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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农村普恵金融发展现状分析 

——以亳州市为例 

刘 闯，牛 犇 

（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摘 要】：目前，安徽省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快速发展，但其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问题。为了解

决本省农村出现的一系列经济问题，推动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的发展，以及建立和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在亳州市进

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该地区农村的普惠金融进行研究。首先，结合安徽普惠金融发展的背景和调研目的，认真统

计并分析了问卷的结果，得出了亳州市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现状；然后，从结果中发现了该地区发展普惠金融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建议；最后，总结得出普惠金融发展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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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 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普惠金融具有决定性作用，而农村金融一直是我国金融体系中的短板，其

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许多难题，如信贷规模小，没有规模效益；信贷风险高；信息不对称程度大；可抵押财产少、流动性低等。

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正在受到落后的农村金融的剧烈冲击，所以实现普惠金融的关键在于推动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和进步，可

以说发展农村金融是普惠金融的基础和根本所在。因此，国家不断对农村金融的发展进行探索，各省市也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

推动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安徽省在重视“三农”问题的基础上，努力构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发现并及时解决阻碍农村普惠

金融发展的问题，以求促进本省经济快速发展。 

安徽省正处于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重要战略时期，“三农”发展对安徽崛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发展农村普

惠金融，构建和完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对安徽省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改革具有重要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亳州市正在大力推

进农村普惠金融，力图清除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障碍，加快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奋斗目标。 

2、亳州市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2.1村民收入普遍偏低 

关于农村的收入来源问题，有很多村民外出务工，家里的耕地主要依靠妇女和老人耕种。有些村民为了耕作方便往往会选

择种植一些耕作简单的农作物，而不考虑它下一年的收成，使耕地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由于资金和风险问题，大户养殖业

和种植业较少，如果能把耕地集中到一起，统一种植管理，不仅方便管理，还能增加妇女和老人的收入。由于去外地务工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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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大多数是经亲戚朋友介绍的，工作信息来源匮乏，所以他们并不一定能够找到合适的工作。如果村委会提供较为全面的工作

信息，组织或介绍村民外出务工，村民将会有更多选择工作的机会，对他们今后的发展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2.2村民理财意识薄弱 

村民存款借款的方式虽然比较方便，代价也比较低，但是他们对理财的观念还比较薄弱，购买的理财产品较为匮乏。他们

仅仅是把多余的资金存放在银行和农信社里，这样不仅利息很低，异地或跨行存取款都有手续费，且当遇到人民币贬值等货币

问题时，这种存款方式是不理智的。由于农村网络未得到广泛普及和村民投资理财等专业知识的欠缺，村民们很难找到适合自

己的理财之路。另外，村民获得融资的方式较为单一，仅向信用社贷款有利息高、金额有限、还款时间固定等缺点。 

2.3村委会成员积极开展扶贫工作 

为了更好的集中民意，使决策更加民主，村两委经常召开村民大会和全体村民大会，村民对此也很热情，能够积极参与其

中，为本村的发展出谋划策。村两委大力支持政府的扶贫工作，成立扶贫小组，并组织扶贫小组成员帮扶特定的贫困户，给每

个成员定下在约定期限内脱贫的任务。这使得贫困户在遇到困难时能够及时联系扶贫工作人员，提高了扶贫的效率。倘若一个

村子或几个村子能有一个资金互助社，村民把钱放进去能有个较高的利息，借款人贷款时能有一个较低的利息，村民们在进行

生活和生产活动时将会更为便捷。 

2.4村民通过农信社贷款十分便利 

信用村的村民贷款的手续较为简单，且贷款额度较大。村里的扶贫贷款金额太少，难以满足众多村民的需要。村民借钱的

主要原因是建筑新房和子女上学，其借款方式主要是像亲戚和亳州的农村信用社（即药都银行）。村民向农村信用社借款的手

续较国有银行简单，贷款利率也都普遍可以承受。因此，村民经常向农信社办理建房和助学贷款等。村民多余的资金几乎都是

存放在信用社里。生活和生产上需要的资金，大部分是向农信社贷款，少数向亲戚和朋友借款。农信社贷款金额和还款时间有

限。因此，村领导和农民们希望这些服务农村的金融机构可以降低贷款利率，放宽借款期限。 

2.5政府积极推进农村普惠金融建设工作 

近几年来，安徽省政府为了推动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首先，省政府大力支持重新组建农村商业银行，

