扶贫成效评价模型，包含“农村金融精准扶贫成效评价指标”“资金指标”“信贷指标”“服务指标”

以及“政策指标”等 16 个矩阵；运用 yaahpV10.1 求得这 16个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与权重向量，且各矩阵一致性系数均小于

0.1，通过一致性检验，得出农村金融精准扶贫成效评价体系不同指标的权重（见表 4）。

表 4 农村金融精准扶贫成效评价指标体系各权重比例

维度 项目 评价指标 权重

评判等级

非常好 好 不错 不好 非常差

资金 资金使用 R11 资金利用率 5.410% 385 875 24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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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5%) (13.878%)
涉农融资成本降幅 8.467% 210 920 330 40 0

资金获取 R12

(17.572%)

涉农金融资金获取率 7.236% 1109 147 158 86 0

贫困农户存款率 10.336% 1008 311 147 34 0

信贷

(33.26%)

贫困户 R21

(20.607%)

贫困户信贷覆盖率 6.040% 1134 300 36 30 0

贷款贫困户人均利率 6.119% 1270 215 15 0 0

贫困户人均贷款额 4.643% 100 366 785 229 20

贫困户还款率 3.805% 965 339 190 6 0

涉农企业 R22

(6.377%)

涉农企业信贷覆盖率 3.855% 0 158 1190 75 77

涉农企北还款率 2.522% 0 147 1270 80 3

扶贫项目 R23

(6.276%)

扶贫项目信贷覆盖率 2.555% 0 136 1229 130 5

分红比例 2.005% 1201 210 88 1 0

不良贷款率 1.716% 0 0 1300 116 85

服务

(26.45%)

农村支付环境建设 R31

(14.015%)

存取款点覆盖率 7.579% 1360 119 21 0 0

存取款点使用率 6.436% 1250 134 113 3 0

信用体系建设 R32

(8.155%)

信用档案建立比例 4.682% 1080 330 90 0 0

“不良”级用户率 3.473% 0 0 60 1330 110

保障体系建设 R33

(4.28%)

信贷知识宣讲频率 2.526% 1079 147 280 1 0

金融专员服务频率 1.754% 779 665 56 0 0

政策

(8.84%)

财政政策 R41

(4.686%)

贷款补贴率 2.534% 960 480 60 0 0

贷款担保率 2.152% 320 689 478 13 0

货币政策 R42

(2.727%)

存款利率变动 1.565% 1008 348 144 0 0

落实“三农”政策较好的 金融

机构比率
1.161% 670 830 0 0 0

保险政策 R43

(1.427%)

保险覆盖率 0.845% 300 379 800 11 10

保险理赔率 0.582% 177 273 965 6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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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用 yaahp 进行计算后可以发现， 通过层次分析法所建立的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且分别对各个指标确定权重具有

较高的可信度， 符合一般社会预期。经计算， 信贷的权重为 33.257%， 在四个维度中权重最大， 符合当前农村金融精准扶贫

的现状。其中， 贫困户权重达 20.607%，在信贷维度三个项目中权重最大，符合精准作用的原则。同时，财政政策的权重大于

保险政策的权重也符合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精准扶贫工作中的诉求与农户的期望。

（三）运用模糊评判法确定扶贫成效

建立成效判断集 U={非常好好不错不好非常差}，通过隶属度描述所有指标属于判断集 U 的程度，构成单因素模糊评判矩阵。

根据 SPSS13.0 统计结果可得农户对各指标的评价结果（见表 4）。通过对表 4的变形可得到因素评判矩阵。

然后进行一级模糊评判，确定模糊算子 。以

为例计算评判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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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w
(1)
、w

(2)
为“资金使用”、“货币政策”二级指标的权重向量。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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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行二级模糊评判，同样基于模糊算子 Ra、Rb、Rc、Rd，确定二级模糊评判矩阵 R=（Ra，Rb，Rc，Rd）T。同样以 Ra 为例进

行计算。

其中，wa为“资金”一级指标的权重向量。按相同方法可得：

最后进行三级模糊评判，确定最终评价目标的评价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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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大隶属原则可知，评价向量 E 中各元素最大值为第二项，计算值达 0.3765，根据最大隶属原则，江西省农村金融精

准扶贫成效评定结果为“好”，说明江西省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精准扶贫工作中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且农户满意度较高。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通过模糊评价法对于江西农村金融精准扶贫成效进行分析后发现， 当前农户对于农村金融精准扶贫成效的满意度达到了次

