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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推动乡镇农业经济发展的探索 

——以贵州省为例 

罗志平
1
 

（贵州财经大学 大数据应用与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0） 

【摘 要】：伴随可持续发展浪潮，当今社会愈发重视绿色环保，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金融支持对于促进乡镇农

业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贵州省由于地形地势存在缺陷，致使该农业大省在乡镇经济发展

这一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亟需加大绿色金融扶持力度：政府应制定有关绿色金融政策与法律法规；金融机构要放宽

对农业贷款方面的限制；乡村自身也要改变传统观念，着力发展绿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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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作为我国重要的农业大省，近 20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科技投入力度加大。但是，不断推

进的城市化进程也给贵州农业的发展带来一定影响，2020 年，中国经济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在

此背景下，金融机构在对贵州农业进行经济支持的过程中，应如何推动其绿色发展，是当前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迫切需要解决

的问题。 

1 我国乡镇农业经济发展现状 

随着国家对农业发展越来越重视，农业经济也迎来良好的发展前景，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农业科技化进程也不断加

快。通过表 1可以看出，2012年至 2019年间，我国农林牧渔业的总产值均实现持续稳定增长，农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 

表 1 2012-2019年中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单位：亿元) 

年份 农业总产值 林业总产值 牧业总产值 渔业总产值 

2012 44845.72 3406.97 26491.21 8403.91 

2013 48943.94 3847.44 27572.37 9254.48 

2014 51851.12 4189.98 27963.39 9877.54 

2015 54205.34 4358.45 28649.32 10339.09 

                                                        
1作者简介：罗志平(1997-)，男，江西吉水人，硕士，研究方向：区域金融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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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55659.89 4635.9 30461.17 10892.92 

2017 58059.76 4980.55 29361.19 11577.09 

2018 61452.6 5432.61 28697.4 12131.51 

2019 66066.45 5775.71 33064.35 12572.4 

 

当前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呈现出稳中求进、以科技金融助力农业发展的特点，农业农村正加速现代化、产业化。但是，发展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乡镇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是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乡镇经济中，多以第一产业为主，二三产业在整个乡镇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不大，这就导致

工业和服务业无法给农业发展提供支撑，工业水平不高便无法促进农业科技化水平的提高，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导致农产品只能

以最初形式售出，无法获得其附加价值。其次，政府的相关政策得不到充分落实也是影响乡村经济发展的原因之一。乡镇政府

是连接基层群众与上级政府的桥梁，上级政府有关政策下达之后，需要乡镇政府及时进行解读并告知。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实

中，许多地区的乡镇政府并没有发挥好“桥梁”作用，不关注民众的实际需求，为了追求政绩，利用财政拨款做一些面子工程，

滥作为、不作为现象严重。另外，有些地区政府号召力弱，政府威信不高，导致有关工作难以开展，并最终使得上级政府的有

关政策法规得不到落实，从而影响乡镇农业经济的发展。最后，生态环境破坏也导致我国乡镇经济发展出现不良状况，为了过

度追求产量，在进行农产品种植的时候，施用大量的化肥、农药等对环境有害的物质。 

2 贵州省乡镇农业经济的发展势头 

2.1以合作社为主体的产业经济 

合作社经济并不是一个新名词，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地都广泛建立农业合作社。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合作社的模式和

类型也出现了大的变革，带领农业生产力迈上新的台阶。近年来，贵州积极推广新型农村合作社，其中股份制合作社特点鲜明。

第一，乡镇政府引导、村集体为实施主体，由政府进行相关产业的前期调研和规划开发，配合合作社申请相关资金和农业技术

专家对接帮扶，社员既可以投资入股，也可以劳动入股，享受年底统一分红。第二，新型农村合作社具有灵活性和多样化，不

管是种植业还是养殖业，各类农业合作社都在积极探索，不因地界或行业限制而影响合作。第三，信息化特色突出。自贵州将

信息产业列为重点开发项目以来，各项政策纷纷出台，推动信息产业与农业的结合。各合作社可以通过数据平台查询分享相关

行业信息、市场动态。合作社可以直接对接电商平台，保证农副产品的销售无阻，切实增加了农户收入。 

截至 2018 年底，全省合作社共计 6.74 万个，提前完成贵州省总体计划。合作社辐射农户占到总体农户的一半以上，累计

带动农户 1388万人，人均增收 2000元。 

2.2各类中小微企业扎根农村 

对于农村经济来说，各类中小微企业的快速发展也是助力其积极向上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中小企业立足于乡村，通过和

