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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建设中的农村金融生态质量及监管的实证

分析 

——以湖南省为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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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湖南长沙 410128;2. 中南大学信息科学

与工程学院，湖南长沙 410004） 

【摘 要】：“十九大”提出农村振兴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村金融作为乡村振兴的输血管不容有失，对农村

金融生态的现实环境进行科学评价尤为重要。运用截面主成分和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从农村经济状况、农村

金融发展力、制度环境、普惠金融发展力四个方面对湖南农村金融环境进行科学系统评价，并对湖南十四个市州农

村金融进行空间横向和时间纵向比较。在此基础上分析湖南农村金融的区域状况，提出建设多元的富有竞争性的农

村金融系统，坚持传统金融与金融科技相结合的建议，以提升农村普惠金融科技转化能力，加强农村金融的监管，

控制农村金融系统性风险，推进城镇化消除城乡经济的“二元结构”，实现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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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十九大基本战略，习总书记指出资源要素要继续向“三农”倾斜，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

党工作重中之重。农村金融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也是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根本助力。农村金

融是相对于城市金融提出的，涵盖所有农村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是从金融的角度支持农村实体经济、扶贫、提升社会福利以

及保护弱势群体。经过十多年的实践，建设农村金融良好生态圈已经成为削减贫困、保障权利、实现平等发展的重要途径。大

力发展农村金融，提升“三农”、小微企业等薄弱领域金融服务能力和水平，是补齐经济社会发展短板、增进社会公平与和谐的

必然要求。 

近年来，中国农村金融的服务能力已经有了明显提升，但对于我国快速发展的金融体系而言，农村金融相对薄弱，呈现出

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农村金融非均衡的“马太效应”明显。王修华等
［1］（p50-62）

发现我国农村金融包容性差异大，整体程度仍然偏

低。我国地缘广阔人口众多，各个省市农村的情况不一，农村金融生态系统情况复杂，很难了解每个地级省市的实际情况。此

外，随着金融科技、普惠金融、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推进，我国农村金融呈现出新特点、新要求、新风险。杨蕾等
[2](p17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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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融发展理念对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内涵进行分析，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与普惠金融体系建设也要提出新要求。因此，从

金融科技、普惠金融、金融供给侧改革等新的视角了解和衡量区域农村金融生态系统对促进“三农”的可持续发展和防范农村

金融系统性风险具有战略意义。 

二、文献综述 

周小川(2004)
[3](p2-3)

最早引进“金融生态”一词，随后我国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为农村金融生态系统的研究

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科学视角。目前，国外学者对农村金融的研究主要分为三大流派，分别是农业信贷论、农村金融市场论、不

完全竞争市场理论，丁长发(2010)
[4](p26~29)

对此进行了总结，具体观点见表 1。但是国外农业无论是从体制、金融政策、农业补贴、

利率管制等方面跟国内农业都大不相同，因此其理论政策只有借鉴意义。 

表 1农村金融研究的三大流派主要观点 

主要流派 

农业信贷补 

贴论 

农村金融市 

场理论 

不完全竞争 

市场理论 

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必要 不必要 

市场机制失 

效时必要 

利率管制的必要性 低利率管制 市场决定 宽松管制 

金融管制的必要性 初期必要 必要 不必要 

国内学者在农村金融生态内涵上研究分为两个方面：首先，金融生态系统论，该理论侧重金融主体与金融环境间的相互作

用。以徐诺金(2005)
[5](p35〜45)

为代表，提出金融系统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是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相互竞争融合的结果，可

以分为金融生态环境、金融生态主体、金融生态调节。其次，金融生态环境论。王松奇(2005)
[6](p12-14)

认为金融生态是指影响金融

运行的内外环境的综合，也是金融发展与内外环境之间的关系。邢勃则进一步提出金融生态环境是指所有可以促进或者抑制金

融主体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制等内外环境，这些环境影响和决定金融主体的变化趋势和存活状态。在农村金融生态研

究内容上，主要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村金融生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刘塞红(2012)
[8](p30-35)

