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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之下，解决好“三农”问题，始终是重点。而农村的现代化发展与振兴，又离

不开金融的创新与支持。小额信贷作为普惠金融实现的重要形式之一，在支持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中发挥

的作用值得关注。因此，本文研究了以四川、贵州、海南为代表的西南地区的小额信贷支农作用的成效，

并发现部分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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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t is always the priority to solv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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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Th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revitali-
zation of rural areas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support.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forms of inclusive finance, how microfinance plays a role in supporting the rural revita-
lization strategy deserves atten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ffect of micro-credit sup-
porting agriculture in southwest China represented by Sichuan, Guizhou and Hainan, finds some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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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主席同志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汇报中提出，我国农村农民社会实际问题

是关乎国计人民的重大基础社会现实问题，党应当一直把解决好“三农”社会关系视为全党工作的重点，

积极落实乡村振兴政策。 
传统的扶贫方式主要是通过政府、援助机构为穷人提供贴息贷款或无偿赠款，援助机构既不可能满

足所有穷人的资金需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也容易产生各种复杂的问题[1]。小额信贷作为普惠金融的重

要实现形式，无疑为发展中国家与国际援助机构提供了一种新的更有效的扶贫援助方式。其在我国为推

进“三农”工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2021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银保监会、

财政厅、人民银行、我国农村促进局共同颁布《有关进一步扎扎实实抓好过渡期脱贫致富困境人数小额

信贷管理各项工作的通告》。帮扶小额信贷政策，在 2021~2025 年，5 年的转型期内将进一步保持和逐

步优化完整，以真正解决农业脱贫、致富人群的小额贷款需要，保障脱贫人口的平稳发展生产，助力稳

固农业脱贫攻坚战成果，实现经济上其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故本论文研究的小额信贷也包括扶贫小

额信贷(有的地方开发了相应的“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和银行普通小额信贷(简称“小额信贷”)。 
本文以西南地区作为研究区域。近十年来，随着国家在西部地区采取多种扶贫政策和措施，西部农

村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比重已经从 2000 年底的 10.2%下降到了 2010 年底的 2.8% [2]。其经济仍和中、东

部地区还有一定差距，但近年来已经在政策扶持下创建当地特色产业，拉动经济增长，经济得到了较好

发展，其中正是小额信贷发挥了巨大金融支持的作用。小额信贷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实践及支农作用的研

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其中四川、贵州、海南作为西南地区又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故最初考虑着重

以四川、贵州、海南三地为调研目的地，进一步探讨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三地小额信贷支农的成效与存在

的问题，试图提出解决对策，为西南地区不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出我们的思考和建议。 

2. 乡村振兴背景下四川、贵州和海南三地小额信贷支农取得的成效 

2.1. 四川省广安市金融科技发力、“贷”动乡村振兴 

2022 年，四川省广安市引导金融机构结合地方农业产业发展特点，创新推出“晚熟柑橘贷”“第一

书记振兴贷”等特色信贷产品 5 种，支持本地粮油、生猪、果蔬等优势农业产业做大做强[3]。同时加大

再贷款工具使用力度，指导法人机构将央行政策资金与银行信贷产品直连，创新“央行再贷款 + 蜀信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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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等融资模式 4 种，推动政策工具产品化，有效对接春耕生产资金需求。鼓励金融机构借助科技手段，

运用大数据系统为涉农主体精准“画像”、精准授信，突破线下渠道服务限制，提供 7 乘 24 小时全方位、

多层次金融服务。截至 2 月，已发放“晚熟柑橘贷”104 笔、总额 7349 万元；引导金融机构发放涉农等

重点领域贷款 24.35 亿元，惠及市场主体 3024 户；精准画像涉农市场主体 5.79 万户，“蜀信 e 小额农贷”

余额 7.71 亿元，惠及 3445 户农户[4]。 
邮政储蓄银行广安市分行，将围绕中央，贯彻乡村振兴规划的重大决策要求，从根本上破解“三农”

