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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州金融扶贫的现实困境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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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民族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摘 要】：金融扶贫作为贫困地区减贫增收的重要路径,在扶贫工作的攻坚阶段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按

照“精准扶贫,不落一人”的扶贫要求,恩施州要在 2020年之前实现精准脱贫的目标,就要积极完成从救济帮扶到资

本帮扶的转变,让普惠金融真正落实到最需要、最薄弱的农村金融市场中去。通过分析恩施州金融扶贫的现状及成

效,结合金融扶贫工作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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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7 年 7 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推进

金融精准扶贫。2018年是全面贯彻落实的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第一年,也是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全国要在 2020年之前实现

精准脱贫的目标,金融力量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恩施州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恩施州)位于湖北省西南部,是中国最年轻的自治州,是湖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

属于武陵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据统计,2014年以来,全州实现 274个贫困村脱贫,累计减贫 59.4万人。2017年全国各省

农村贫困发生率普遍下降至 10%以下,其中包括湖北省在内的 17个省份贫困发生率降至 3%及以下,但恩施州的贫困发生率仍然高

达 11.6%,留存 315 个贫困村,40.9 万贫困人口。甩掉贫困帽子,是 400 多万恩施人民共同的梦想。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恩施

州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恩施州政府在 2017年的《恩施州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措施》中明确指出,深化推动金

融扶贫工作,充分发挥金融在扶贫中的直接支持作用,精准对接金融需求,推动金融服务到村到户到人。即使多方力量扶持,恩施

州扶贫任务仍然繁重而艰巨。 

1 恩施州金融扶贫现状及成效 

恩施州一直被冠以“老、少、边、山、穷”的现实标签,2018年是整个恩施州脱贫攻坚的重要一年,也是展现金融扶贫力量,

在实现“脱贫摘帽”目标的实践中取得实效成果的关键的一年。从 2017 年恩施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来看,年末全州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 1381.12 亿元,比年初增加 148.40 亿元,增长 12.0%,占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的 2.67%;金融机

构人民币贷款余额 903.58亿元,比年初增加 132.23亿元,增长 17.1%,占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的 2.37%。近几年,存贷差

比例不断扩大,资金外流“虹吸”现象严重。由此可见,恩施州金融支持力度占全省的比率微乎其微,对资金的吸附能力弱,金融

发展水平较低,而由金融发展带动经济增长的效力也收效甚微,进而对贫困地区的贡献率也存在很大服务缺位。 

2017年,全州建立金融扶贫风险补偿金2.25亿元,撬动扶贫小额贷款14.63亿元,其中给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贷款7.85亿元,

带动贫困户 3.02 万户,在建档立卡贫困村建立金融精准扶贫工作站 571 个。同时,全州各金融机构积极推出普惠金融产品,创新

融资模式,为金融扶贫量身定制“接地气”的产品和服务,干部力量下沉到村到户,帮扶贫困户变资源为资产,变资产为资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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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恩施州金融扶贫的“宣恩模式”、“龙凤模式”、“利川模式”等成为该地区扶贫增收的示范,

合理利用金融机构资源,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其中,宣恩县推出的“金融扶贫互助社增信+户贷户还”及“金融扶贫互助社增

信+带动脱贫市场主体贷款+贫困户”扶贫小额信贷模式,对贫困户实施带动支持,提供资金帮助其发展生产。2017 年,宣恩县

12472人稳定脱贫销号,截止 2018年 9月末,全县共累计办理扶贫增信贷款 2384笔,金额 3.74亿元,余额 1.72亿元。恩施龙凤镇

推出“一卡一库一台两社两司”即通过给贫困户办理信用卡,建立农村信用体系库,建立农村综合产权交易平台,成立专业合作

社扶贫互助联合社以及村级扶贫互助社,农业扶贫小额贷款公司以及小额担保公司,利用这种信用重建的方式填补了贫困户与金

融机构信息不对称的缺陷,增强了金融机构贷款意愿;将资金碎片化进行整合,为无担保无抵押且有贷款需求的贫困户提供短期

资金周转,盘活资金利用率。2016 年底,龙凤试点 7699 户 24822 人贫困人口全面摆脱贫困。利川市在推出“三贷三通”(即“精

扶贷”、“茶链贷”、“旅宿贷”、“茶贷通”、“蜂富通”、“创业通”)金融微创新产品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和完善“扶

