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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0年是我们迈向历史新纪元、开创美好新章程的起点之年，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在今年

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指出“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完成的硬任务”。精准施策，

用心扶贫，以行济困是党中央对全国人民的郑重承诺。农村信用社开展地金融扶贫是精准扶贫、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要举措，论文以扶贫政策为导向对安徽省农村地区信用社扶贫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以

及项目的实施效果展开调查并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安徽省农村信用社在扶贫方面取得了一定

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集中在贷款的申请、资金审核、项目实施周期及扶贫项目的针对性等方

面。论文基于此针对农村信用社扶贫项目困境提出了:在实践中完善扶贫政策，因地制宜精准扶贫；扶贫

先扶“智”，加强开展农村人员职业培训；探索扶贫项目所需专项资金的整合筹集模式以实现扶贫项目

的可持续发展等观点，以期为后续农村信用社扶贫项目的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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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year 2020 i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us to step into a new era of history and create a beautiful 
new charter, and it is also a crucial year for us to win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In the “Government 
Work Report”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his year, the Prime Minister pointed out that 
“getting rid of poverty is a hard task that must be completed to build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It is the solemn commit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to the people of the 
whole country to make precise policies, help the poor with heart and help the poor. The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carried out by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Based on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this pa-
per investigates and studies the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of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in Anhui Province and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he projects. The re-
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although Anhui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have made some achievement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mainly focusing on loan application, fund re-
view, project implementation cycle and pertinenc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problem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of rural credit co-
operatives: perfec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in practice and helping the poor accurately ac-
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Help the poor to help the “intelligence” first, and strengthen the voca-
tional training of rural personnel; Explore the integration and raising mode of special funds 
needed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overty allevia-
tion projects, so as to provide practical suggestions for the follow-up development of poverty al-
leviation projects of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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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问题的提出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决胜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民亦劳

止，汔可小康”脱贫攻坚是党的重要任务更是 21 世纪急需解决的社会热点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和政府采用开创性的扶贫方案、创新性的扶贫工作机制，团结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打响扶贫攻坚战。而

农村信用社作为其具有鲜明特色的创新一环在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有何借鉴意义？值得我

们进行探讨。安徽省作为南北交汇的过渡地带，旱涝灾害频发，经济发展缓慢，是人口贫困大省，脱贫

任务艰巨。摆脱贫困是安徽省发展建设过程最关键也是最艰难一步，因此研究当地不同扶贫措施的扶贫

效果就其具有重大意义。农村信用社扶贫项目作为安徽省扶贫进展中的一环其实施效果如何？存在哪些

问题？如何最大限度的发挥扶贫项目的作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信用社扶贫的未来发展何去何从？以

这些问题为导向此课题有深刻的现实性和科学性，其研究有一定的社会效益。 
(一) 研究背景 
1、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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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坚决打赢扶贫攻坚战，确保 2020 年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打下坚实基础。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农村扶贫工作显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精准扶贫中对

农村地区相关工作的需求最为迫切，因此，如何发挥扶贫政策、项目在乡村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成为一个

亟需解决的问题。 
2、坚持精准方略，提高脱贫实效 
脱贫攻坚在于精准扶贫，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决打赢扶贫攻坚战，确保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

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目前，

我国的扶贫工作已迈入开发战略的精准扶贫阶段，精准扶贫对百姓以及国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将成为

现阶段相关政府工作人员主要的研究问题。但是在扶贫的过程中，会遇到资金以及技术短缺等众多影响

扶贫的因素，在此过程中，如何将精准扶贫顺利进行仍是现阶段特别重要的问题。农村信用社的扶贫项

目正是以扶贫小额信贷为抓手，采用多元化的扶贫模式，是精准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一环，更是现阶段有

效解决百姓生活难题的一种探索，其可以借助国家的力量，帮助百姓快速发展，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条

件，提高他们的经济能力。 
(二) 信用社扶贫综述 
1、关于农村信用社扶贫的问题。学者认为虽然坚持改革开放让许多的农村群众摆脱了贫困，改善了

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但许多农村地区仍然面临较大的贫困问题，农村扶贫工作形势依旧严峻，农村贫

困问题的解决是扶贫攻坚的一个重点，也是难点。而促进农村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对于实现普惠金融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解决我国目前农村贫困问题的有效手段之一，但目前我国农村小额信

