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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论文基于大力发展数字农业的背景，重在解决面临资金容量大、融资困难的现实问题，而传统金融无

法满足需求，探讨了数字金融促进数字农业融资的机理以及如何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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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vigorously developing digital agriculture, focusing on solv-
ing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large capital capacity and financing difficulties that traditional finance 
cannot meet. It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digital finance promoting digital agriculture financing 
and how to better play its role. 

 
Keywords 
Digital Finance, Digital Agriculture, Big Data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72292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72292
https://www.hanspub.org/


张家豪 
 

 

DOI: 10.12677/ecl.2025.1472292 1200 电子商务评论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大力发展和普遍应用，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

数字金融蒸蒸日上。最新 2025 年 3 月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

中明确指出要健全多层次、多覆盖、可持续的普惠金融制度，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这是一项重大

举措。而数字农业作为一种新型的农业模式，需要在生产环节的技术升级和设备投入、管理环节的数据

平台和系统建设、流通环节的冷链物流和电商化以及服务环节的科技支持和人才培训等方面大量资金的

投入，都离不开金融机构、金融服务的支持。但是，一味地依靠传统金融服务，存在服务效率低，覆盖广

度有限、贷款成本高等问题，已经满足不了数字农业融资的需求。因此，结合当前三农问题的需要，研

究数字金融对数字农业融资的影响作用尤为重要。 

2. 文献综述 

2.1. 关于数字金融的论述 

郭峰、王靖一等[1]指出，数字金融泛指运用数字技术，以负责任的、低成本的方式，解决金融排斥

问题的一系列行动。其实质是依靠数字化技术来减少成本，通过给服务提供商带来收入的方式，从而使

金融服务更具有普遍性和可持续性，实现了投融资、存贷款、信用服务等业务的全覆盖的新型金融服务

模式，是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载体。邓辛、彭嘉欣[2]在对中国近年来数字金融的历史梳理基础上，

随着我国对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大大加速了金融业与社会各行各业的深度融合，数字金融作为科技创

新和金融创新深度融合产生的一种高级金融业态，能够最大限度地优化社会资源，促进社会各种要素的

流动，降低人们获取金融服务的门槛，加快普惠金融的进程。Ozili [3]认为与传统的金融服务相比，数字

金融具有方便、安全等诸多优势。黄益平、黄卓[4]总结了我国数字金融的发展历程，指出数字金融克服

了传统金融成本服务高的弊端，为低收入群体、初创企业等提供了价格合理的金融服务，同时数字金融

也促进了商业银行的转型和变革。Beck 等[5]认为数字金融充分发挥了信息处理优势，通过建立了一个统

一的信用信息平台，按照借款人的收入水平、偿债能力为其提供发放贷款，从而减少了金融市场上信息

不对称问题，以此满足了借款人对金融服务的需要，同时也对居民的创业带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张勋

等[6]从微观层面研究数字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发现数字金融能有效增加农村家庭收入，与城市居

民相比，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农民创业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2.2. 关于数字农业的论述 

吴阳[7]指出，数字农业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新型农业模式，它将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

新设备来改造和升级传统农业，帮助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等各个环节进行数字化决策，从而提

升农业生产决策水平和质量，减少农业生产成本和资金的消耗。刘春芳、夏新斌[8]数字农业是一种以数

据驱动为基础的新型农业，其竞争效应可以对农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数字农业发展可能

引起产业内部的相互竞争，促进相关涉农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打破局部垄断，提高经济效益；另一方面，

发展数字农业也能推动农业生产要素高效地流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加强涉农企业之间的协同合作，

以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等方式来推动经济多方面、多层次的发展。安晓明[9]认为，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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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可以推动农业经济的增长，而科技变革的方式可以使农业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陈卫洪和王莹[10]认
为，数字化赋能新农业，通过挖掘内在机理，推动实现数字化农业转型，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杜剑[11]
等对中国各省 2013~2021 年度的高质量发展与数字农业发展的总体状况进行测算，得出的结论是，数字

农业对农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而增强数字金融则是数字农业高质量发展红利的

一种重要途径。 

3. 数字金融对数字农业融资的机制 

3.1. 降低服务成本，触达更多的客户 

第一，随着大数据、移动通信等技术的普及，数字金融显著降低了金融的服务成本，使得更多农户

能够享受到便捷的金融服务，一方面，数字金融通过线上化、自动化的服务模式，减少了传统金融机构

对实体网点的依赖，降低了运营成本：另一方面，数字金融通过优化业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进一步

降低服务费用。第二，利用大数据技术，数字金融可以降低人力成本，达到多项工作的同时进行并且不

需要人为的介入。第三，数字化金融的应用成本持续降低，带来的收益也越来越高，这促使传统的金融

机构进行变革与创新，持续推动着金融技术的变革与创新。 

3.2. 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解决数字农业融资难问题 

信息不对称是传统农业融资的一大问题。中国大部分城镇居民已经基本掌握了良好的金融和信息服

务能力，有了一定的信用基础，而失信者大多以农村为主。不过，一方面，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整合多维

