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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如何推进金融服务乡村振兴
郑晓波

（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永州市中心支行，湖南　永州　425100）

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于推进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助力我国社会经济持续稳步迈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人民银
行分支机构应当将思想与行动都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推进金融创新，把服务乡村振兴真正上升到战略高度，真正发挥出
主力军作用。本文结合笔者实际工作研究，探讨了人民银行如何有效推进金融创新，服务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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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推进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

标和解决“三农”问题，是新时代下必须要尤为关注和重视的问

题。在具体调研过程中了解到，目前一些地区在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过程中依旧还缺乏金融服务支持，表现出农村金融供给不足、

金融产品创新滞后等突出问题。基于此，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必须

要主动履行好自身职能，不断推进金融创新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

1　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现存问题
一方面，金融产品创新不足。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

进，农业生产开始朝着产业化和规模化的方向发展，农业经营主

体以及农户表现出日益多元化和个性化的金融需求，然而目前对

农村提供的金融产品在金额、结构以及各方面设计上都较为陈旧

滞后，导致“三农”金融服务需求不能够充分满足。另一方面，

农村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即便大部分金融机构的物理网点已

经囊括了国内大部分农村地区，但因为一些乡镇表现出地域广、

人口分散、行政村较多等突出特征，建立的物理网点和自助设备

不能够充分满足农民群众的金融服务需求，较低的支付服务辐

射面和服务效率，ATM等自助金融服务终端难以发挥出金融支

持的所有功能，同时因为新网点建设成本以及设备资金成本、投

资回报率不足等因素的制约，一些涉农金融机构在建设农村金融

基础设施的过程中缺乏较高的积极性[1]。

2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推进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建议
2.1　强化目标导向

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各地人民银行也陆续成立了

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工作小组，相关人员的工作职责进一步明确，

各单位之间的协同配合程度也有了明显提升，金融资源逐渐朝着

乡村倾斜。因为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要因地制宜地拟定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工作计

划。同时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要坚持定期组织开展座谈研讨会，坚

持按月调度，确保工作计划可以在各基层金融机构贯彻落实，详

细的执行情况和取得成效应当进行全面考核，考核结果纳入到

金融机构执行人民银行政策规定评价中来。如人民银行永州市

中支联合市相关部门制定农村信用等级评价办法，促进农村信

用体系建设，强化对信用镇、信用村、信用户评定的考核工作，

并以此推进农村小额信用贷款的发放。另外需要开展好乡村全

面调研活动，全面掌握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落实中农村、农户存在

的困难，确保金融服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2]。

2.2　优化金融服务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应当积极支持推进金融特色服务的提

供，比如说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组织进行金融小社区品牌培

育活动，借助于打通村级金融机构服务场所提供驻村服务，实施

上门调查、金融知识普及教育、集中受理等特色服务，逐渐规范

并完善“社区化”的特色金融服务体系，该体系表现出效益性、

集中性以及便捷性的突出特征。进入新世纪后，金融领域逐渐朝

着更加专业化和智能化的趋势迈进，人民银行金融服务乡村振

兴战略应当深入挖掘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坚持与时俱进、顺势而

为，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带来线上金融支持，确保金融机构线

上与线下的有效衔接。在实际工作中，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必须要

通过各种渠道真正打通农村普惠金融的“最后一公里”，为保障

该目标的实现可设置农村金融服务站，让广大农户无需出村即可

获得汇款、小额取现、社保卡业务以及其他代缴费等金融服务。

2.3　加强协调联动
首先要推进执行地方政府主导、人民银行牵头、相关职能

部门配合、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的工作机制，促进政府、金融以及

社会资本之间的灵活互补，密切金融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产业

扶持政策与财税政策的关系，对惠农政策予以充分整合，真正实

现合力；其次应当推动金融系统内的协调配合，增强金融服务水

平和质量，借助于分工协调的模式，确保各金融机构履行好自身

职责，建立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联动机制，真正做到信用信息、

金融产品以及相关服务的共享；再次应当不断推动农村信用体系

建设工作，积极和当地政府职能部门、司法机关之间实现信息共

享与联动，针对金融违法犯罪形成打击合力；最后应当优化政银

企对接平台，积极创设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社会氛围，与地方政

府共同构建涉农金融服务风险共担体系，争取配套政策支持，尽

可能规避和缓解金融风险[3]。

2.4　提供政策保障
不断总结反思金融支持脱贫攻坚工作的先进经验，持续发

力，将其灵活运用到乡村振兴中来，结合农村地区当前实际发展

需求，深入分析新形势新问题，第一时间制定有针对性的金融服

务政策。对金融政策的着力点予以合理调控，确保金融政策服务

于更多农村群体。借助于科学利用降准、再贷款再贴现和两个直

达实体经济等政策工具，积极引导更多地方金融机构拓展涉农

领域的金融服务范围，拓展服务广度与深度，进一步增强对关键

领域与薄弱环节的帮扶。最后应当构建并完善乡村振兴金融服务

统计监测以及考核评估体系，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际实施效果予

以全面分析，通过打好金融政策组合拳的方式来发挥出人民银

行在其中的职能作用。

3　结论
总而言之，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不单单是金融部

门的重要社会责任，也是金融机构的创新发展机遇。为确保我国

乡村振兴战略能够真正达到预期效果，人民银行必须履行好自身

职责，真正利用并发挥好自身优势与职能作用，推进金融服务创

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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