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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服务乡村振兴的新要求与新方向

 
近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 2021年银行业保险业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的通知》（下

称《通知》），从八个方面提出了 2021年银行业保险业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工作要求，

主要包括优化金融服务供给体系和服务机制、强化关键领域金融产品供给、提升县域

金融服务质效、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发挥保险保障作用、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支

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强差异化监管考核等。《通知》主要

有以下关注点： 

第一，强调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内部政策倾斜等方式支持乡村振兴。《通知》鼓励

金融机构建立服务乡村振兴的内设机构。在内部政策倾斜方面，在原有经济资本配置、

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人员配备、考核激励、费用安排的基础上，鼓励银行在信贷审批流

程、授信权限、产品研发方面对乡村振兴业务予以政策倾斜。当前，我国银行业涉农贷

款规模年增速保持在 10%左右，涉农贷款中纯信用贷款占比逐步提升。大型银行在农村

土地流转、支持农业产业链龙头企业及家庭农场、支持农民经营性贷款的授信指引逐

步完善，涉农贷款抵质押物范围有所拓宽，农村金融覆盖面逐步扩大。部分机构利用科

技构建、完善涉农信用体系，将农民补助、采购、种植、土地流转收益等信息集成，为

农村长尾用户提供授信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乡村振兴涉及政府、公司、个人等众

多经济主体，涉及多业务条线，需要加强对相关业务的统筹管理，形成对各项业务支持

方式、授信授权、产品和服务体系的全面协调机制。 

第二，特别强调提升县域金融信贷资金适配性，满足县域金融服务需求。县域金

融是乡村振兴和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阵地。截至 2019年，我国县域经济 GDP总量约占

全国 41%，百强县 GDP 已全面超越 500亿元，32 个县及县级市 GDP超越 1000亿元。县

域作为核心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外围经济腹地，其城镇化和经济增长潜力应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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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银行业对县域区域的金融发展模式表现为“重负债、轻资产”，县域区域存

贷比显著低于城市区域。此次《通知》明确强调，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提出科学制定资金

适配性较差县域的存贷比提升计划，及时满足县域有效金融需求。同时，《通知》明确

提出大中型商业银行要力争实现普惠型涉农贷款增速高于本行各项贷款平均增速的目

标。“十四五”时期，以“三农”领域基础设施补短板、县城城镇化建设及老旧小区改

造、高标准农田建设等为代表的乡村振兴项目将激发大量金融需求。农业各产业链及

产业集群的发展、乡村旅游的兴旺、农村“三块地”整治，需要大中型银行给予充分支

持。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县域经济的繁荣也将带动个人理财、消费金融等业务，需

要银行匹配更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与服务。 

第三，推动完善涉农信贷风险缓释及补偿机制。长期以来，涉农领域的信贷风险是

阻碍涉农金融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涉农信贷的服务对象主要以民营中小微企业、

个体户、农户等为主，信用风险比较突出。在部分较不发达县域，金融主体知识水平不

足、信用观念相对较差，相关职能部门监管意识和债权保护能力有待提升，银行业金融

机构的基层专业队伍及管理水平有待夯实。因此，全面平衡涉农领域业务发展及风险

管理是各家金融机构需要面临的问题。为此，部分县域政府主动作为，推动银行业与涉

农保险的合作，通过政府引导涉农基金等方式建立风险缓释及补偿机制。多家金融机

构从自身出发，构建涉农领域信息平台，获取农户多维数据，增强风险管理的针对性与

准确性。《通知》中明确，建立完善涉农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同时，在有条件的地区，

地方政府要建立并完善涉农信用信息数据平台，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建档评级

工作，力争在 2023年底基本实现信用建档评级全覆盖。随着信用体系的完善、风险缓

释及补偿机制的构建，金融机构在县域金融、涉农贷款领域将具备更广阔的服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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