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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北区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建议 

胡小渝 

(重庆工商大学 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重庆 400067)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缓解城乡差距，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和共同富裕的宏伟战略目标，乡村振兴是必然之路。资本是启动乡村振兴的基础，探索金融服务乡村振

兴显得尤其重要。基于重庆市渝北区乡村振兴中金融服务渠道欠缺、金融文化建设缺失、金融产品创新不足等问题，

提出如下对策建议：完善乡村金融服务渠道建设、打造乡村振兴融资产品体系、提升乡村振兴金融增信措施、推动

乡村振兴金融知识下乡、助力乡村振兴“三变”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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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8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明确的任务目标和具体的工

作措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推进农村的各项改革，而农村改革中，金融是长期缺失的关键一环。2018 年

中央一号文件也同时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2019年 1月，人民银行等五部委联合下发《关

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要求金融机构不断加大金融精准扶贫力度，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重点做好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和小农户的金融服务，有效满足其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乡村振兴，金融是重要的驱动力，起着一定的导向、引领和支撑作

用。 

2018 年，重庆市渝北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543.09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3.71 亿元。渝北区务实精准推进乡村振

兴,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智能农业，深入推进农产品绿色行动，取得积极成效，全年实现农业总产值 32.86亿元，

乡村振兴取得了较好成绩。为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提高金融对乡村振兴的驱动力,成为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因此，本文基于

渝北区乡村金融服务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渝北区乡村金融服务现状 

截至 2018年，渝北区下辖石船镇、洛磺镇、龙兴镇、大湾镇、古路镇、统景镇、大盛镇、木耳镇、兴隆镇、茨竹镇、玉峰

山镇等 11个乡镇，全区幅员面积 1452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面积 170平方公里,乡镇面积占比较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落

实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要求，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内在要求,是推动渝北协调发展的迫切要求。在乡村振兴战略中，

金融服务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但目前渝北乡村金融服务主要依托于农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邮储银行以及村镇银行等金融

机构开展服务，乡村金融服务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较为突出。 

3 渝北区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存在问题 



 

 2 

目前,渝北区在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方面已展开了系列工作,但仍存在如下问题。 

3.1金融服务渠道欠缺 

渝北区乡村地区广阔，各金融机构金融服务营业网点及自助机具主要集中在场镇，无法将物理网点开设至各级行政村,导致

部分农民生产生活所需的基础金融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金融服务工作受到限制。 

3.2金融服务文化缺失 

一是乡村金融知识缺失，大部分农民除了解基本存款取款金融知识外，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知识匮乏，由此导致农民成

为金融维权中的弱势群体。二是乡村征信意识缺失,部分农民针对精准扶贫贷款、农户贷款等，缺乏征信意识,导致相应贷款不

良率居高不下，影响金融机构主动服务积极性。三是主动融资意识缺失，在农业产业化、返乡创业等过程中，缺乏通过融资杠

杆做大做强意识，小农意识明显。 

3.3金融产品创新不足 

一是融资增信创新不足。投资大、风险大是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基本特征，由于农村合格抵押资产缺少、信用担保机

制缺失、农业保险机制缺位，金融机构难以把握进入农村融资市场的风险。二是特色产品优化不足。目前金融机构主要产品均

为通用产品，专门针对乡村振兴特色金融产品创新较少。三是乡村建设支持不足。受制于政府负责影响，金融机构针对政府就

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建设中融资需求缺乏创新，无法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足够支持。 

4 渝北区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建议 

进一步发挥金融对于乡村振兴的驱动力，推动乡村振兴稳步快速发展，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4.1完善金融服务渠道建设 

一是完善线下渠道，为乡村提供传统金融服务。完善金融机构物理网点、自助机具布局，提升服务辐射半径。依托村委会、

惠农服务点等，打造“营业网点+自助银行+金融便利店+惠农服务点”模式，加大诸如农业银行“惠农通”等自助金融服务机具

投放，延伸线下金融服务平台，保证乡村居民存款、取款等基础金融服务需求。 

二是加快线上渠道建设，用科技金融提升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互联网为居民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金融科技

