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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方仙美
1
 

(铜陵学院 金融学院,安徽 铜陵 244061) 

【摘 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普惠金融服务能够让小微企业、普通农户等

群体及时的以合理的价格获取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快速提升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农村是普惠金融的关键,

以安徽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作为研究对象,对农村金融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农户及小微企业存金融机构贷款融资、

普惠金融产品等方面分析安徽省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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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年来,我国农村金融改革不断推进,普惠金融战略与农村金融改革进一步深化,对“三农”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安徽省作为农业大省,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安徽省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普惠金融发

展已呈现出服务主体多元、服务覆盖面较广、移动互联网支付使用率较高等特点,人均持有银行账户数量、银行网点密度等基础

金融服务水平也快速提升,但是农村普惠金融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普惠金融服务地区和机构发展不均衡,农村

金融产品服务仍然不足等。要实现普惠金融的全面发展与建设,这些都是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1 安徽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状况 

1.1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 

国务院于 1979 年批准设立中国农业银行时,我国农村金融体制就初步形成,1985 年在县级设立农村信用社;从 1998 年开始,

四大国有银行陆续从农村撤离,农村信用社成为农村金融机构的主力军。根据统计数据可知,2006 年安徽省农村合作银行机构数

56 个,从业人员数 470 人;农村信用社 3183 个,从业人员数 25707 人。到 2016年,安徽省小型农村金融机构数 3110 个,从业人员

数 32867人;新型农村机构数 248个,从业人员数 3557人。其中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信用

社;新型农村机构包括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和小额贷款公司。近年来出现的各类新型金融机构,如村镇银行和

小额信贷公司等,有效解决了金融机构数量不足、缺乏竞争力以及减少部分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等问题。 

1.2普惠金融机构体系建设不断完善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农村经济市场的发展,重点发掘农村市场。农村金融市场也

发展迅速,安徽省建立了以农业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推动了农村信用社改革,加强了区域协

会的服务功能,并且积极发展村镇银行等各种形式的农村金融机构。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可以有效解决农民贷款难、融资不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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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极大降低了农村企业昂贵的融资成本。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农村居民的金融消费意识逐步提升,开设账户、网上存款、电

子支付消费等涉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低收入农村居民也同样享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的安全与便捷。 

1.3农户及小微企业金融机构贷款融资情况 

近年来,安徽省高度重视农业以及小微企业的经济发展。在贷款投放方面总额也不断扩大,对于小微企业的贷款规模也成逐

年扩大的趋势,其中银行机构在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增长迅速,占各项总贷款比例不断扩大。2014 年安徽省小微企业银行机构贷

款额度比 2013年增长了 15.9%,贷款余额达 7048.74亿元,截至 2015年 9月,小微企业银行机构的贷款余额就已超过 2014年的贷

款总额度。 

1.4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升级 

截至 2016 年,安徽省拥有 12,000 多个金融服务室,具有支付、信贷、现金服务、金融维权和国库五大功能。农民可享受安

全便捷的基本金融服务。安徽省基本实现了地区金融机构的完全覆盖,金融机构和贫困村“一对一”服务,依托“安徽省“十三

五”产业精准扶贫规划”,完善金融扶贫机制,引导金融资源重点优先配置于优势企业和重点项目,产生了一些适合区域特色和

高效率的扶贫模式。例如,中国农业银行砀山县支行推出了新的电商专项贷款产品“电商 E 农贷”,用于支持直接融资到当地特

色的电子商务产业链,有利于贫困户效果好的电商发放贷款。安徽省农业信用担保公司作为全国首家省级农业信贷担保公司,是

第一家推出“劝耕贷”产品的地方级农业信用担保公司,采用政府、金融机构和担保人风险管理和风险分担模式。贷款银行和担

保人以 2∶8的比例分担风险,政府在每年安排专项资金时,使用“劝耕贷”风险补偿和贷款利息补贴。 

2 安徽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2.1普惠金融服务地区和机构发展不均衡 

安徽省普惠金融服务地区和机构发展不均衡的问题较为突出,其中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地区的金融资源明显丰富与集中。而

中小企业和低收入弱势群体难以融资,农村金融仍然是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此外金融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尚未形成完整的体

系,部分农村区金融基础设施仍然不足,低收入和贫困人口的金融服务范围和深度有待加强,“数字鸿沟”问题凸显。 

2.2普惠金融的发展不能有效对接贫困农村的需要 

2014 年 12 月,安徽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革完成,由于安徽省在农村金融市场改革时,金融机构未能合理使用农村资

金,导致为“三农”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明显不足,农村金融机构运作效率也较为低下。在共享经济的发展下,农村地区与城镇地

区一样也需要享受良好的金融服务。安徽是农业大省,农村群体比例很高,农村金融发展对于改善农村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在许多贫困地区,金融发展并没有有效地瞄准有效需求,未能对金融服务做出精确努力、精准发力。因此,为了加快消除金融服务

的空白点,必须精准对接贫困地区的发展规划,精准对接特色产业金融服务的需求,以便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夯实贫困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基础。 

3 推进安徽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对策 

3.1提高普惠金融服务覆盖率 

对于如何有效提升村镇居民的普惠金融消费水平,首先要加强普惠金融服务机构、网点设施的建设,可引导各类型金融机构

和金融组织结合自身特点,发挥各自优势,向乡镇延伸服务网点,拓展农村地区金融服务广度和深度,提供多层次全覆盖的金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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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此外,农村居民的金融消费意识还非常淡薄,利用银行、手机支付使用度较低,因此要加强农村居民的金融知识宣传,有效推

广手机支付、网络支付等各种新型支付方式,提高农村居民的金融意识。政府还应重点围绕健全普惠金融机构体系建设提出具体

的措施。 

3.2创新农村金融产品,提高普惠金融服务可得性 

目前针对农村居民、小微企业、低收入贫困户等群体的金融服务产品与供给还是有限的,金融服务需求明显不足。金融机构

应加强对金融产品的创新力度,丰富金融产品种类,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金融需求。例如,加大对新业态、

新模式、特色产业的金融支持,重点围绕创新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手段、着力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因此对于解决农民

贷款困难、可得性不足的关键还是在于创新金融产品,提供能满足不同群体需求的金融服务以及优质的服务渠道。 

3.3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满意度 

农村金融服务满意度包括农村居民对于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享受服务过程中的满足程度。有些偏远山区由于地理环境限

制,金融服务设施建设明显不足。另外在普惠金融制度建设方面还有待完善。例如,工作人员在对待农村居民办理相关金融业务

是应该更加耐心与和善,并提供必要的业务指导与宣传,加强完善对于降低金融服务投诉率等提出具体解决措施。对金融意识淡

薄的农村居民要进一步加强金融意识教育、宣传与引导,提高整体金融服务满意度水平。 

3.4完善金融服务政策支撑体系,保障农村金融环境 

建立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和优质的金融环境,是金融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农民、小微企业贷款相对于城镇大企业而言,

风险较高而利润却较低,这也是农民、小微企业贷款融资困难的主要原因。因此安徽省应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惠农法律法规,健

全风险监测评估体系,农村普惠金融业务要严格遵循成本可算、风险可控的原则,通过企业担保、保险增信,建立地方风险补偿基

金的风险分担方式实现多个方面共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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