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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支持研究 

——以湖北荆门农商银行为例 

王小宇
1
 

（长江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摘 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乡村振兴的主力，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以湖北荆门农商银行为例，研究乡村

振兴背景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支持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措施。研究发现，荆门农商银行以乡村振兴为出

发点，大力推行服务创新、产品创新、担保创新，为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撑和能力匹配，但也

存在经营规模偏小、经营主体信用观念差、人员断层，信贷经理缺乏以及征信不良非恶意的处理不完善。在此基础

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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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勾画农村全新蓝图，实施乡村振兴，必定产生巨大的金融需求。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乡村振兴密切相关，相较

于传统农业经营主体而言，经营规模与流动资金较大，金融需求也更为旺盛。 

2018年，荆门全市共新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1000家，总计达到 2.3万家。注册农民合作社 6400家，发展联合社 20家，入

社成员 63万人；其中 1131家实现标准化生产，294家拥有注册商标，315家获得质量认证；注册家庭农场 2580家，其中 75家

拥有注册商标，19 家获得农产品质量认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股份合作、经营权流转、代耕代种、土地托管等多种形式，

全市累计流转土地约 18.33万 hm2。 

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支持现状 

作为服务三农的主战场，荆门农商银行辖内荆门、钟祥、京山、沙洋四家法人行围绕农业供给侧改革，大力推进涉农贷款

投放，不断推进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支持了一大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壮大。2018年荆门农商银行全年累计投放涉农贷款 98.8

亿元，涉农贷款余额 161.77亿元，占到各项贷款余额的 70%，以实际行动践行支农支小，助力乡村振兴。 

金融支持乡村振兴，不断创新是动力，更是源泉。近年来，荆门农商银行以乡村振兴为出发点，大力推行服务创新、产品

创新、担保创新，为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撑和能力匹配。 

1.1创新服务形式 

为解决农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难问题，2019年 6月，荆门四家法人行联动各级组织部门开展金融村官下乡，向全市 1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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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行政村派驻“金融村官”，大力宣讲金融政策，带动形成了“政府+农商银行+农村党员”，引领乡村振兴的新形态，把农商

银行的信贷服务送到千家万户。“金融村官”作为连接农商行与村支部的沟通桥梁，推动了金融服务下沉，显著提升了“三农”

主体的金融获得感。同时荆门农商银行根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地方特色，量身定制了旺农贷、富农贷、惠农贷、小微企业互

惠贷等一系列创新产品。截至 10 月末，荆门地区整村授信 4.69 亿元，为农户建档 2.5 万余份，帮助 7019 户农户、112个农村

经营新主体解决了经营资金短缺的困难。 

1.2创新贷款产品 

为全面支持乡村振兴，改变以往传统贷款抵押难的缺陷，2018 年 6 月，荆门农商银行全面推广小微贷款，引入微贷技术，

坚持“农”“易”“简”的原则，创新政银合作系列贷、地方特色农业系列贷、农链通系列贷、乡村家庭消费系列贷、微贷助

农系列贷、乡村通用系列贷，大大满足了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如为京山桥米、柴湖花卉、对节白蜡贷等特色农

业量身定做专属微贷产品，精准契合了各产业主体的差异化融资需求。另外开发线上信贷服务模式，客户网上即可申贷办贷，

减少客户往返银行的时间成本。同时充分运用贷款重组、贷款展期等方式，减轻还款压力，有效解决过桥融资难、融资成本高

的问题。 

1.3创新组合担保模式 

近年来，随着农村“两权”改革试点的推进，大量农户将土地流转给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承

包土地入股成为家庭农场股东。京山钱场镇盛老汉家庭农场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乌龟原种场，2015年 11月，以该家庭农场为发

起人，共吸纳 321户农民以土地入股形式成立京山盛老汉土地股份合作社，流转荆条、吴岭等五个村 333.33hm2土地，推进“稻、

龟、鳖、鱼、虾、蛙”立体混养。在荆门农商银行向盛老汉家庭农场发放了 3000万贷款支持其发展壮大后，为解决入股村民的

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盛老汉家庭农场以农户入股股权为其提供反担保，累计发放担保贷款 220 万元，使资源变资产，农民变股

东，实现多方共赢。 

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支持存在的问题 

2.1经营规模偏小 

2018 年全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总量达到 2.3万家，农民合作社 6400 家，实施标准化生产的合作社有 1131家，拥有注册商

