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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强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单列为一项重要内容，文件注重从体制机制上

激励金融机构支持乡村振兴，同时强调加强完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尤其是在农村金融知识

教育、统计工作等方面。伴随着国家经济发展的转型，建设智慧农业、数字乡村，国家对农村经济建设

的投入不断增大，进而推动了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由于互联网的发展不受地域和空间的限制，这种

新兴的金融模式也迅速扩展到我国的广大农村地区，形成了具有农村特色的农村互联网金融。本文将从

农村互联网金融运作模式及特点、以及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进而提出有助于其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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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first time, “strengthening financial service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was listed as an im-
portant content in the No. 1 Documen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2022. The document focused 
on encourag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support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system and mechan-
ism, and emphasized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financial infrastruc-
ture, especially in rural financial knowledge education and statistical work. With the transforma-
tion of the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agriculture and digital 
villages, the country has continuously increased its investment in rur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which in turn promot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finance. Sinc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is not restricted by region and space, this emerging financial model has rapidly expa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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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vast rural areas of our country, forming rural Internet finance with rural char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will summarize the operation mod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Internet finance, as 
well as the problems that have arisen, and then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hat will help it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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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发展互联网金融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对加速农村经济转型，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有关

键性意义。自 2015 年李克强总理在两会政府报告中指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以来，互联网金融

也在全面开展建设，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关于十四五规划中也反复十余次提及“互联网”、“金融”，在

“互联网+”思想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与金融领域相融合[1]，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强

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单列为一项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下，产生的新型的互联网金融与传统的农村金融

不断融合发展，创新出“农村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模式[2]。新型融合的农村互联网金融模式以其与传统

模式不同的进入门槛低、运行效率高、覆盖面广、发展速度快、产品更新效率高、种类丰富等优势日渐

成为影响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业生产经营、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坚实力量[3]。此外，伴随大数据、

云计算等技术等在农村金融中得以普遍应用，也提升了农村的金融服务质量，丰富了农村金融体系[4]。
然而，尽管目前我国农村互联网金融在促进农村区域发展中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是由于农村市场基础

薄弱、投入多、成本高、信用体系不健全等原因[5]，其在发展中也出现了障碍和阻力，对其中的问题进

行总结并提出的改进的相关建议就变得十分迫切。 

2. 农村互联网金融的运作模式 

在新型技术日益融合普及的情况下，无论是传统金融机构还是新型金融机构包括一些电商企业纷纷

利用大数据处理等新技术，依靠自身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基于其自有积累的海量数据，通过互联网与

具体金融工具、分析手段相结合，提供了包括信贷、融资、理财、支付在内的一系列金融中介服务[6]。
农村经济的发展实践催生了农村金融的衍生与兴起。 

农村金融具体包含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农村金融涉及的范围广泛，涉及到了第一、二、三产业，

包括农业、制造业、商业、服务业、政府城乡规划等诸多范畴，具有跨地区、跨领域的特点[7]；其次，

农村金融渗透在各个领域，这将导致各产业、行业之间有较强的关联风险[8]。当前农村经济中，多种农

村经济实体有着相对繁杂的连带关系，各经济实体之间有较强的关联性，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受到损坏，

往往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导致叠加的负面效应，使发展中的农村市场相错交杂[9]；再次，目前农

村金融涉及的多为小额贷款，有一部分原因是当前农村社会化的小农规模化生产，主要的贷款和储蓄的

交易对象多是以家庭为定量个体[10]。近年来，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力度、投入不断加大，金融产品日

趋丰富，金融服务水平也有所提升，但多数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和金融相关方面的供给和需求仍面临较

多的不足[11]，因此基于当前的农村互联网金融的运营模式，分析当前制约农村、互联网、金融各方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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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及综合发展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当前农村互联网金融发展面临问题的对策、

有效地找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性钥匙。我国农村互联网金融的运作模式主要如下图 1 所示： 
 

 
Figure 1. Main operation modes of rural Internet finance in 
China 
图 1. 我国农村互联网金融的主要运作模式 

 
农村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普及、互联网经济飞速发展与融合的产物[12]，通过为数很多与互联网企业