指出东部地区对于中西部

地区农村金融较发达，良好的农村金融环境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效果。丁志国等(2012)
[9](p52-59

)从金融规模的角度出发，

提出储蓄投资转化比率和投资产率效率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邓恩等(2015)
[10](p74-81

)用 VAR 的方法分析了湖南农村金

融业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提出了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决定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二是农村金融生态的指标构建。对农村金

融生态系统的指标构建既有全国性也有区域性。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农村金融生态系统评价的方法主要有主成分分析、因

子分析、层次分析和数据包络分析法等。安强身(2009)
[11](pll5-ll7)

把农村金融生态系统分为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三个层次。之

后的学者按照三个层次，分别对不同省市分别构建了各自的农村金融生态系统。三是金融生态与风险之间的关系。杨大蓉

(2010)
{12](p50-51)

发现政策、财政支农投入、法制环境都会对农村金融风险产生影响。此外，刘晓波、丁志国、白继山等都对农村

金融风险做出细致的研究和分析。 

以上研究从区域、整天对中国农村金融生态系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成果都忽略从城乡一体化这一基本背景，

以及农村金融呈现金融科技、普惠金融快速发展的新特征。我国农村金融生态建设问题研究主要有两个不足:首先，党的十九大

把乡村振兴提到党的工作重中之重，原有的指标体系不能完全反应乡城乡一体化新变化和新要求。其次，现有文献构建农村金

融生态大多只采用截面数据，对农村金融生态系统缺少动态描述。基于此，本文采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动态刻画湖南 14个

市州级单位农村金融生态系统，从时间和空间角度研究和分析湖南整体和区域农村金融的健康状况，为湖南的乡村振兴提供理

论支持和政策依据。 

三、湖南省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现状 

湖南是全国著名的农业大省，农业发达，农村人口较多，“三农”经济是湖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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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村经济方面。截至 2016 年，农业总产值方面，湖南第一产业生产总值 3578.37 亿元，占湖南地区总产值 11.34%,

与去年相比同比增长 7.4%。粮食总产量 590.6 亿斤，产量稳定;蔬菜、茶叶、水产品生产持续向好，分别增产 5%、5.9%和 4%。

农业机械化水平稳步上升，同比提高 2.9%。第一产业从业人口为 1696.81万人，近五年呈不断下降趋势;农村居民收入方面，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930元，同比增长 8.5%,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为 0.38，比例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农村居民消费方面，

湖南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10461 元，同比增长 8.7%，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比为 0.43,近五年呈上升趋势。以上数据昱湖南农业

发展动力强劲，农业产值不断提高，农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均稳步提升。
[l3］(p9-l0)

 

2. 农村金融科技方面。湖南自 2015 年金融科技快速发展，“互联网+精准扶贫”概念得到应用和发展，这是金融科技和

传统金融机构在扶贫领域的尝试欲创信。蚂蚁金服数据显示，其公司旗下的“旺农贷”在平江县提供的放款资金扶持超过 15968

万元，在湖南全省提供放款资金扶持超过 70 亿元，全国排名第 11 名。湖南省金融科技与传统农村金融紧密结合，已经在农村

供应链金融。与城市相比，农村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市场，同时农村在信用方面也有着独特的特征。
［14］(pl92-194)

 

3. 农村普惠金融方面。截至 2017 年末,全年金融扶贫贷款余额 1861.5 亿元，同比增长 22.4%，高于全省贷款增速 6.7

个百分点。全省 51 个贫困县累计发放扶贫小额信贷 181 亿元，共带动 46 万贫困农户 155 万余贫困人口发展产业增收脱贫。在

130 个县市区开展“扶贫特惠保”综合保障保险产品，共计 629.85 万贫困人口投保，投保覆盖面达 99.8%。为加强扶贫工作效

率，通过服务站发放贷款 25.9 万笔、金额 103 亿元;服务站共为 46.6 万贫困农户建立金融服务档案，为 44.9 万贫困农户开展

信用评级。湖南农村城市化发展迅速，城乡二元结构融合稳定，传统金融、互联网金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等形成了既竞争又