问题，坚持邮储银行服务社会、金融中小微型民营企业、金融“三农”的战略位置，扛起“金融农村复

兴”的历史使命，着力于对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富有活力的农村用户群体进行金融支持，坚持为科

技赋能，丰满乡村振兴的羽翼。积极开发移动展业并主动下乡办理贷款业务，助力乡村振兴。移动展业

是邮储银行在“三农”领域的一次里程碑式创新，可实现办贷全程无纸化。客户经理通过平板电脑进行

业务受理、调查，后台进行审批，审批后再通过平板电脑进行合同签署和贷款发放。移动展业办理“三

农”业务不仅手续简便、效率高、放款快，客户体验度也大大提升。作为“三农”金融服务的主力军，

支行积极安排客户经理开展下乡走访，将信贷服务送到田间地头。通过信贷产品创新和科技赋能，邮储

银行小额信贷已实现线上快捷服务，客户经理只需携带一台平板电脑，即可上门为客户办理授信和放款，

全程仅需十分钟。截至 2022 年 7 月，邮储银行广安市分行全年累计投放种养殖贷款超 1 亿元，本年已走

访信用村近 200 个，线上信用户贷款本年放款超 4000 万元，净增 3000 余万元[5]。 

2.2. 贵阳贵安：用好用足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助力全面实施乡村建设振兴 

贵阳贵安充分重视农村脱贫人口小额贷款管理工作，认真用好用足小额信贷惠农政策，有效支持农

民发展壮大产业经营，带动农村脱贫人口稳步增收，助力于全方位推进农业蓬勃发展。至 2022 年 3 月，

全市贷款余额户数 863 户，较 2021 年底增加 3.72 个百分点[6]。贵阳市在推进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中

总结了四点经验。 
一是强统筹。贵阳市副市长冉斌组织召开会议 3 次，统筹推动工作做深做细。出台《贵阳市贵安新

区二零二二年精准脱贫人群小额信贷工作方案》等四个文件，确定了各项工作责任，并明确了解决途径。

市、县两级成立工作专班，乡、村两级组建工作服务队，建立市、县、乡、村四级联动、政银融合的工

作机制。 
二是勤调度。把指标任务层层分解到镇、到村、到村、到户，并建立了日程表、路径图，实现“半

月一调整、一月一通知”的工作制度。仅 2022 年 2 月至 3 月，已召开专班联席会议调度 3 次，通报 1 期。

其间，运用了“四不两直”(即不发文件、不打招呼、不听报告、没有帮助办理、直奔基层单元、直插当

场)方法开展了暗访。抽查八个，共发现五个问题，当场及时反映，并监督整改到位。 
三是广泛动员。通过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采取坝坝会、入户访谈等方式大力宣讲脱贫的小额信

贷政策，并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共入户访谈脱贫户和监测人 13,517 人。其中，完全劳动力 11,010 户、半

劳动力或弱劳动力 2507 户。经过调查摸底，有能力在家开展农业生产活动的共 1750 人，其中有意愿申

请小额信贷共 1412 户。 
四是谋产业。切实落实脱贫户和监测户在资金项目上的政策支持，梳理 1 项畜禽圈舍建设补助和 2

项农业保险政策。农业与农村部门通过选派专业技术工人和银行信贷业务的技术人员组成农村信贷服务

组，到村入户或上门服务，因户施策，逐户协助农民编制行业发展规划，共编制行业发展规划约 1750 户，

完成率 100% [7]。 

2.3. 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构建贴近海南产业特色的普惠金融产品 

海口中行将深挖服务区域内小微公司、种养殖户等消费者群体需求，带动区域经济与农村的产业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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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新业务模式兴起，形成最贴合海口本地行业特点的普惠型金融服务产业体系，为一对一中小企业量身

定做金融服务方案设计。其相继推出了‘惠农贷’‘文旅贷’‘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新农通”“农田贷”