级评价为“好”，尚有一定的上升空间。从结果来看，江西农村金融精准扶贫成效评价指标元素“好”达到 0.3765，为元素中

最高，根据最大隶属原则，当前江西成效评价等级为“好”。但是，从最终结果中可看出，“非常好”的评定为 0.3029，接近

最高的 0.3765，说明当前江西省的金融精准扶贫工作成效正面评价占总评价的 60%以上，农户满意度评价较好，但仍有上升空

间。

从单项指标来看，农户对于政策和服务的关注度不高，对于资金以及信贷的关注度很高，说明当前农户的整体的生活水平

有了很大的提升，思想观念正逐步从“等靠要”向“自力更生”转变，农户开始通过信用贷款的方式向金融机构申请资金， 通

过扩大原始生产资料的规模已达到收入增长的目的。但是，由于农村基础教育的薄弱，农户受教育水平有限，农户贷款的主要

用途仍属于农作物及经济作物的初级种植，无法形成规模，受自然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无法保障收益。

在实地走访过程中发现，金融机构为江西精准扶贫工作贡献较大，并针对不同贫困区的资源禀赋提供了类似于“油茶贷”

产业扶贫模式、“金穗光伏贷”异地搬迁+光伏扶贫模式、农村电商金融服务基础模式和电子商务+特色产业的扶持模式等一批

新农村金融扶贫模式，但是当前农村金融精准扶贫的成效还有待提高。从现有的情况来看，江西省农村金融精准扶贫工作还存

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扶贫资金仍然存在较大缺口。不论是传统金融还是互联网金融，精准扶贫的主力军还是银行。由于精准扶贫工程涉及

面广、综合程度高，下辖的各种项目如对口建设、异地扶贫搬迁、产业帮扶、光伏帮扶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为保障。根据中

国农业银行江西省分行的数据，仅农行定点帮扶的广昌县累积发放农户及生产经营贷款总额便达到 2.3 亿元， 发放当地龙头企

业贷款 1.54 亿元，在当地农业银行总计发放各项贷款达 3.84 亿元，有着较高的资源占用率。而纵观全省，因为红色革命老区

及罗霄山脉扶贫经济带的影响，全省拥有数量庞大的贫困人口，要想如期实现全省精准扶贫工作的战略目标，必须得到企业及

社会各界的支持。

二是扶贫政策针对性不足。目前对于贫困户的政策大多停留在惯例层面，所有寻求支持的贫困户只能从已有的不同策略中

寻找较为适合自己的方案进行申请， 而当前大多数银行的方案是有限适用的，不能做到普遍适用。因为贫困区的分散问题，全

国统一的政策在不同地域的匹配度不高，容易出现政策偏移问题。不同的地区出现贫困的原因，因所在地域的地理环境、人文

环境、政治环境的不同而有着较大的差异，当前政策所覆盖的最小单位是市县一级，再向下的政策如需修改，要向省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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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周期长且效果不显。农户无法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获得最优化的政策支持。

三是扶贫成果见效慢。江西省由于地理位置及资源禀赋的问题，仍属于农业大省，所以江西的精准扶贫导向还是以农业为

主。但是农业产业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由于农业生产周期长，生产过程可能受到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容易出现减产情

况，农户的收入得不到保障。而且，贫困户的生产经营意识、相关技能、信息的获取都十分落后，要经过长时间的教育和实践

才能有所改善。由于贫困户的特殊性，贫困户的原始积累是有限的，在实际调研中发现返贫的农户基本都是因为在脱贫后受到

疾病、灾祸、子女教育等原因无法维持正常生活而重新返贫。因此，要想真正实现脱贫之后不返贫，需要金融机构长期的支持，

久久为功，不能为了业绩而期望快速见效。

四是扶贫贷款具有较大的风险。其贷款风险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农业抗风险能力低。由于农业生产具有弱质性，在

受到自然灾害及意外事故后容易出现收入不稳定的情况，没有可靠的还款源。第二，没有完善的农业保险。在受灾后，受灾面

积数量价值及成熟度等指标无法准确度量，国家及地方缺乏便捷有效的管理机制，因灾返贫的农户比例相较其他原因高出许多，

变相提高了金融扶贫的风险。第三，缺乏良好的信用环境。当前我国农村的信用制度还不完善，在农村信用记录上没有完整的

系统，加上少数农户及涉农企业缺乏信用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金融扶贫工作的正常进行。

五是扶贫政策可持续性有待提高。随着党的十九大的召开，我国脱贫攻坚的战略目标从精准扶贫向精准脱贫转变，现有的

基础设施已经无法满足需求。由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全体脱贫且不返贫，所以要维持农户不返贫比帮助贫困户脱贫更

加困难。当前我国针对贫困户的脱贫方案为政策扶贫、就业扶贫、产业扶贫等，而金融精准扶贫又以政策扶贫为主，给贫困户

提供大量补贴资金用最直接的方式让农户达到“两不愁三保障”。然而这种模式让许多农户养成了“等”“靠”“要”的习惯，

在脱贫后如果不继续提供保障，这部分农户返贫率将高达 80%，很容易出现假脱贫。而且在产业方面，现有的网络通信设施覆盖

不到位，无法依托大数据给农户提供产业扶贫帮助。

（二）政策建议

为了更好实现我国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提高农村金融精准扶贫成效，结合当前江西省精准扶贫的现状，提

