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村镇银行普惠金融发展(银行普惠金融乡村振兴)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近日发布的《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报告2022
》显示，近年来，我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发展水平持续提升，各省发展差距缩
小。根据报告，2017年至2021年，全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指数得分的中位
数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总指数得分的中位数从2017年的47.61分增长至2021年的
97.33分，增长104.44%；总指数得分中位数的最高分增长72.28%；总指数得分中
位数的最低分增长105.42%，这说明无论是全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基期水平较
好或较差的县域近5年总体发展水平都取得了很大程度的提升。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需要数字金融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
长魏后凯表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育离不开金融的助力和加持，而传统的金融
服务方式难以有效满足其融资需求。数字金融则有可能提供新的融资解决方案，助
力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报告显示，全国各省份之间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发展水平持续提升，差距有所缩
小。以指数中位数得分来衡量，不同区域间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各不相同，
其中东部地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和东北地
区发展水平较为滞后。从发展趋势来看，中部地区连续几年发展速度最快。

报告还显示，利率低、还款方式和周期灵活被普遍认为是影响县域居民贷款决策的
优先考虑因素。由于数字贷款额度更小且还款方式更灵活，进一步为小规模的下沉
客户提供了补充服务。由于数字普惠金融的逐步普及，县域及农村地区居民获取金
融服务的笔数占比较高，被调研的居民超过一半获得过贷款，信用贷款占比73.4%
。其中，互联网贷款获取笔数占比最高，占57.5%，其他渠道为来自城商行、农商
行、村镇银行等地方性金融机构，以及农业银行和邮储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
。

网商银行行长助理、农村金融部总经理彭博介绍，基于数字风控技术，该行为地方
政府建立专属信贷模型，找到了一条数字金融服务农村的可行道路。截至目前，全
国已有1100多个涉农县区与网商银行合作签约，发展数字普惠金融。

“以科技驱动发展的互联网银行与地方政府合作，有助于农村地区部分政务和民生
数据的归集与利用，扩大客户基础，促进对客户的精准数字画像、数字信用评级和
数字授信，最终有利于扩大对县域内客户的数字信贷覆盖面和数字贷款金额。”社
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兴元表示。

针对如何进一步促进县域普惠金融的发展，社科院课题组建议，一是改进全国农村
地区，尤其是农村边远地区、边缘地带的通信基础设施，实现互联网、移动通信和
移动互联的广覆盖面甚至全覆盖。二是优化村镇线上线下普惠金融服务相结合金融
服务网点的建设，尤其是村普惠金融服务站点和代办点的建设。三是进一步发展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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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会信用体系和全国城乡个人与企业征信体系，改善社会信用环境。

“改善金融基础设施是发展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基础。”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教
授何广文表示，数字化赋能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大有可为，其中最紧要的是通讯基础
设施、数字金融服务点、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征信系统与信用信息数据库。

清华大学农村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红宇认为，要聚焦数字技术引领乡村产业发展主
题，充分释放数字经济的要素功能，瞄准乡村产业发展的关键领域，利用数字技术
助推农村金融事业发展。

为促进形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长效机制，报告还建议，加强国家数字普惠金融发
展顶层设计和立法，完善政策法规支持框架。把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到战略的高
度，从全国层面制定专门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规划设计。同时，加强数字金融
立法，尤其是有关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立法。建立协同监管机制，防范化解风
险。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在提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推动资金回流农村地区的积
极作用，为科技银行或金融科技平台公司的运作设立适宜的监管政策框架。在金融
消费者保护方面，还需要通过法规手段，要求金融机构和金融企业建立内部风险防
控机制，通过身份认证、电子签名、人脸识别等数字认证技术，保障用户数据安全
和个人隐私。 （经济日报记者 陈果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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