合作还互补的金融服务供给体系，金融体系日渐丰富，农村信用社特别是省联社改革加快。
［15］(pl5O-158) 

4. 农村金融风险方面。一方面，农村金融需求主体天生的弱势导致的经营风险，湖南城镇银行政策职能过于单一，服务

乡镇的能力有待加强，传统农村金融机构相较于大的商业银行存在吸引金融资金的较为弱势。另一方面，农村信用不完善或缺

失导致的信用风险，信用风险一直是农村金融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湖南省农村地区省情复杂加上法制环境相对不健全，湖南省

农村金融生态的道德风险不容小嘘。目前，湖南省还比较缺少针对农户、小微企业的法律法规，对农村金融逃避银行债务的行

为缺少有效的法律手段。 

5. 农村金融改革方面。2016年，湖南省 33家农信社完成改制，累计挂牌农商行 93家，占全部农合机构的 90.3%。年内，

引进恒丰银行在湘设立分支机构；省内首家民营银行——三湘银行正式开业；首家消费金融公司获批筹建;新增 2家县域“三农”

金融事业部，全省县域“三农”金融事业部数量达 91家;新增 9家村镇银行。农村金融改革深入推进，市场主体不断丰富。
[16](p298-3O3) 

综上所述，湖南农业经济状态良好，农业结构优化，生产效率提升，城乡一体化效果显著，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农村金融

改革工作稳中有进，农村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政策上的优势为产业升级提供了保障，湖南传统金融机构在竞争中

不断完善和进步，农村金融科技也为湖南新型农村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但是湖南农村金融业囊中羞涩的风险缓释等风

险问题依然严峻。 

四、湖南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体系架构 

1. 数据来源和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湖南统计年鉴、《湖南省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湖南区域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评估报告》。由于湖南统计

年鉴数据只到 2016年，考虑数据可得性和准确性，采用最近五年的数据，即 2012-2016 年数据。 

2. 湖南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评估的层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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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农村生态金融的内涵出发，借鉴已有文献农村金融生态系统指标构建经验，结合农业转型升级优势带动农村金融的

新变化，遵循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的基本原则，从农村金融主体和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两个层面构建农村金融生态体系。农村

金融生态系统从四个方面进行分解，分别是目标层、领域层、准则层、指标层。目标层是总结下层各个因素，对湖南金融生态

系统做出整体评价，领域层是从农村金融主体和农村金融外部环境两方面做出分析，准则层是领域层的进一步细化和分解，可

以将相关性较大的几个指标聚类成具有代表性的主成分因子，最下层的指标层为具体指标。结构分层结构如图 1所示。 

 

3.湖南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评估指标的定义和选取。 

表 2湖南农村金融生态系统指标 

 指标 性质 

农村金融生态 

主体 

农村 

金融竞争力 

农村金融效率 正向 

农业保险普及率 正向 

农村金融科技发展指数 正向 

农村金融规模比率 正向 

农村贷款余额 正向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力 

脱贫人口增长率 正向 

扶贫贷款余额占比 正向 

城市化率 正向 

农村金融生态 

外部环境 

农村经济环境 

农村就业率 正向 

农村 GDP增长率 正向 

农业贡献率 正向 

农业投资产出率 正向 

农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正向 

农民消费增长率 正向 

农村制度环境 
法庭覆盖率 正向 

政策支农增长率 正向 

湖南省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体系建的基本原则主要分为六个方面:①科学性原则。②系统性原则。③可持续性原则。④可

行性原则。⑤区域性原则。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在农村金融改革深入推进大背景下，农村金融呈现出市场主体不断丰富，

征信体系建设纵深化，支付清算基础设施便利化等特点，金融科技、普惠金融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进入农村金融生态系统中，与

农村农业农民息息相关。因此，为保证农村金融系统评价的科学性，在准则层加入了普惠金融和金融科技等相关指标，科学衡

量湖南农村金融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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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村金融发展。农村竞争力指标是农村金 