出如下农村金融精准扶贫优化改进措施：

第一，提高精准扶贫定位的精度。精准扶贫突出的是一个“精”字。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扶贫的新形式,即扶贫开

发着重于“精准”。“精准扶贫”能够解决各地区较为突出的问题，通过建立拥有内生动力、有活力的长效机制，帮助农民通

过自己的劳动摆脱贫困稳步进入小康社会。农村金融更需要精准，在扶贫精准定位的前提下，农户可以通过大数据、信贷、投

融资、支付等方式实现资本的积累，达到小康生活。传统金融机构及互联网企业通过网络平台，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进

行优化配置，将最适宜的金融方案推送给农户实现无缝对接，减少传统金融模式中步骤复杂、推广难度大且政策与当地实际不

匹配的情况。通过大数据的分析，筛选最适宜的金融方案提供给农户，并通过网上办事流程简化农户的办事周期，提供优化的

扶贫方案。要因地制宜，因人施策，精准定位，精准脱贫，注重可持续发展。积极开展“教育”“创业”“技能”等不同类型

的扶贫活动，在提供信贷资金的同时，借助大数据给贫困户提供适宜的产业项目、政策信息、技术技能。让贫困户获得稳定的

收入，拥有长远发展的可能，防止“当年脱贫，来年返贫”现象的发生。

第二，加大扶贫政策创新力度。一是推广创新特色产业精准扶贫模式。通过借鉴农业银行“油茶贷”的成功案例，各银行

机构可以根据自身的优势结合各地区的产业实际，推出不同种类的新型特色扶贫金融产品，推广产业扶贫新模式。二是开展银

行企业合作。通过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及农村电商平台的合作，推出“银行+企业+农户”“银行+电商+农户”等多种新型合

作模式。创新担保方式，通过互联网平台提供多样化的担保方式，农户可提供农村土地承包证、林业证、宅基地、农机具等作

为抵押资产，并在高信用地区开展公务员担保、多户联合担保等方案提供担保，解决原先农户抵押物不足而无法获贷的尴尬。

三是创新办理流程。借助互联网的便利，给农户提供便捷的金融存贷款服务，针对农村贫困人口的专项扶贫措施，简化贷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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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减少审批流程，提高贷款效率，让农户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拿到贷款资金。

第三，加强协同合作。一是加强同政府间的合作。加强银政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借助互联网平台整合各方有效资源，实现

“银政合作+商业协作”的扶贫新模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于金融资金的领导作用，解决当前扶贫贷款配套保障不足的问题；

推出新型联合金融扶贫产品，推广类似“银政扶贫信贷通”的扶贫产品，解决农户贷款难的问题，利用地方政府的财政撬动信

贷资金，直接解决农户的实际问题；争取最大限度的政府风险保障政策、推动地方政府完善信贷风险管控机制，积极扶持贫困

户发展产业、尽早脱贫致富，降低贷款风险。二是加强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合作。尤其是要加强与金融机构、保险公司、

担保公司、租赁公司等金融同业的合作，整合行业资源推出满足不同扶贫需求的新型金融产品，形成“农业政策性贷款+优惠信

用贷款”的模式，给贫困户提供最大力度的资金支持，发挥互联网金融扶贫的最佳效果。三是加强同社会的其他机构合作。与

农业龙头企业与特色养种植业企业合作的同时构建农村电商平台，为贫困户的产销一体化提供配套服务，并通过大数据平台加

强与农业类相关高校、科研组织的合作，为贫困户提供行之有效的技术保障，从根本上保障农户的收入稳步提升。四是更好发

挥第三方评估机制的作用。为此要从制度建设、操作规范、应用专业、属性变革和目标导向等方面保障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的

独立与客观。
［8］

第四，完善贷款风险防控机制。风险管控主要包括提高风险管控水平和加强风险补偿。引入外部力量进行风险补偿。在完

善自身内部风险管控体系的同时积极争取政府各类的风险保障政策，加强与保险公司、担保公司、租赁公司间的合作，开展金

融精准扶贫的合作，通过保险、担保、抵押等方式分散贷款风险。借助产业链、客户组织提供共同担保，运用例如“龙头企业+

小额贷款”的互保模式，提高信贷资金的安全性与盈利性。

第五，协同教育、医疗、住建、通信、交通等各部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当前信息时代最重要的是信息，良好的信息传递

机制能够给农户带来无尽的资源。依托互联金融大数据平台，将适宜的产业引进来，将特色农产品推出去，实现区域内全产业

联动。构建大数据信息，金融互联网将各地的优质资源集合起来统一调配。依据地区资源禀赋，适时调整区域产业结构，优化

产能，集中优势构建适宜当地环境的扶贫方案，在农业为主的地区开展统一的农业产业扶贫、在产业为主的地区开展产业扶贫、

在适宜劳动力输出的地区开展技术、生态、搬迁扶贫。集中优势资源，推行适合当地实情的脱贫方案，保证贫困户脱贫不返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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