已是大势所趋。各金融机构对网上银行、掌上银行等线上服务平台进行完善，对安全性、便利性进行提升，逐步将农民使用场

景由线下向线上转换。 

4.2打造乡村振兴融资产品体系 

紧扣乡村振兴特色金融需求，打造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三农”幸福产业、“三农”绿色金融、

农村普惠金融等产品，确保满足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融资产品需求。 

一是打造专业农产品融资产品。针对渝北区印盒李子、放牛坪梨子等特色农产品,针对性地推出乡村农业专项贷款，对相应

农户通过批量准入、批量审批的方式发放小额贷款，用以支持渝北农村产业发展,实现产业兴旺，例如农业银行“水果贷”等产

品,可进一步加大推广，拓宽使用场景。 



 

 3 

二是打造“返乡下乡”创业创新融资产品。针对返乡农民工、发现中高等院校毕业生、返乡退役士兵，下降专业技术人员、

下乡企业主等到乡村进行创业、创新、技术培训等，打造融资产品，勇于项目经营设施购建或日常运营资金需求。 

三是创新乡村振兴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产品。针对农村饮用水、垃圾处置、供电、通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通过采取产业

基金、PPP、全域旅游等合规模式进行融资，在不触及政府债务规定的同时满足建设资金需求。 

4.3提升乡村振兴金融增信措施 

一是建立政府增信机制。由渝北区政府主导，成立扶贫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精准扶贫补偿基金，与金融机构按照一定比例

分担风险，金融机构根据风险补偿基金金额,按照一定放大倍数为乡村振兴中的各方面的资金需求进行融资。 

二是强化担保公司增信。强化渝北兴农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等区属融资担保公司增信作用，积极主动为乡村振兴融资需求提

供担保。同时出台相应政策，鼓励民营资本成立专业担保公司进行增信，充分发挥担保机构对信用风险的补偿分散作用。 

三是探索贷款保险机制。渝北区政府相关部门牵头,与保险公司进行合作，探索乡村振兴贷款保险机制，由担保公司发行专

项保险产品，通过贷款保险形式分散金融机构信用风险。 

四是完善“四权抵押”实施细则。渝北区政府相关部门牵头，对四权抵押实施细则进行完善，从抵押权设立到抵押权行使

等方面进行细化，确保四权抵押真正实现。 

4.4推动乡村振兴金融知识下乡 

一是乡镇级政府机构增加金融监管，尤其是金融维权职能。一方面加强对乡村金融机构监管,避免乡村金融机构因监管缺失

而出现金融乱象;另一方面直接保障农民金融维权，避免农民金融维权无门的情况疫星。 

二是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活动。渝北区金融办牵头、辖内各金融机构配合,通过通俗易懂的形式，加强对金融知识教育，提升

农民金融知识普及度，提升农民防范金融诈骗意识以及主动融资融信意识。 

三是引导农民接受金融创新。各金融机构通过设立现场服务点等方式，引导农民增加对金融创新接受度，同时通过简化线

上金融服务品台操作，逐步引导农民金融习惯向线上转移。 

四是强化乡村金融文化建设。区金融办牵头加强对农民征信教育以及个人信息保密教育,改变部分农民贷款不还以及随意出

售银行卡等落后思想。 

4.5助力乡村振兴"三变”改革 

渝北区古路镇乌牛村是渝北区内目前唯一一个“三变”改革市级试点村，金融机构应在各个环节，助力乌牛村“三变”改

革。 

一是助力“资源变资产”。渝北区内金融机构通过政府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闲置宅基地、农村经济林等资源确权，

围绕上述资源创新金融产品,将农民资源变成资产甚至资金。 

二是助力“资金变股金”。渝北区内金融机构结合融资产品创新，对具有资金需求农民开展相应融资，通过融资资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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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入股，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等发展。 

三是助力“农民变股东”。渝北区内金融机构通过成立产业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成立相应产业集中农业公司，农民可带资

入股，同时也可作为公司员工，这样一方面助力农民资金保值增值;另一方面又有效解决了公司劳动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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