贷业务的经验积累较为欠缺，这使得其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诸多困境，包括：农信社经营机制

不够完善，网点配置不尽合理，小额信贷产品陈旧，担保体系不够完善，征信体系不够完善。抵押登记

体系不够健全[1]。由于农村信用社扶贫项目起步较晚，不同地区相关项目政策各有不同，研究难度较大

因此学术界目前在农村信用社扶贫这一板块的相关学术理论及研究相对较少，大部分理论都集中在农村

信用社这一运行机制方面。 
2、农村信用社的扶贫建议。学者针对新疆地区的发展特色提出了：推进线上服务，探索“大数据”

扶贫新模式[2]。调整信贷资金要重新定位资金投向，信用社要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领导下，支持小微

企业、发展现代手工业、家庭农场、种养等各类农业合作社等，要鼓励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农户联

保贷款、农业抵押贷款、活体牲畜抵押贷款、各类创业贷款，要紧密联系当前的脱贫攻坚、新农村建设、

乡村振兴战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工作[3]。这些建议虽然具有一定的地区局限性，但其借助“大

数据”扶贫新模式以及结合地区特色发展的扶贫措施对其他地区农村信用社扶贫项目的开展具有一定的

借鉴意义。 

2. 安徽省农村信用社扶贫项目实施现状调查 

(一) 前期准备及问卷内容 
在科研开始之前，我们参考查阅了许多有关农村信用社扶贫项目的文献资料，小组成员在老师的指

导下，对课题研究方向进行了探讨，确定了此次实地调研的主要内容。一是调查者个人部分信息及家庭

情况；二是信用社扶贫项目实施后对调查者家庭年收入的影响；三是调查者对农村信用社扶贫效果的总

体满意程度；四是农村信用社扶贫项目中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针对农村信用社扶贫项目实施后，调

查者是否可以利用项目脱贫这一问题，我们进行了细化，编写了 16 个小问题，主要在安庆市太湖县和亳

州市利辛县两个地区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开展一对一实地调查问卷的发放，共计发放了 100 份调查问卷，

其中回收 70 份，有效问卷 50 份。由于此课题专业程度高，因此问卷调查均发放的是纸质版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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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问卷采集 
此次实地调研主要采取问卷调查与面对面访谈相结合的方式。由于是针对扶贫项目的实施效果而展

开的调查，因此调查针对的是享有扶贫贷款的居民，受众群体特定。在这次调查问卷发放中，小组成员

就近开展调研，分别针对安徽省的安庆市太湖县和亳州市利辛县进行调研，共收集有效问卷 60 份。其中

太湖县和利辛县均为国家级贫困县，代表性强。通过一对一实地走访调查，探究两个区域的群众均对扶

贫项目实施的满意度以及意见。 
(三) 调查结论 
小组成员汇总调查问卷数据发现，在有效收集的问卷中，1、有 60%的群众对目前农村信用社扶贫效

果的满意度为一般及不满意，仅有 30%的群众对当地农民实现脱贫致富充满信心，由此可以看出居民对

脱贫信心不足，总体满意度不高；2、只有不超过半数的群众了解农村信用社扶贫项目说明农村信用社扶

贫项目宣传力度不足；3、在“您认为农村信用社扶贫项目申请中出现的问题有”这个多选题中，70%的

群众认为贷款申请条件苛刻，80%的认为申请过程复杂，说明项目的申请过程较复杂，审核周期较长，

扶贫力度无法满足贫困人口对经济能力提升的要求；4、在“您认为影响扶贫项目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是”，

60%的群众认为可申请的项目少，80%的认为贷款额度小，因此可以得出扶贫项目较少，资金不足，没有

针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模式制定出符合当地特色经济发展的扶贫项目；5、大部分群众都认为扶贫项目的展

开能带来一定好处，集中在带动当地特色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当地脱贫攻坚，改善了贫困人口的生活，

带动了当地就业创业等方面。 
(四) 存在问题及根源探究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拥有着五千多年的发展历史。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多，在科学、教育、技术、

文化等的发展都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加之我国的金融市场起步较晚，发展较为缓慢，金融市场尚不成熟，

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因此我国的农村，特别在金融方面的发展有着较大的缺口[4]。作为农业大省的安

徽，扶贫任务艰巨，“十二五”初，安徽贫困人口达 790 万,贫困发生率 14.7%。安徽临近长江三角洲地

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达，吸引了大量的人才与资金，安徽与其相比，经济发展较慢，且地区产业

