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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农村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困境及建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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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安徽 蚌埠 233000） 

【摘要】：互联网金融从 2013 年发展到现在，发展迅猛，为我国金融市场消费带来新格局。在国家大扶贫的条件

下，互联网金融与农村金融发展契合度非常高，农村市场俨然成为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重中之地，农村互联网金融也

为农村资金的融合提供了新兴模式，为农村金融注入新的活力。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上，以贵州地区为例，浅析该

地区的农村互联网金融发展现状、发展难点以及未来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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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贵州农村地区互联网金融市场概述 

贵州省作为我国贫困大省，地处中国西南内陆，是全国贫困人口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省内有三大连片特困地区:武陵山区、

乌蒙山区和滇桂黔石漠化区，其中涵盖了贵州省 50个国家重点扶贫县。另外，贵州少数民族众多，少数民族居民居住分散，使

得交易分散，而银行的运营成本高，也导致了贵州农村金融市场与居民需求不相适应。 

贵州农村金融市场与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居民生活息息相关，完善健全的农村金融市场是提高贵州农村经济、改善农村居民

生活质量、缩小城乡二元结构的根基。农村金融，作为贵州农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尽管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促进贵州农

村金融的发展，但目前的农村金融市场却不尽人意，依然存在贷款难批、业务难办理、站点少等问题，传统的农村金融已无法

满足新兴问题的出现。 

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科技的迅速发展，互联网金融也迅猛发展。由克里斯•安德森教授所提出的互联网金融最重要的基础

理论:长尾理论。长尾理论更关注分散度较小的市场需求，再将这些市场需求凝聚在一起，这个特殊市场的总额并不低。互联网

金融一种全新的金融服务，比传统金融更方便快捷、更容易操作、更利于实现金融普惠。 

根据《中国“三农”互联网金融发展报告》中的数据显示，贵州省在农村互联网金融的贷款规模上仍落后于其他省，在全

国贷款中仅仅只占 4%，这些数据都说明贵州省农村地区的互联网金融仍然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在报告中同样也提出，贵州省

作为贫困大省，将会得到越来越多农村互联网金融的支持。因此，如何将贵州农村金融与互联网金融更完美地契合在一起，在

互联网科技的帮助下，大力发展贵州农村互联网金融市场更是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值得深入研究与探索。 

2 贵州农村地区互联网金融发展面临的困难 

2.1贵州大部分农村居民对互联网金融的认知较低 

随着国家颁布的一系列政策，农村在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潜力无限。但就目前来说，农村地区人口普遍以初中、中职毕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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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文化水平偏低，缺少对互联网金融专业知识性了解。农村居民依然用守旧的观念处理自己的金融财务问题，大部分以银行

储蓄为主。其次，由于对互联网科技和电子支付的认知水平较低，大部分人习惯于用现金进行支付交易，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培

养他们电子支付的习惯。最后，农村居民的法律意识相对淡薄，因此在农村地区借钱不还的现象十分常见，另外没有相关高强

度的政策法律出台解决这种现象，导致居民并不重视这种违约现象。综上，互联网金融这一新兴事物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

需要依附于对农户进行金融知识、法律常识，以及简单电子科技的普及。 

2.2贵州大部分农村网络基础设施不完善 

贵州农村地区互联网基建的脚步，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也在不断加快。根据贵州省 2015年《贵州年鉴》显示，贵州全

省自然村通电话的比例是 99%，行政村通宽带的比例是 91.6%。但是，对于贵州省来说地处山区，很多地方仍然面临互联网基础

设施建设不全面。另外，在极端天气情况下，如泥石流、山洪等，也极易造成基础设施破坏，使得前期发展时需要投入大量的

财力、人力。在互联网基础建设不全面的情况下，很难将大部分的居民和企业的数据（包括种植数据、养殖数据、交易数据等）

进行存档分析。数据的缺失会导致大部分农村居民缺少信用记录和凭证，企业难以发放贷款或者进行其他互联网金融业务，与

此同时，这又会造成参与到农村金融市场的人更少、市场规模更小，如此往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2.3贵州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不完善 