贫小额信贷+旅游企业+贫困户”的“分贷统还”等金融扶贫模式,有效降低信贷门槛和风险,助推全市农业产业和旅游业发展。

2017 年全市累计发放扶贫再贷款资金 2.1 亿元,支持 20 个扶贫产业基地建设,直接吸纳 505 户贫困户长期就业、脱贫致富,短期

吸纳 1263户贫困户临时用工、增加收入。 

根据恩施区域经济特点,全州 17家银行机构全部单设专门机构或指定专门部门负责金融扶贫工作,大部分银行机构还针对性

研发、推广具有恩施特色的扶贫金融产品。2015 年以来,各机构先后研发、推出 40 余种金融支持精准扶贫创新产品。建行恩施

分行推出“恩施扶贫脱贫易贷”产品,截止 2018年 5月,“恩施扶贫脱贫易贷”余额共计 1.1亿元,惠及 2200多建档立卡贫困户;

农商行明确金融扶贫不受信贷规模限制,近 3 年全州农商行累计投放扶贫贷款 100 亿元,贫困户贷款 60 亿元;农行恩施分行以全

州 729个贫困村 92万户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为扶持对象,贫困村“惠农通”服务点达 100%,贫困人口金融服务直接或间接覆盖率达

100%。截至 2017 年 6 月末,全州已建 2161 个普惠金融网格化工作站,金融服务网格覆盖率达到 89.4%,城市居民社区建档面达到

78%,农村建档面达到 90%,共建立信贷档案 35.87 万份,授信金额 44.89 亿元,发放贷款 42.58 亿元,布设 POS 机等电子机具 4798

台,为“三农”及贫困户提供存款、结算等金融服务 17.2 万人次。经过各方共同努力,2017 年全州全年共减贫 3.9 万户、12.2

万人脱贫销号,7.4万人易地扶贫迁新居,140个重点贫困村顺利出列。 

2 恩施州金融扶贫的现实困境 

近年来,虽然恩施州金融扶贫在薄弱的农村金融市场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仍存在一些现实困境。 

贫困区域覆盖面广,金融扶贫基础设施建设差。恩施州八大县市,即恩施市、利川市及建始、巴东、咸丰、宣恩、来凤、鹤

峰六个县,全州皆为国家级贫困县市。位于偏远山区的贫困区域,自然环境条件恶劣,交通、通信、水电、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滞

后,人力帮扶力量有限。营业网点和 ATM 取款机少,金融服务网格化覆盖率未达到 100%,新兴的数字化网络化金融服务发展迟缓,

专业的金融业务指导人员匮乏,导致金融服务在贫困地区的严重缺位。 

贫困区域产业发展弱,金融扶贫目标选择难。2017年全州完成生产总值 801.23亿元,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20.0:35.7:44.3,第

一和第二产业在上年的基础上分别下降了 0.7%和 0.3%,2017年末全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528家,而主要产品为茶、卷烟、肉类等。

这些传统产业经营分散,生产随意,企业没有稳定的市场占有率,市场价值不高导致金融机构的投资意愿不强,所承担的风险更

高。而这些产业在扶贫开发中与贫困户紧密相关,但产业发展同质率越高,金融机构的选择目标越多越难精准,金融扶贫的效果越

不明显。 

贫困区域信用支撑少,金融扶贫贷款机制门槛高。贫困人口资金需求多但大多无担保、无抵御风险能力,受教育水平程度普

遍较低,信用意识淡薄,续贷还贷能力堪忧。一方面,“等、靠、要”的“贫困循环”滋生了少数贫困人口惰性思想及害怕承担风

险的消极态度,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的趋利性使得其不得不以自身的正常运转为前提,即使减少了贷款申请的一些“硬条件”和