融生态的一个重要指标，反映整体农村金融服务能力。针对金融生态环境的特点，本文选取农村金融效率、农业保险普及

率、农村金融科技发展指数、农村金融规模比率、农村贷款余额五个指标衡量农村竞争力系统。 

(2)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力。普惠金融，是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是反映我国新型农村均衡发展的重要指标。

本文选取脱贫人口增长率、脱贫人口增长率、扶贫贷款余额占比、城市化率等四个指标衡量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 

(3) 农村经济环境。农村金融环境依赖于经济环境，农村经济环境是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基础。农村金融发展无法独立于

经济而单独存在，农村经济为农村金融的发展提供了血液和可能。农村就业率、农村 GDP 增长率、农业贡献率、农业投资产出

率、农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农民消费增长率等六个指标可以全面反映农村经济环境的整体状况。 

(4) 农村制度环境。农村制度环境的好坏直接会关系到农村经济的发展和金融环境的健康，是衡量一个农村法制水平的标

志，也是金融信用的基本保证。本文选取法庭覆盖率、政策支农两个指标来衡量农村制度环境。 

五、湖南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评估 

1. 静态主成分数据处理的步骤与结果。 

（1）原始数据标准化，设 n个评价单位 p个指标的原始数据记为序列 X=(xij)n×p，进行正向化和无量化处理得到矩阵 Y=(yij)n

×p，对矩阵 r中的数据标准化，记为 Z=(zij)n×p。其中 

 

结果如表 3所示。 

（2）计算相关系数矩阵，求的协方差矩阵。 

 

结果如表 4所示，限于篇幅，转置矩阵只列举前个变量的情况，后面作简要的简化处理。 

(3)求方差贡献率，确定主成分个数，将特征向量按特征值由大到小排列，取前 k个按行组成矩阵 P对于事先给定的累计方

差贡献率仍满足 q0条件，则可以取前 k个主成分进行分析和评价。其中 q0满足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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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所示，根据方差贡献率，本文选择前四个成分作为主成分，能良好反应样本的信息。 

表 3描述性统计 

VARIABLES 
(1) 

N 

(2) 

mean 

⑶ 

sd 

(4) 

max 

(5) 

min 

农户贷款余额占比 14 0.212 0.0917 0.400 0.0200 

精准扶贫贷款余额占比 14 0.0637 0.0530 0.190 0.00407 

农业保险普及率 14 1.631 2.546 10.02 0.0381 

法庭覆盖率 14 0.324 0.113 0.506 0.0927 

第一产业占总产出比（％） 14 0.132 0.0495 0.214 0.0396 

城市化水平（％） 14 0.518 0.0938 0.760 0.431 

农村居民消费占比（％） 14 0.356 0.0742 0.451 0.187 

农林水利事务支出占比 14 0.126 0.0277 0.167 0.0777 

乡村就业率 14 0.907 0.0336 0.984 0.84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元） 14 0.0919 0.0128 0.115 0.078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元） 14 0.462 0.0734 0.588 0.353 

农村 GDP 增长率 14 0.0859 0.0104 0.101 0.0640 

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率 14 0.0904 0.0391 0.150 0.0113 