中央银行目前仍然是贵州农村地区信用体系的主导者，其中自然人和法人的信用记录，在体系建设最开始时并没有被收录

进征信系统，并且也没有其他权威机构能提供该记录。全面到来的互联网时代，农户的交易也越来越碎片化、零散化，导致目

前农村地区信用体系采集样本不够全面，数据范围太小的问题。与此同时，进入农村的互联网金融企业也很难从央行的征信系

统获得有效数据，在此种情况下，不完整的信贷体使得农村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成本上升，并且带来了在不同程度上的制约。 

2.4互联网金融的风险监管存在漏洞 

在科技与金融的不断发展下，互联网金融产品作为一种收益和风险成正比的新兴产品。一方面，由于没有完善的监管体系，

一些机构不能为农民提供可靠的资金和信息安全保障，极其容易出现风险。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太过迅速，而现有的

法律法规可能已经滞后，不适用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某些不良机构会钻法律漏洞卷钱逃跑等。最后，由于互联网金融的平台

操作与农村金融的分散化同时出现，造成监管漏洞的出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3 贵州农村地区未来互联网金融发展建议 

3.1广泛科普互联网金融知识 

对于普遍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户，农村互联网金融是一个新鲜却又陌生的事物，政府此时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如何

提高农民风险意识、让农户快速掌握互联网支付结算工具以及如何增强农民的基本知识（包括金融常识、基础法律法规等）教

育普及等，这些都需要政府在中间起一个领导作用。另外，在对农村互联网金融产品进行宣传时，应该多宣传一些适合农村居

民承担能力的产品，要杜绝将虚假产品和高风险产品推荐给缺乏互联网金融知识和农村金融知识的农户。 

3.2 加强贵州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贵州农村地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因此政府需要加大对农村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的投资力度，为贵州农村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打下硬件根基。其次，贵州政府也应该加大对农村居民的财政补贴，确保类似“家

电下乡”的活动落实到每一位居民身上，提高居民手机等设备的拥有率，并且保证农村地区的居民可以实现互联网宽带家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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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建立完善的贵州农村信用体系 

建立完整的贵州农村地区信用体系是发展互联网金融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要利用大数据技术，首先村政府应该

每家每户收集每年收入、历史贷款、个人品行等信息，接下来利用大数据信息流等技术，建立合适的征信模式，能与农户和企

业相匹配，要全面真实地反映信用评级。另一方面，要使得一些大型互联网企业加入农村互联网金融市场中，比如，在 2016年

初中央银行颁布的《关于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知》，其中就要求腾讯征信有限公司等八家机构做好个人征信业务的准

备。大型企业的加入，与政府、央行一同构建农村居民与乡镇企业的信用数据库，建立整合信用信息，降低了成本与数据收集

难度。 

3.4建立健全的风险防范机制 

由于贵州农村互联网金融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建立健全的风险防范措施必不可少，一是在农村地区建立专门的监管机构，

并与当地实情结合，提出匹配的法律法规，从而加强对互联网金融信息和业务的监管;二是提高该地区从业人员的专业性，定期

进行从业资格的考试和培训;三是通过引入第三方进行监督，以官方团体或者协会（如贵州互联网金融协会）的模式进行监督管

理。 

4 总结 

想要贵州农村地区的经济大力发展，借助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发展至今，贵州农村互联网金融已经取得了一

些成就。但是，贵州农村互联网金融依然面临着互联网基础设施不完善、金融知识普及度不高、贵州农村信用体系不完善等问

题。在这样的困难下，要想发展好贵州农村地区的互联网金融，首先就要加强农村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和向农村居民进行互

联网金融知识的普及;其次政府要联合互联网企业，如阿里巴巴、腾讯等，建立完善的贵州农村信用体系，可以让更多的互联网

企业走进农村金融市场;最后风险与收益并存，一个新鲜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必定会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良好的可持续的发展与有

效的监管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在发展的同时也要加强对贵州地区农村互联网金融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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