“软条件”,提高了贷款发放的效率,但于贫困户而言,依靠农田和居住的房屋依然无法为其自身提供足够的担保能力,仍然存在

贷款难,不敢借助金融资源杠杆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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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区域金融市场发展不充分,金融扶贫贷后管理成本大。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基本全部退出农村县城以下机构,而农商行和

邮政储蓄银行则成为农村金融服务的主力,贫困区域的资金流则更少。贫困区域以农产品生产为主,一旦遇上灾害农户歉收,加剧

还款困难,虽有政府补贴,但最终依靠自身“造血”才能真正实现脱贫,另外,民间融资扰乱市场供求机制,增大贫困户贷款支配

潜在的信用风险,及时追踪贷款资金流动去向和农户的生产经营情况,“因地制宜”进行帮扶,必要时还要进行知识宣传、人才培

养和技术培训,增加了金融机构管理成本,对信息本就极不对称、资源匹配程度不深的贫困区域来说难度更大。 

3 恩施州金融扶贫的对策研究 

加强基础设施优化,实施金融服务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欠缺极大程度上阻碍了贫困地区金融服务的深化和发展。随着扶贫攻

坚进程的推进,截止 2017 年底,恩施州城镇化率为 43.38%,比 2016 年提高 1.6 个百分点,但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难度大,成

效慢,相比全省城镇化率(59.3%)仍低 15.92%,金融扶贫在基础设施建设这一难题上任重道远。互联网金融带来了金融生态环境的

革新,传统互联网金融面临巨大挑战,在增加对贫困区域人力、物力投入的同时,应该科学地运用科技力量,借助数字技术,有效利

用金融资源,拓宽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通过投融资对接交流会加强资本市场发展,促进全州产业壮大,引导广大企业巧借资本

杠杆做大做强。 

精准识别贫困户,促使产业多栖发展。金融机构对建档立卡、有真正金融资金需求的贫困户进行精准识别并帮扶指导,及时

掌握贫困户信息,提供差别化金融产品,因地制宜开发特色保险品种,为当地群众投保提供便捷服务。政府协助贫困户积极谋求贫

困区域特色产业发展支撑,为贫困区域产品延伸拓展保驾护航,助力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改变传统产业生产方式,逐渐发展为能更

好适应市场又能提升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特色产品,形成“一村一品”,同时,应加强专业人才的培训,把新的资源“引进来”,建

立以龙头企业为主的“产业链”,增强对上游和下游企业发展的辐射圈,“政银企”三者合力为贫困区域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提

供支撑。 

完善信用机制体系,放宽借贷准入条件。大力推荐贫困区域信用体系建设,完善信用担保制度。金融机构在积极宣传推广金

融政策的同时,既要让贫困户在政府政策倾斜下大胆寻求资金支持,致力于本地区产业发展,又要让其受制度约束,不敢乱用、滥

用资金,拖欠还款,谨防充当无信之人。贫困户要合理的借助信贷资金这把温柔的“手术刀”,全力以赴脱贫致富奔小康。由于借

贷政策全国实行的是统一标准,导致在贫困地区落实乏力,驻村的金融扶贫干部即使了解贫困区域实际情况也不能尽其全力进行

有效帮扶,各金融机构应加强与政府、企业的交流,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缓解融资难题,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让金融扶贫真正

“惠”民“利”民。 

政府积极引导监督,严把风险防控难关。政府是连接贫困户与金融机构的纽带。政府既要加强对贫困户政策引导,扶贫相关

知识宣传和推广,又要搭建好金融机构和贫困贷款户之间的桥梁,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及时把贫困户经济状况、生产状况、是否

返贫等相关信息反馈给金融机构,同时把金融机构的最新政策等信息传递到扶贫户,让贫困户把握好金融扶贫机会。在金融机构

对贫困户进行贷前调查、贷中审核及贷后管理的同时,政府应积极配合提供信息并可以提出合理化建议,避免贷款“虚化”,造成

金融资源浪费,有效降低金融机构风险,增强金融贷款意愿,提升贫困户积极性,使贫困地区金融资源配置不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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