农村金融效率 14 0.570 0.167 0.822 0.230 

教育投资占比 14 0.156 0.0180 0.180 0.126 

农村贫困率 14 0.0426 0.0275 0.107 0.0141 

金融科技科技发展指数 14 0.0714 0.0642 0.269 0.00995 

表 4主成分协方差矩阵 

Eigenvector 

Variable 
1 2 3 4 5 6 7 8 

vl 0.080 0.387 -0.0914 0.438 0.139 -0.392 0.357 -0.150 

v2 0.019 0.503 0.0650 0.287 -0.365 0.158 0.261 -0.065 

v3 -0306 0.0278 0.281 0.0714 -0.212 0.124 0.070 0.417 

v4 -0.069 -0.345 0.435 0.130 0.165 -0.0387 0.578 0.093 

v5 0.280 -0.133 0.253 0.271 0.249 0.0521 -0.199 -0.105 

v6 -0.366 0.0028 -0.0814 -0.0427 -0.0556 -0.0325 - 0.071 0.086 

v7 0.351 -0.0649 -0.0115 0.0828 0.0659 0.296 -0.010 0.075 

v8 0.294 -0.101 0.0458 0.0306 0.0341 -0.389 0.011 0.432 

v9 0.047 -0.213 -0.443 0.392 0.246 0.0247 0.116 0.216 

vlO 0.261 0.0009 0.323 -0.253 -0.0813 -0.125 0.082 0.176 

vll -0.268 -0.172 -0.103 0.372 0.115 0.387 -0.086 0.004 

vl2 -0.065 0.349 0.241 -0.241 0.525 0.408 0.206 -0.088 

vl3 -0.180 0.289 0.193 0.0882 0.509 -0.290 -0.439 0.127 

vl4 0.342 -0.0632 0.0108 0.0692 0.0563 0.328 -0.032 0.167 

vl5 0.202 0.174 0.323 0.352 -0.282 0.118 -0.383 0.042 

vl6 0.157 0.360 -0.343 -0.208 0.0763 0.154 0.086 0.538 

vl7 -0.333 -0.0097 0.131 0.165 -0.0359 0.0075 -0.051 0.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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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主成分权重得分表 

主因子 

城市 

F1 

0.545 

F2 

0.135 

F3 

0.0983 

F4 

0.0785 

长沙 -6.57139 2.364355 0.288533 -0.36155 

湘潭 -3.54716 0.441122 -1.57563 -2.01106 

郴州 2.15892 1.104217 1.001894 1.921164 

张家界 3.23948 0.443113 -2.7059 -1.15518 

永州 1.903966 -0.55164 2.148923 -0.71728 

衡阳 1.850689 1.53261 0.011888 -1.2359 

邵阳 -1.39416 -2.16389 0.330799 0.359608 

株洲 -1.59651 -0.68567 -2.0965 2.936535 

湘西 1.485136 -1.19483 2.096676 -1.33237 

娄底 0.678583 1.326348 0.499481 0.120991 

常德 2.246151 -2.40117 -0.61465 -0.4934 

怀化 -0.69857 -1.89924 1.546272 -0.36418 

岳阳 0.213569 0.577948 -0.49984 1.578405 

益阳 0.031287 1.10672 -0.43193 0.754218 

 

(4) 确定权重，通过计算 Y=PX，得到降维数据 Y。 

 

具体数据见表 5。 

利用湖南省各市州主因子的权重计算出综合得分，具体公式为： 

 

(5) 计算各子系统准则层的综合水平。综合得分为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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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得分如表 6所示。 

表 6 2016年湖南城市综合得分表 

长沙 湘潭 郴州 张家界 永州 

2.442093 1.818128 1.379897 1.011086 0.901137 

衡阳 邵阳 株洲 湘西 娄底 

0.8846 0.830647 0.724113 0.563411 0.54902 

常德 怀化 岳阳 益阳  

0.483177 0.430313 0.273739 0.199226  

按照综合得分，可以将湖南省 14个市州分为 3个等级，长沙、湘潭、郴州、张家界、永州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为 A级，衡

阳、邵阳、株洲、湘西、娄底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为 B级，剩余的四个城市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可以归为 C级，包括常德、怀化、

岳阳、益阳。 

2.时序主成分数据处理结果。 

在 2016年数据的基础上，适用方差最大化的方法对 2012-2016年的截面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正交变换，然后使用各因子的载

荷除以各主成分对应的特征值得平方根，得到每年的主成分因子权重。根据四个主成分分析构建评价函数，根据评价函数得出

湖南省分年度、分城市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综合评分。湖南省十四个市州近五年的农村生态金融变化如表 7所示。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1.结论。 

本文通过对湖南生态金融定性分析以及运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的定性分析，得出湖南农村金融的几个结论。 