发展相对落后，人才流失严重，导致农村地区青壮年知识分子严重缺乏，居民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网络

覆盖率较低，思想观念落后，对农村信用社扶贫项目认识不足，再加上政府财政收入大多投入当地基础

设施建设之中，对农村信用社扶持力度偏低。因而当地居民对农村信用社扶贫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度偏

低，脱贫致富信念不足。 

3. 安徽农村信用社扶贫项目实施建议 

(一) 扶贫先“扶智”，增强脱贫信心 
首先要从转变思想、更新观念上下功夫，彻底转变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的各种陈旧观念。扶贫重在

“扶”，“扶”是手段，“富”是目的，在脱贫攻坚的路上，信用社工作人员应积极开导贫困户，激发

他们脱贫的内生动力，给他们带来脱贫的希望。加强开展农村人员职业培训，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脱贫不仅要帮助当下，更要为以后长期发展做铺垫。要使贫困消除，就得让贫困群众找到适合自己的脱

贫道路。真正激发贫困户向贫困命运挑战的精神动力，增强脱贫信心，这样才能避免贫困群众脱贫后返

贫，从根本上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二) 加大农村信用社扶贫项目的宣传力度 
要制定脱贫攻坚专项宣传工作方案，加大农村信用社扶贫项目的宣传力度。作为联系城乡的纽带，

如何更好地服务三农是农村信用社长期以来的工作重点，因此，针对广大农村地区，在宣传上，要从农

民群众的生活习惯出发，选择他们需要的、且乐于接受的金融品种，采取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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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如横幅宣传、墙体广告宣传、传单宣传、媒体宣传等方式，注重引导、激发广大群众参与脱贫攻

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三) 提升农村信用社扶贫项目的运行效率 
调查问卷显示，农民群众对于农村信用社扶贫项目实施的满意度较低，扶贫项目实施中出现申请过

程复杂、审核周期较长、扶贫力度无法满足贫困人口对经济能力提升的要求等问题。因此，要提升农村

信用社扶贫项目的运行效率，一是提高信用社扶贫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选取专业人员为扶贫项目服务；

二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产业扶贫项目，扶持当地培植一项支柱产业，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的

经济来源问题，使当地群众依靠产业脱贫致富。农村信用社应尽量简化贷款的审批流程，下放贷款的审

批权，减少各个环节上的时间，提高审批效率，提高农户存贷款积极性。 
(四) 整合资金，因地制宜，精准扶贫 
农村信用社要加快机制转换，广泛吸收社会资本，特别是有实力的地方企业及战略投资者，增强资

本实力，建立扶贫项目所需专项资金的整合筹集模式。针对信用社扶贫项目实施的现状，有关部门应该

对现行的市场体系进行优化，鼓励市场中的金融机构积极创新不断推出新型脱贫项目，因地制宜开展金

融扶贫服务，为农村群体提供更加多元化的选择，以有效地满足农村群体的脱贫需求。 

4. 研究结论 

本文以在党的领导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全民奋斗目标为背景，对安徽省若干个贫困县的农村信用社扶贫项目进行实地调查，并以访谈当地居

民，了解情况为主，辅助以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的方式，对当地信用社扶贫项目的实施对贫困户的生活状

况的改善和经济能力的提升产生的作用以及政策实施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展开调查并进行分析探究。调查

结果显示，贫困户对信用社扶贫项目的申请门槛提出质疑，对贷款额度、贷款到户时间、扶贫力度、扶

贫效果满意程度均不高，但是他们对扶贫项目申请过程中的相关免费职业培训的科学性的肯定，以及办

理贷款过程中政府人员答疑解惑以及相关服务的态度的满意，办理手续正规，流程精简的赞同等一些方

面也不容忽视。农村信用社扶贫项目的实施还未建立一套完整的体系，相关政策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相关扶贫项目政策要针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进一步调整，做到精准扶贫；要加大对开展农村人员职业

培训项目的投入，从根源上提高贫困户的经济能力。笔者在实地调查和阅读相关文献后提出探索扶贫项

目所需专项资金的整合筹集模式，借助普惠金融扶贫政策来激发农村经济活力，并加大农村信用社扶贫

项目的宣传力度加深群众对相关项目的了解，能有效提升农村信用社扶贫项目的运行效率，提升群众的

满意度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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