并鼓励农商行改善其服务流程、创新其服务渠道以及放宽贷款担保的范围，为广大农村居民提供便利的贷款服务。其次，省政

府鼓励村委会成立资金互助社，有效利用本村的闲置资金，为本村居民提供基础的生产资金，便于村民进行进本的生产和经营

活动。然后，在省政府的号召下，安徽省的各级政府相继构建了适合各自农村地区发展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并取得了良好的

成果。最后，政府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同时也十分注重防范随之而来的各类金融风险，发现并解决出现的各类问题，力求推

动普惠金融在农村的稳健发展。 

3、普惠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应的建议 

（1）新型农村金融的可得性不足和缺乏金融知识仍然是阻碍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因素，这两个问题具体表现为“最后

一公里”问题。提高金融可得性最迫切的任务是要解决金融产品和服务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让普惠金融

真正地惠及各类社会人群。 

一方面，政府应该根据各个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与其经济发展相符合的具体措施；另一方面，也要全面了解本地区

的各个主体的主要情况，从提供者、消费者和金融基础设施三个角度入手，积极发挥各类主体的作用，提升社会整体的金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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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金融素养，加强金融知识的普及教育。 

（2）目前，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的发展依然是金融服务的短板。一是，农村的金融机构在办理农村金融业务时的效率普遍

偏低以及存在着较高的风险。由于农民利用土地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较低，导致了他们在金融资本上获得的回报率也比较低，同

时，在农村开展金融服务的成本投入也较高，使得农村贫困地区出现了频繁的资金外流现象。二是，农村居民在申请贷款时的

担保物的范围较为狭窄，使得村民贷款十分困难。因此，村民在进行各项经济活动时的融资成本依然十分高昂。 

因此，农商行必须加大各类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创新，提高服务效率。首先，农商行要结合村民对现代化金融服务特殊

需求，创新出能够满足现代化农业发展的服务模式和金融产品，以此来提高金融服务效率。降低各类风险。其次，农商行要不

断放宽担保物的范围，丰富农民的担保方式，比如允许农民使用土地使用权和农业订单等方式进行贷款担保。另外，农工商行

可以同担保机构进行合作，允许村民使用第三方担保进行贷款。最后，商业银行应该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使村民

更加容易接收到金融服务，同时注重发现村民的各项金融需求，并以此作为产品创新的根据，真正地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 

4、推进普惠金融的现实意义 

（1）普惠金融有利于降低金融服务门槛，为所有社会阶层和群体提供金融服务。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使得较为落后地区的

贫困群体和弱势群体的金融需求也能够得到更好地完善。 

（2）推动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更好地促进金融机构服务“三农”，有利于缓解“三农”问题。在三农金融市场中，小

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群众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是金融服务的短板和弱项。发展普惠金融有利于为这

些特殊群体提供更加便捷、安全、及时的金融服务，为农村的脱贫工作提供重要的支撑，有利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顺利

进行。 

（3）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有利于提高民间资金的配置效率，促进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更好地发展，进一步有利于促进农村地

区实现脱贫致富。过去几年里，p2p网贷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行业更好地突破了传统的限制，为更广大的群众提供小额信贷金融

服务，很好地体现了普惠金融在这方面的积极意义。 

（4）发展普惠金融在新时代下被赋予了一种全新的内涵，现已成为造福群众，改善民生的一项重大举措。建立并完善我国

农村的金融服务体系是普惠金融的重要任务。这一任务保证了我国居民，特别是农民享受高效、优质、便捷的金融服务，将持

续推动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我国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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