(1) 本文加入普惠金融、金融科技的新视角，发现湖南整体的金融生态系统质量处于一个稳定上升的状态。长沙农村金融

生态起点高、增长快，起到龙头作用。株洲、湘潭起点中游，受到长沙的空间溢出效应，农村金融生态质量提升快，处于高速

发展的阶段。同时湘西、张家界、常德金融扶贫政策利好，也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衡阳、邵阳、岳阳、益阳、娄底、怀化等

市则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上升状态，但发展速度明显落后于第一梯队，需要仔细分析原因寻找对策。 

(2) 2012-2016年湖南农村金融服务能力变强。湖南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建设和发展支持力度明显变大，金融服务“三农”

的社会投入力量明显增强，以及全面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振兴战略成效显著。普惠金融服务和保障体系日渐成熟，金融服

务可得性有效提高，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明显增强。 

(3) 在湖南农村金融发展的同时也有一些局限性。一是农村金融的服务机构单一，其金融延伸和金融创新发展十分有限。

二是经营管理机制转换相对滞后农村金融系统普遍存在机制老化、活力不足、吃“大锅饭”的问题。随着产权改革任务的即将

完成，加快转换经营机制、健全法人治理的要求越来越紧迫。三是风险管控能力仍然薄弱。农村金融系统本身相对脆弱，抗风

险能力不足，受到道德风险、信用风险、经营风险等多重风险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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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12-2015年湖南省城市农村金融综合得分表 

專分 

城市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长沙市 1.296191 1.398761 2.370793 3.021156 3.147925 

株洲市 0.589953 0.788637 0.796311 1.226395 1.730156 

湘潭市 0.135252 0.808662 0.966378 1.535079 1.690997 

衡阳市 0.037697 0.082058 0.109118 0.503822 0.741844 

邵阳市 0.048721 0.060287 0.121752 0.600919 0.683147 

岳阳市 0.300882 0.404833 0.51254 0.516406 0.627891 

常德市 0.594032 0.766801 0.937209 1.760913 2.071199 

张家界市 0.516492 0.857605 0.960564 1.130677 1.330304 

益阳市 0.060366 0.188947 0.263021 0.311563 0.381876 

郴州市 0.05072 0.235434 0.344202 0.447216 0.652872 

永州市 0.032953 0.068371 0.164801 0.174278 0.236402 

怀化市 0.139673 0.452871 0.644086 0.72801 0.778848 

娄底市 0.129828 0.161326 0.240238 0.250149 0.690671 

湘西州 0.12681 0.215741 0.411024 1.040785 1.483835 

2.政策建议。 

针对湖南省农村金融的现状和风险，提出本文的政策建议。 

(1) 构建多层次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以银行机构为主力军，以保险机构为保障，以地方类金融机构为补充，加强多层次资

本市场服务功能。D7](p94^鼓励传统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相结合，利用大数据创新，降低农民贷款成本;支持国开行湖南省分行、

农发行湖南省分行持续加大对我省棚户区改造的贷款力度，继续做好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贷款筹措工作;支持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

加快到湖南省县域设立分支机构，落实农村金融事业部制改革安排，深耕县域经济。 

(2) 创新多元化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千方百计降低各类融资成本，提升金融服务科技运用水平，创新抵质押担保品和方

式，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积极推进“龙头企业+农户+基地”“企业+农民合作社”等农业产业链金融服务模式，促进

农村金融健康发展。 

(3) 强化农村金融薄弱领域的服务力度。提升农村金融服务基础设施，精准推进金融扶贫，加强农村社会信用信息体系建

设，完善农村金融统计体系。 

(4) 加强农村金融教育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广泛深入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加强治理金融市场乱象，加大金融消费

者权益保护力度。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和规章制度，建立金融消费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和监管机构跨部门工作协作机

制。 

（5）发挥政策引导和监管作用。发挥货币信贷政策调控作用，落实差异化监管政策，发挥财税政策激励作用。以正向激励

为导向，对不良贷款比率实行差异化考核，适当提高小微企业和“三农”不良贷款容忍度;整合省级各类财政补贴资金，发挥财

政资金的撬动作用，激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和各类新型金融组织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扶贫等各类普惠金融业务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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