和“益农贷”等多个服务品类，均为不同的产业和人群所量身定做，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了各个行业[8]。 
随着一批批新型产品的上线、实施，更多的财政扶持成果在全县涌现。如海南文昌分行开发的纯信

用贷款商品“东风螺养殖贷”，最大可贷款金额 50 万元，年利率仅 3.7%，截至 2022 年四月，已经投放

“东风螺养殖贷”共 35 笔，金额 1460 万元[9]。为扶持发展罗非鱼行业，2021 年以来政府利用“琼科贷”、

贸易融资等产品，先后对罗非鱼饲养加工公司、罗非鱼加工出口公司等予以了信用贷款扶持，累计放贷

总额三千四百多万元。另外，海南中国银行的各县级分行也深入关注本地农业及农村生产发展的状况，

推出了火龙果种植贷、槟榔贷等专属业务方案，并采用了“企业 + 专门担保公司”“核心企业/专门担

保公司 + 养殖经营户”等新经营模式，为行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活水。 
海南中行也推出新的融资方式。为支持国家定点扶贫村——五指山市畅美镇毛招村的建设推进乡村

振兴，从海口旅游业中行心选拔优秀的驻村级管理人员，全面支持农业发展，并先后投放了几笔经费，

重点扶持了毛招村的传统经济粮食作物槟榔、朝天椒、树仔菜等来有序开发，并采取了聘请农业专家上

门辅导、安排农户在外考察培训等途径进行带动，以提升了当地农民对开发生产农业的信心。另外，该

行还配合国家定点扶贫村建设“蜜蜂产业园”，集“产、学、游”为一体，协助申请注册了“什仙岭”

的商标，产品目前已经在淘宝和海南内官方网站上线，采取了搭建农业消费支持平台的手段，为扶贫村

民致富增收做好了近期、中、远景规划。 

3. 当前四川、贵州和海南三地小额信贷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逐步落实，中国农业将面临着重要的历史发展机会，中国农村将迎来前所

未有的发展，而城市农业也会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这些都离不开金融的支持、特别是小额信贷普惠

金融的支持，这当然也给金融机构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和挑战。前面分别陈述了三地小额信贷支持三农、

助力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和积极成效。然而三地在实施小额信贷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问题。 

3.1. 对小规模信贷的风险管理机制需要更加完善 

3.1.1. 金融机构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缺乏专业人才，乡村地区的金融机构由于规模较小，缺乏专业人才，导致银行在风控、评估

等方面存在困难。从而增加了金融机构资金流失的风险。 
其次是评估精准度有待提高，在农村地区，由于后续产业链条的短缺和小额信贷额度的有限，往往

只能支持单一业务领域，比如农业或者小规模加工业。然而，这种单一业务的特点也使得银行在评估相

关的业务风险时存在难题。具体而言，银行可能会忽略外部因素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如恶劣天气、市场

需求的波动等，这些因素对借款人的经营状况和还款能力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评估结果的不

准确性增加了对于资金回收的风险，进一步地挑战了银行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职责。[10]  

3.1.2. 新冠病毒等不可抗因素风险 
从 2020 年初开始，人类的生产与生活都遭受了新冠疫情的重大危害，从防疫到现在的抗疫，农业及

相关实体经济更是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从事种植、养殖的农户难免会因为新冠病毒而出现生产停滞、资

金短缺或销路不畅等问题，从而致使小额信贷如期全额还款受到一定影响，贷款风险也会加剧。 

3.2. 部分金融机构发放小额信贷的积极性不高 

在访谈调研中发现，有些提供小额信贷的金融机构由于种种原因缺乏发放小额信贷的积极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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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因小额信贷存在难盈利、收回有风险等问题，部分金融机构只是在政府干预下不得不提供相关