当地的农户和生产合作社进行对接直接进行源头化生产，既降低了自身的运营成本，也为当地产品的销售打开了新的思路。这

些企业涵盖了传统的农副产品加工业、食品加工业，也包括新生的电商企业、网络孵化平台、农村旅游公司等行业。 

截至 2018年，省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达 1537家，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增长 11%，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 49%。

全年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主营业务收入达 90 亿元，同比增长 11%，增速均为全国前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依托于贵州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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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生态环境和特色物产，各类企业扎根农村，正展现出新时代的发展风貌。 

3 贵州乡镇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1地理环境限制 

贵州属于高原山地地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也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具体地形可以分为山

地、丘陵、盆地和平原，具体比例见图 1。 

 

图 1贵州省各地形占比 

从图 1可以看出，丘陵和山地占据了贵州地形的绝大部分，加上贵州的土壤肥力较低，多为中低产田地，自身的产量不高。

这些地形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生产力的提升，例如在东北和新疆平原广泛开展的机械化作业到了贵州就不能进行。崎岖地形

的另一弊端在于，山地的存在使得修建道路的成本大大提升，许多生鲜类农产品往往不能够及时的运送，一方面打击了农户的

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产品的价格。 

3.2贵州农业经济产业化程度不高 

提起苹果就想起烟台、提起柑橘就想到江西，这些品牌映像加强了当地的产业发展，产业发展又促进了品牌的强化。但对

贵州农业来说，各类农副产品的知名度不够高，没有形成很好的品牌效应。各类乡镇企业还是以单打独斗为主，缺乏集群化，

一两个企业的发展并不能给当地的整体产业带来改变，企业自身的运营成本也会较高。 

3.3配套政策支持力度不够 

自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贵州政府出台了诸多政策法规促进农村农业的发展，对于农产品、能源、交通、通信、教育诸多

方面都做了长期的发展规划。但是具体到各乡村来说，相关的配套政策太过宽泛，政策的具体落实效果还有待检验。2019 年贵

州投入资金 16亿元专项用于农业发展，作为全国第一产业占比最大省份，贵州对于农业投入资金还是相对较少，相关产业的扶

持力度不够，很难产生带动效应。 

3.4农民自身意愿影响 

在传统的耕种模式下，农民所获的经济收益是很少的。对农民自身来说，外出打工往往是更好的选择。因此在推行农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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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过程中，农民积极性特别是青壮年的积极性普遍不高。 

4 绿色金融助力推动贵州乡镇农业经济发展 

4.1绿色金融的概念 

绿色金融一般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极端气候变化以及资源节约和高效利用等经济活动，对绿色金融涉及的项目运营、

风险管理等提供金融支持。强化金融工具和相关支持经济向绿色化转型的制度安排，引导和鼓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入绿色产业。 

4.2政府方面：制定有关绿色金融政策与法律法规 

要想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缺少不了相关政策的支持。首先，针对绿色金融，要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作为支撑，使其在法制

的框架下合理有效的运行。完善原有《环境保护法》《森林法》等法律，创建新法律。使乡镇农业经济在发展的道路上，不仅可

以一往无前地向前走，还要在法律的框架内合法的向前迈进。同时，针对相关政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对乡镇政府的职责也要