相关的技术企业、电商平台与传统的金融服务组织、农资企业等主体的参加与协调[13]，在政府的宏观政

策支持的背景下，传统银行、互联网电商活动平台、农业上有突出贡献的龙头企业、互联网技术公司等

纷纷在农村开展线下金融行业工作，实现了低成本、高效率、跨地域等诸多便利，我国农村互联网金融

的规模也有增无已[14]。当前，多数企业都是通过移动支付、众筹、P2P 等手段在农村着手互联网金融布

局，构成了基于电子商务平台的农业产业链式农村互联网金融模式与涉及互联网金融平台融合、服务商

与线下资源相调和、与传统金融现结合的三大农村互联网金融模式[15]，农村互联网金融呈现一片向好的

发展新态势，代表性企业包括大北农、京东金融集团等。 

3. 农村互联网金融的特点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就伴随着一系列挑战，而农村互联网以其独特的优势不断进

步与发展。它根植于农村特色的土壤之中，同时紧随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步伐不断更新[16]。同时，国家也

出台一系列的文件支持和促进农村互联网金融的不断发展，见表 1。 
在政府支持，农村农户个体的积极投入下，我国农村互联网金融走上一条蓬勃发展的道路，在三农

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特点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一) 农村互联网金融产品丰富，业务普及范围广 
将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型技术手段与传统的电子商务及互联网相结合，应用于农村经济的各个领域，

从而转型成为新的电商平台，符合产业数字化发展新概念，丰富了农村互联网金融的运营模式[16]。以宜

信为代表的 P2P 网贷平台在互联网多渠道中实现了资金需求端与供给端的有效对接，拓宽了农村居民的

有效接触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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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Main policies in rural Internet finance from 2013 to 2022 
表 1. 2013~2022 年农村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主要政策 

时间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2013.11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通过金融创新，丰富市场金融层次和金融产品模式，繁荣普惠金融。 

2014.3 《政府工作报告》 将互联网金融首次写入政府报告中。提出要创办完善有利于互联网

金融兴盛的架构，预防金融风险。 

2015.5 《“互联网 + 流通” 
行动指导意见》 

明确“互联网+”对经济发展与技术创新的重要意义，鼓励运用 
“互联网 + 农村金融”新型方式实现普惠金融。 

2017.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 
农业供给侧机构改革，加快培育 
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 

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小额 
存贷款、支付结算和保险等金融服务。加快农村各类资源资产权属

认定，推动部门确权信息与银行业金融机构联网共享。支持符合 
条件的涉农企业上市融资、发行债券、兼并重组。在健全风险 
阻断机制前提下，完善财政与金融支农协作模式。鼓励金融机构 

发行“三农”专项金融债。积极推动农村金融立法。 

2019.5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和 
《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

(2019~2025)年》 

创新农村普惠金融服务，改善网络支付、移动支付、网络信贷等 
普惠金融发展环境，为农民提供足不出村的便捷金融服务。 
降低农村金融服务门槛，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小额存贷款、 

支付结算和保险等金融服务。 

2020.12 《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 
中国人民银行深入推进农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工作，探索开发一体

化数字服务平台，加强乡村基础支付服务和便民支付产品供给，银

行业金融机构从根本上实现乡镇一级全涵盖。 

2021.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意见》 

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鼓励开发专属金融产品支持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和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增加首贷、信用贷。健全农业再保险制

度。发挥“保险 + 期货”在服务乡村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2022.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重点工作的意见》 

强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对机构法人在县域、业务在县域、资金主

要用于乡村振兴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加大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

现支持力度，实施更加优惠的存款准备金政策。深入开展农村信用

体系建设，发展农户信用贷款。积极发展农业保险和再保险。优化

完善“保险 + 期货”模式。强化涉农信贷风险市场化分担和补偿，

发挥好农业信贷担保作用。 

 
(二) 国家政策推动农村互联网金融向好发展 
中央文件曾明确指出要用新发展理念解开“三农”新密码，从“互联网+”、到“农村互联网金融”

到“引导互联网金融、移动金融在农村规范发展”的要求，在国家政策的宏观导向下，越来越多的互联

网金融企业、工具涌现到农村地区，打开农村金融市场[17]，为农村居民服务、为农村乡镇企业服务，依

托于国家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在农村地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部署，互联网金融逐渐在农村大地得以

发展。 
(三) 农村互联网金融市场空间巨大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农村上网居民日益增多，农村上网居民的有效需求也日益增多，这部分的必要

索求也将会成为农村互联网金融兴盛的新要点。农村地区农业生产不同于工业及其他产业，具有较强依

靠天气等自然条件的局限性，而农民希望有新的机会，扩大生产规模增加收入。而其之所以成为农民融

资、投资的有效方式，是因为互联网的融资成本低，渠道多元等优势，这也奠定了农村互联网金融在农

村不断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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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村互联网金融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一) 农村互联网金融风险控制机制不健全，存在较高潜在风险 
目前，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农村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安全性和完善性等方面与传统金融还有一定差距，