服务，并不是为了盈利做出的选择，因而金融业务品种比较单一、金融服务品质不高。有的由于基层金

融机构金融科技水平有限或者创新能力不足，金融产品和“三农”需求不匹配，难以满足农户或者农业

企业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金融需要[11]。有的金融机构提供的小额信贷金额过小、期限过短或者审批周期长

甚至小额信贷理应帮助的目标人群与实际取得小额信贷的人群有所偏差等，难以起到支农助农的有效作

用[12]。以上种种进一步使得小额信贷业务在部分金融机构并不受重视，有关业务在当地并未得到积极宣

传，从而影响小额信贷的作用和可持续性。 

3.3. 农户的金融素养和创业能力有待提高 

农户能否真正灵活有效地利用小额信贷，在与其经济水平相关之外，和其是否有一定的经济机会和

投资需求与其贷款需求也显著相关，那些有资金需求以及有借贷习惯的农户，更有可能利用金融机构的

贷款服务获得更多的利益[13]。 
同时，很多农户缺乏对小额信贷的认知与了解、金融素养有待提高。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申请小额

信贷贷款的农户，往往是亲属在金融机构工作，基于对亲属的信任，才选择申请贷款。而大多数农户对

于贷款往往持排斥态度。其次是农户利用小额信贷进行生产经营等创业的能力不足。在走访几户以小额

信贷为资金基础的农户时，我们发现，即使是经营差不多的项目，规模也相差无几，但各农户之间的营

收入水平仍然有着较大差距。农户自身能力对于最终盈利多少至关重要。[14] 
同时，农户因缺少金融知识而造成的借贷双方在信息上的不对称也是一个问题。借款人对于银行的

审批流程和贷款利率等方面的信息掌握较少，而银行则可以决定贷款的种类和利率等因素，导致银行有

可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不给予借款人最优的方案。 

3.4. 小额信贷自身稳定性较差 

小额信贷在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时，因其额度较低，借款人往往需要多次借款来满足资金需求。

然而，小额贷款的分散性和数量众多，使得银行难以对借款人的还款能力进行准确评估，从而增加了资

金流失的风险[15]。这一挑战不仅仅是对银行的贷款决策造成了困扰，同时也对于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产

生了不利影响。 

4. 对策建议 

4.1. 金融科技赋能、政府或保险保障、创新小额信贷模式 

面对自然灾害或新冠病毒等不可抗力因素，农业具有明显的弱质性，可以通过政府担保或者开发农

业保险或者政保合作等多种形式减少或者规避农业或农户可能遭受的损失。或者主动适应金融科技时代

要求，进行科技创新，运用金融科技赋能提高小额信贷的线上风险评估能力、加快在线审核放贷的速度

的等，从而尽可能避免或降低不可抗力因素的冲击。 

4.2. 提高金融机构创新和发放小额信贷的积极性 

为切实推动国家乡村振兴计划的实施与发展，地方政府部门要适时及时实施相应的政府干预，加强

规范农村金融服务工作环境，加强农村信用环境建设，以解决乡镇商业银行和农民之间信贷信息不对称

的难题；及时合理地采取财政补贴方式，给开展小额信贷业务的银行给予补贴和扶持，或予以优惠，减

少银行在小额信贷业务领域的运营投入，多个角度提高金融机构参与小额信贷、提升金融机构主动创新

的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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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多管齐下提成农户的金融素养和创业能力 

政府要加大对小额信贷政策的宣传力度，帮助提高农户的金融意识和金融素养，使他们正确认识小

额信贷非常重要。 
政府同时要加大对农户创业的支持和培训，通过培训农户的创业能力和水平，扩大他们的收入来源，

切实增收，从而促进小额信贷支农效果的实现。 
对于农户来说，提高金融素养和创业能力则需要培养包括对金融和市场情况的精准了解、创业思路

的清晰明确、经营细节的把握等能力。只有在这些方面进行深入地学习和探索，才能够逐渐提高自己的

素养和能力，在创业道路上走得更为稳健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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