进行细化，使相关职责具体到各个部门甚至每个人，建立相关的奖惩机制，针对乡镇农业经济中的交易规则进行规范化管理，

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乡镇经济市场交易秩序。对于绿色金融的信息披露进行规范化管理，严厉打击非法披露绿色金融信息，对

农业融资以及交易进行制度化约束。另外，还要给予乡镇绿色金融机构一些合理的优惠政策，促使更多金融机构参与到乡镇农

业经济建设中来，调动原有金融机构的积极性，为乡镇农业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绿色金融支持。 

政府的后续监督管理以及制度落实也是必不可少的，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关的绿色金融税收制度、收费制度、财税

制度以及奖惩制度，开监督和管理，保障绿色金融在农业经济发展中正常运行，确保绿色金融的经济价值能真正被发挥出来。

同时，政府在制定有关绿色金融税收政策时，推行差异化纳税政策，在税收方面给绿色金融以支持，针对绿色金融推动农业经

济发展的相关措施给予政策和经济上的支持和帮助，减轻推行绿色金融项目金融机构的负担。 

4.3金融机构方面：放宽对农业贷款方面的限制 

金融机构如何推动贵州农业经济的发展呢?笔者认为主要在两个方面。首先，金融机构要加大对乡镇农业经济的经济支持。

在对外发放贷款时，最先考虑的会是经济效益。因此相对于对大企业发放贷款来说，见效慢、风险大、缺乏足够担保的乡村项

目很难获得经济支持。因此，金融机构要适当放宽贷款限制，并创新和发展绿色金融产品，因为不同主体的贷款数量以及融资

状况，资金用途都不尽相同，因此，传统的向企业发放贷款模式不一定适用绿色农业项目，所以在进行绿色金融产品设计的时

候，应当结合我国乡镇农业经济发展的现状，结合融资目的以及不同的融资期限等区别，设计相应的绿色金融产品，以免造成

资金不能充分利用。 

其次，在经济并不发达的乡村，金融基础相对薄弱，金融机构也相对较少，在许多农村地区，银行等金融机构较少，能提

供发展绿色金融的银行更是少之又少，并且方式相对单一，除银行以外的金融机构关于绿色金融方面的项目更少。因此国家要

想发展绿色农业，首先要为其提供经济支持，增加绿色金融项目，增加相应的金融机构，在保证“量”的基础上提高“质”。 

4.4乡村方面：改变传统观念，发展绿色产业 

乡镇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就是在发展过程中缺少绿色发展理念，在进行作物种植时依旧采用传统的方式，不仅破坏生态环

境，还容易导致土地肥力下降，影响可持续发展。因此改变传统的以种植为主的农业经济，发展绿色农业势在必行。 

在后续发展农业经济的时候，要做到坚持创新绿色经济体系，改变传统的粗放式生产方式。采用创新农业，开展新型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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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业管理。例如水城县将刺梨产业深加工，开拓了从成品果、果汁、果干的全产业链，既解决了产品销路又提高了经济价值。

另一方面也可以借用乡村旅游业发展的背景，利用乡村现有的环境资源，发展民俗经济，从而带动第三产业发展。贵州拥有世

界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和溶洞景观、多民族融合发展的民俗背景，这都是发展旅游行业难得的资源优势。与其破坏环境发展低附

加值的种植或者高污染行业，不如利用现有资源发展旅游业，同时借助国家绿色金融制度的支持，加深一三产业融合。 

5 结语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未来的农业经济必将走向高效、绿色、可持续的发展之路，绿色金融就是党支持绿色农业的方式之

一。通过对全国大多数乡镇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以及贵州地区农业经济发展中产生问题进行分析，发现贵州由于地理条件、相关

政策配套以及传统农业观念根深蒂固等因素的制约，导致贵州乡镇农业发展模式较为单一。针对以上问题，结合绿色金融理念，

提出制定相关配套法律法规，创新新型绿色金融产品，扭转传统观念，发展绿色农业等措施，促进绿色金融更好地推动贵州乡

镇农业经济的发展，使贵州乡镇农业经济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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