其内部的激励与惩罚机制不够健全，此外，由于第一产业的生产特殊性也导致农村互联网金融发展相对

缓慢。农村由于其地理位置、信息沟通等先天的不仅增加了金融机构的信息搜集成本，同时也使放贷后

的回收风险增高。农村金融无合理的风险控制机制，潜在风险较大。 
(二) 相关立法和监管不到位，诈骗事件频发 
对于农村互联网金融相关法律而言，中国的金融法律主要针对的是传统金融组织机制，而互联网金

融作为一种新生的金融经营形式，其相关法律监管仍有空白。同时，新的风险紧紧跟随在互联网金融在

迅速发展的身后，我国的农民的信用意识相对较为淡薄，这会增加农村金融的坏账率，此外，农民信息

保护意识不强，一旦发生信息丢失，将会导致诈骗活动发生，农民利益受损。因此，这就更加需要国家

立法和政府部门监管，但是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的法律法规仍在建立中，而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仍需建

立与完善。 
(三) 农民组织化程度偏低，金融产品有待丰富 
农村居民的组织化程度偏低，同时由于部分农村宣传不到位，使农民对农村互联网金融的认识仍旧

停留在传统的金融认识上。而相对于城市的金融产品农村的金融产品种类更少，产品设计更简单，难以

满足农民的需求。 

5. 启示及建议 

(一) 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加强立法保护 
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首先要加强相关信用知识的普及和宣传教育，保证互联网金融的参与者具

有基本的金融基础知识。要完善农村征信的相关法律法规，使农村互联网金融业务体系得到有力保障。

还要以农户信息为切入点，实现数据收集入库，并提供对其进行监管的有效指标体系保障金融系统的合

理运转。以“田东模式”为例，推进农村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田东县在产业旺盛过程中，在构建农村信用

体系发面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这里是指面向农户和微小企业的信用体系。农村信用体系的构建，对金融

机构掌握贷款对象的详细情况有较大的正面影响，大大的促进且有利于对信贷业务的精准开展，这便直

接降低了借贷时间，进一步对流转效率进行了提高。 
(二) 加强农村互联网金融人才培养与组织化程度提升，促进金融产品更新换代 
人才与技术是农村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重要基础。这就要求对农村互联网金融方面的人才进行培训或

者加以引进，或者采取政策提高相关家庭或者农户的家庭认识，刺激青年农民群体形成良好的组织化意

识，更好的接纳新的农村金融发展模式。与之对应的是，针对不同的农村地区要设计不同种类的丰富多

样的金融产品，要通过调研和访谈形式深入了解农民群体的真正需求，设计出符合要求的金融产品。 
(三) 加强农村金融知识教育，发展农村特色金融 
由于农民对金融知识和法律知识了解相对匮乏，继而缺少信任，而缺少了解和信任都导致农村互联

网金融难以顺利发展。因此，加强对农民金融知识和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是推动农村互联网金融发展

的关键之一。首先可以采取讲座和宣传的方式，扩宽农民了解的渠道，在人流量大的地方设置宣传广告

牌、为农民举办免费讲座等都是有效的方式。此外，由于各个地区文化、农业等基础特点各有不同，挖

掘当地特色，打造具有当地特色的农村互联网金融，不仅可以推动金融事业在农村发展，同时可以带动

其它相关产业，取得农村全面发展。对农民而言，切实体会到互联网金融带来的好处，必然有利于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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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建设。 
(四) 拓宽融资渠道，规范企业发展，优化金融服务模式 
深入推进关于营商环境优化的建议，尤其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企业生存艰难，提高企业信贷获得

率，改进微小企业信贷层层审批流程，改良信贷审批效力，从而提高效率。针对农村居民，办理业务争

取做到“最多跑一次”。部分银行依托互联网推出的惠农 e 贷网上审批，为居民提供了便利，但在农村

居民中的使用仍不充分，加强推广的同时也需要教会农村居民使用，一定程度上简化操作对新产品的推

广会有积极意义。 
(五) 引导金融机构落实和完善精准扶贫相关政策 
2022 年是国家“十四五”规划实施的深化之年，也是国家“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显现成效的一年。建立健全的金融精准扶贫相关制度，做好风险保障工作，

完善监管监督机制，做好与地方实际相结合，因地制宜，对带动农村居民创造财富，缩小城乡鸿沟，促

进共同富裕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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