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盘和林：农村数字普惠金融

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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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盘和林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2014 年，国务院提出要大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

促使农村金融改革创新。一方面传统的金融机构向数字化转型升级，金融

产品、金融服务数字化，另一方面，一些数字化金融服务形式兴起，各种

借贷平台问世，数字金融市场活跃起来。 

什么是农村数字普惠金融？ 

2016 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将数字普惠金融定义为，一切通过使用

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为。《中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报告

2017》界定数字普惠金融是以数字信息技术、移动通讯中断基础的普惠金

融方式。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理解为数字技术方式下的普惠金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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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仍是通过数字技术实现金融普惠的目标。 

农村金融需求数额小、周期短、分散化等特征，使得农村传统的金融

服务与需求不匹配，产生产品的逆向选择、行业发展的滞后、农民收入水

平增加缓慢等多种问题，因此通过“数字+金融”，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为

三农问题服务，对打通“最后一公里通道”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数字普惠金融，颠覆了传统金融的

“二八定律”，具有网络外部性，可以从可得性、成本等方面弥补传统金

融服务的缺陷，助力三农问题的解决，催生数字金融市场的长尾效应。 

目前数字普惠金融在三农问题上，主要有以下几个切口：数字平台、

数字产品、服务模式。例如：中国建设银行的“裕农通”、中国农业银行

的“惠农 e 付”等围绕日常消费支付、便民生活缴费和投资理财的金融服

务要求，所搭建的平台汇聚了支付、融资和消费等多种功能。个体网络借

贷机构也为农业原料购置和农业生产经营放款金额提供了金融服务。通过

数字金融服务三农，可以更好地体现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公平性和共享性。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升农民幸福感 

当前，改变收入不平衡状况，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一个重要的议题就

是消除“金融排斥”。数字普惠金融应用基于互联网、云计算等信息网络

技术，可以跨越金融机构的实体网点，突破金融服务的空间限制，不仅节

省时间更节省成本，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帮助小微企业、个体获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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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机会。同时大数据的应用有利于对金融主体进行风险评估，并设计不同

风险产品，不仅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更践行了金融服务的普惠性目标，

为普惠金融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是农村当前金融体系的一个有益补

充，有助于缓解“精英俘获”带来的不平等问题，有助于促进经济结构的

调整、资金供求的有效匹配和农业规模化智慧化发展。 

因此，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对农业、农村经济融合，可以提高农村普惠

金融使用广度和深度，在农民问题上，对农民收入、消费、就业、创业都

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通过数字普惠金融，提升资本的流通，降低资

本成本的同时，促进机会均等化，促进创业和就业，促进农村经济产业的

发展，进而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增加农民的幸福感，在一定

程度上降低贫困发生率。 

数字普惠金融将促进农业发展 

农业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应用，有助于推动农业产

业链模式整合，突破农产品产销的限制，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依托数字

技术和信息数据精准发展农业，创新三农金融服务模式，建立基于云计算

和现代信息技术的智慧农业，不仅能有效提升农业的生产管理水平，并且

可以带动农业转型升级。通过信息技术和农业的结合，降低信息不对称现

状，促进农业生产规模效应的形成，提高农村资本、土地、劳动力生产要

素的流通和生产效率的提升，降低交易成本，降低风险。 

河南省光山县青龙河农业机械化专业合作社的“产、学、研、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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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发展模式，就形成了农业生态良好内循环，依托数据、云计算等

现代化数字技术，对农业生产进行赋能，同时形成数据反馈，不仅推动相

关科研发展创新，更为农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促进信息共享，比如“一

田两用、一稻两虾”的养殖模式的推广，对周边农业形成示范，吸引社会

资本进入，促进农业规模效应的形成。除此之外，山西省祁县万牧安格斯

肉牛养殖基地、黑龙江北大荒等都通过智慧农业模式，实现了精准、高效、

环保作物作业，提升作物产量、品质的同时，提高了土地的集约效率，提

升了农业产值。 

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乡村振兴 

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共享性能更好地满足乡镇小微企业分散化和小额

的资金需求，实现服务对象的下沉和多元化。以某金融科技公司为例，其

与政府和金融机构建立的数据金融平台，面对的对象主要是农户、返乡创

业大学生、小微企业，并与村淘、农信等机构合作提供支付、借贷、保险

等多种金融服务，截至 2018 年年末其惠农服务已经为 280 余万农村用户

提供了超过 2500 亿元的经营贷款。 

同时，目前我国供给侧改革正在进行中，政府对三农领域的数字化基

础设施投入，为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通过数字化产业

链，可以发挥数字经济的长尾效应，降低成本，打破促进信息共享，带动

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增值，增加产业链的活力，助力乡村振兴。比如，江苏

武进区利用互联网电子商务，将翠冠梨的生产标准化，节省冷冻费用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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