标 294家，获得质量认证 315家；家庭农场 2580家，19家获得农产品质量认证。大部分经营主体规模小，没有相应的实力设立

专门部门去了解各类银行的贷款产品，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对于市场信息也存在滞后；对贷款产品了解不充分，盲目申请，

导致贷款通过率低。 

2.2经营主体信用观念差 

目前专业大户与家庭农场一般为家庭式管理，个别农户信用观念滞后，经常性不按期还本付息，由此带来较大的负面效应，

影响其再贷款；家庭式管理业务导致账务混乱，据了解，许多家庭农场基本没有聘请专业会计，近年来虽有所好转，但也只是

少数。在贷款中无法提供符合银行要求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等报表，没有专门账簿，因而农商银行无法向其投放贷款。 

2.3人员断层，信贷经理缺乏 

荆门农商银行在其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对于信贷经理的培养没有及时跟上；其次本身老中青比例不协调，本应作为中坚力

量的 80年代员工却占比极低，造成人员断层；同时对于农村客户群体实现自主化办理业务情况预期过于乐观，柜员在长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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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易转化为客户经理，致使荆门农商银行各个网点普遍都存在着信贷人员缺乏、信贷人员老龄化，特别是农村乡镇网点一人

挑起信贷大梁。而广大的农村网点又是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金融服务的主战场，直接影响了荆门农商银行对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提供及时的金融支持。 

2.4征信不良非恶意的处理不完善 

在当前以征信为主的信贷体系，调查征信是展开贷款的第一步，征信记录不良暂时无法贷款，但这其中也存在因自然灾害

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不良征信。例如荆门市东宝区 LY 家庭农场，目前还在从事蔬菜种植，但因 2016 年的水灾影响致使邮政

储蓄银行一万多元的贷款不能按时还款，导致个人征信不良，短期内无法再获得银行贷款以继续维持经营。这类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作为农商银行如何再扶持？作为政府应该出台什么样的帮扶政策？如果没有现行的政策切入，这部分人要想发展难得银

行支持，又将陷入返贫的途中。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农商银行的责任。 

3 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对策 

3.1加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转型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规模要走集约型大而稳的道路，现在的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之类的也需要整合，采用新技术、

改进机器设备，制定长期发展规划，降低经营的随意性，使生产专业化，产业一体化；利用“互联网+”模式，结合电子商务提

高经济效益、品牌化，增强市场竞争力、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只有这样融资渠道才会更加广泛，产品才有优势推向市场，从

而形成贷款的良性循环，实现依靠自身及银行的相互促进发展壮大。 

3.2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 

一方面，在实现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保险要继续解决突出的环境治理问题，符合环保要求的政府要为其买保险，减少损失，

为乡村振兴提供助推剂；充分利用财政对农业保险补贴政策，进一步扩大农作物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参保范围，并合理确定

保险费率；创新保险产品，根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量身定制新型保险品种；丰富保险品种，从单维度的旱灾、洪涝灾害、低

温向多维度综合气象指数转变。另一方面，政府要为家庭农场和合作社种植、养殖的产品提供信息平台，帮助农产品及时在市

场上销售出去，防止农产品滞销。 

3.3加强信用体系建设 

社会的发展，人类的信用文明在不断提高，但始终有信用风险存在。一方面国家要大力推进个人和企业信用体系全面深化，

继续惩罚打击个人和企业恶意逃避债务的不良行为。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农户信用信息数据库，及时更新数据，提高信用评级

标准和系统化程度。同时及时更新财政、公安、社保等部门掌握的涉农主体外部信息，缓解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为乡村振兴下

金融支持农村经营主体提供良好的信用环境。 

3.4加强客户经理人才队伍建设 

随着各类商业银行触角向农村延伸，农村金融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原有的“等客上门”早已变为“主动出击”，在乡村振

兴推行的过程中，荆门农商银行要使创新的服务与产品得以销售，就要提高银行的营销能力，加强客户经理人才队伍建设。同

时，农商银行应制定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和奖励机制，达到吸引人才的目的，从而更新升级人才，改善当前农商银行员工专业

性不强的现状。原有的员工经验丰富、业务熟练，但也应引进专业的、懂得银行运行的经济学和管理学人才，为农商银行服务

创新、产品创新、经营管理提供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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