度数据，构建动态信用评估模型，提高风险评估的准确性；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的每日交

易记录，以及支付宝的消费记录进行查看其信用情况，数字金融在对海量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通过大数据模型的运算，可以对农村人群的消费情况进行科学精确的预测，从而有效地解决由于信息不

对称而导致的信贷评价困难等难题，凭此来缓解数字农业中存在的融资难等难题。 

3.3. 基于大数据，解决农户无抵押问题 

长期以来，由于农民没有抵押物，农民贷款一直受到制约。大数据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创新

性的思路：将数字农业的上下游企业和农户的生产、销售、市场等多个维度的数据进行融合和交互检验，

使之成为可评价的资产。在此基础上，金融机构可以实现对农户和农户的信用风险的准确评估，从而打

破传统的抵押模式，实现对农户和农户的“零担保”。该模式在降低融资成本的同时，以大数据驱动的

方式提高了贷款的使用效率，活化了农村金融生态，促进了乡村振兴。 

3.4. 鼓励农户创业创新活动 

基于大数据等创新技术，数字金融将移动支付、网络信贷等多种金融服务模式进行了创新性引进，

使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同时也减少了对金融的限制，为原本被排斥在外的众

多农户提供了更多的公平就业机会，激励了农户创业，使其增收致富。 

4. 数字金融推进数字农业融资的策略 

4.1. 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必须构建完善的数字化平台。一方面，不断地建设、改造和升级农村地区的

信息基础设施，整合农村产业数据，让农村的网络覆盖和网络传输效率不断提升，从而推动数字农业的

发展；另一方面，要循序渐进地规划和建设 5G 基站，积极推动 5G 在农业生产的各种场景中的应用。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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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具有高速率、大链接等特点，可以为农业生产提高强有力的支持，从而推动农业产业的升级。 

4.2. 强化数字化人才培养与管理 

在我国，由于经济、交通等方面的原因，我国高科技人才相对短缺，特别是在数字化方面。一方面，

要加强对现有人才的培训，采取定期培训、与高校等研究机构合作举办等方式，持续提升现有人才的知

识储备和对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同时，还应加强创新能力培训，以激发他们的创造能力。另一方面，

还需要引进更多的数字科技人才，构建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制度，完善社会公共服务制度，解决他们的后

顾之忧，让数字人才可以在乡村扎根。 

4.3. 加强数字化风险管理系统建设 

相比于其他产业，农业生产由于受自然条件的制约，所承受的风险也较大，这些自然灾害具有不确

定性、难以预测和控制的特点，加之农户普遍缺少担保品，使得农村面临很大的风险管控压力。一方面，

金融机构要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构建一个实时的风险监测系统，通过收集和分析土壤、气候、作物生长

等数据，以及农产品市场的供求、价格等信息，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做出预警并做出反应，从而提前帮助

农民提前采取防范措施。另一方面，通过渗透式监管，将贷款主体的生产、营销等环节连接在一起，实

现对资金在生产、流通等全流程的全方位监管。不仅关注贷款申请环节的风险评估，还要对贷款使用过

程中的资金流向、生产进度、销售情况等持续跟踪和监控。 

4.4. 提升农村居民的金融知识水平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要通过开展各类大规模的公益活动，提强农民的金融知识水平。比如可以和政

府联合当地的金融机构，开展系列的公益活动等；对农村基层组织来说，应当定期举办金融专家讲座活

动，在向村民们推荐金融商品的时候，也要向他们解释一下相关的金融知识，这样使他们既能理解金融

产品，又能够学到一些金融知识。比如可以邀请金融专家，定期举办金融知识讲座等。 

5. 结语 

本文深入探讨了数字金融对数字农业融资的影响作用，通过理论分析和机制分析，揭示了数字金融

在降低服务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解决农户无抵押问题以及鼓励农户创业创新活动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数字金融通过技术革新和服务模式创新，为数字农业融资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有效破解了传统农业

融资中的诸多难题。 
尽管数字金融在数字农业融资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数据获取与处

理是一个重要问题。论文中虽然提到了大数据在数字金融中的应用，但未深入探讨数据获取的难度、数

据质量对信用评估的影响，以及数据隐私和安全问题。其次，技术应用的地域差异也不容忽视。不同地

区在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应用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可能影响数字金融对数字农

业融资的促进作用。此外，农户对数字金融服务的接受程度和适应性也是影响数字金融在数字农业融资

中应用效果的重要因素。最后，数字金融在数字农业融资中还面临着政策与监管的挑战，如如何平衡创

新与风险管制，如何确保金融服务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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