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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绿色金融推动乡村农业发展的探究

童暄涵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中国·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当前，绿色产业作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动力来源，已成为国民经济增长新动能[1]。在新时期，绿色

金融对推动乡村农业绿色发展发挥出功不可没的作用，在推进绿色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相关部门需加大绿色金融产品创

新，通过优化金融手段和方式，加大对乡村农业发展的金融支持力度，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建设，促进绿色金融更好地服务

于现代农业发展。本文以绿色金融为核心，探讨了绿色金融在推动乡村农业发展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并就新时代绿色金融

推动农业发展的策略进行重点探讨，希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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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green industry, as the main power source of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has become 
a new kinetic energy for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1]. In the new era, green fi nance plays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promoting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rural agri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green economy, relevant 
departments need to increase the innovation of green fi nancial products, increase fi nancial support for rur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y optimizing fi nancial means and methods,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green fi nancial system, and promote green fi nance to better 
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Taking green fi nance as the co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great role of green fi nanc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agriculture, and focuses on the strategies of green fi nance in promoting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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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发展绿色循环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旋

律”。乡村农业发展，也应朝着绿色化方向前进。随着

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满足国家对环境保护提出的要求，

一种新型金融方式——绿色金融应运而生。绿色金融是

绿色低碳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对传统金融的发展与革

新。绿色金融对推动农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优

化农业产业结构、推动资金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大力

推进绿色金融在乡村农业发展中的应用，是落实国家建

设现代化新农村的重要途径，更是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

重要举措。

1  绿色金融基本概述

绿色金融是新时期我国金融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其是以生态文明为核心，旨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一种新型金融业务模式。绿色金融通过优化信

贷资金配置，推动资金从传统高能耗、高污染产业朝

着清洁化、集约化、绿色化产业转变，实现金融服务

方式创新，满足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要

求，可有效推进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绿色金融作为一

种新兴金融模式，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对传统金融的一种超越和创新，更是我国金融业发

展的新方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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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绿色金融对推动乡村农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绿色金融在促进农业生产与发展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有利于推动乡村农业绿色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世界各地都大力倡导绿色发展

理念。绿色发展理念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人与

自然和谐共处，当前，绿色农业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和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在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应

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环保战略，将环境

保护落实到乡村农业生产中，提高农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

能力，进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农业生产发展

作为农村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必须采取科学有效的防治

措施。发展乡村绿色农业，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农业生产

模式转变，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战略的重要

举措。加快绿色农业的发展，不仅可以推动农业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更能为农民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是实现农业

可持续发展和建设美丽乡村的必然要求[3]。而加快推进生

态环境改善，实现绿色农业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投资环境支

撑。将绿色金融应用到乡村农业发展中，为推动农村农业

发展提供重要助力，更有利于环境保护理念在农业生产领

域的“落地生根”，通过优化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方式，

可激励广大农户积极响应建设绿色农业的号召，进而有效

地推动农业生产朝着绿色化方向发展，推动农业发展与环

境保护的有机协调。

2.2是推进乡村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重要支撑

随着乡村振兴的大力推进，农业生产逐渐朝着产业化

方向发展，而农业产业振兴离不开资金的支持。绿色金

融的助力，可为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研发提供充足的资金

支持，使农业生产逐渐朝着集约化、产业化、优质化方

向发展，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绿色金融助推农

业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制定

绿色农业企业和绿色农业发展标准，增加绿色信贷和绿

色基金投资力度，可满足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融资需求，

并引导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逐渐延伸至二、三产业，

例如循环农业技术研发、农业产品加工、休闲生态农业

等，以实现产业的融合发展，带动农民增收与农村经济

发展。同时，加大绿色金融对农业产业发展的支持力

度，对于建设现代化新农村与推动乡村振兴发展具有至

关重要的意义[4]。

3  绿色金融在推动乡村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针

对乡村农业生产发展的绿色金融体系仍需不断完善，绿色

金融在推动乡村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3.1法律法规有待完善

当前，发展绿色金融已成为金融业发展的主流趋势，其

在推动乡村农业发展中具有不容小觑的力量。但是，由于

我国绿色金融起步较晚，发展时间较短，相关法律法规建

设有待进一步加强。由于法律法规不完善、政策制定存在

缺陷以及对市场认知不足，一些地方政府更注重农业发展

的短期效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绿色金融服务的成效

和积极性，导致绿色金融服务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3.2绿色金融产品结构有待优化

绿色信贷产品与项目融资是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支持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力量。然而当前，我国农村绿

色信贷仍然处在起步阶段，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绿色金融风

险防控体系。同时，农村农业绿色信贷产品的供应量也相

对较少，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性不足，金融产品的规模和深

度有待进一步扩大，导致绿色金融对农村农业发展的推动

作用仍然不尽如人意[5]。

3.3绿色金融发展意识不强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对绿色经济这一概念尚未形成深

入、全面的认识，绿色观念薄弱。一些农户更注重农业发

展的短期效益，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绿色农业的发展。另

一方面，绿色金融业务存在着资金回收慢、回报低、时间

长、不确定性强、风险大等挑战，这导致一些商业银行针

对绿色金融保持观望态度，不利于绿色金融业务在乡村农

业发展中的顺利推进。

4  新时期绿色金融推动乡村农业发展的相关策略

4.1健全有关政策与法律

绿色金融对农业发展的支持离不开法律法规的约束。在

农业发展过程中，需要借助法律手段规范农业经营管理活

动。为发挥绿色金融在农业生产发展中的引领作用，我国

可积极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建立完善的法律法

规，针对农业生产中的环境破坏行为，制定严格的惩罚条

例。同时，我国相关部门应强化执法力度，构建严格的外

部约束条件，进一步规范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行为[6]。

4.2加大绿色金融产品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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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农户的认知水平较低，缺乏对金融政策的

敏锐感知和对金融政策的深入理解。为推动绿色金融在农

业发展中的应用，需要让农民真正认识到绿色金融的价值

所在。对此，相关部门应结合农村地区群众的认知特点和

学习能力为基础，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加强绿色金融理念

的宣传和推广，以官方引导和宣传为手段，让更多群众意

识到绿色金融对于乡镇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相关商业

银行应加大对绿色金融产品的宣传解释力度，使农户认识

绿色金融产品的作用，逐渐消除农民对新型金融产品的抵

触心理和顾虑情绪，提高农民对绿色金融的认知和信任。

同时，绿色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模式，是我国农业

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针对我国农村地区绿色经济观念薄

弱的问题，各地政府、村委会应加强现代化农业发展理念

的宣传，有效改变当地农民在农业生产活动中的传统观

念，号召农户加入“绿色革命”行列，为绿色金融在乡村

农业的应用建立坚实的群众基础，为绿色农业经济的发展

带来持久的力量。

4.3确立畅通的绿色金融渠道体系

为了将绿色金融应用于乡村农业发展，在确保法律法规

完善和群众基础牢固的基础上，应进一步确保金融资金的

充足和正确的政策引导。对此，我国相关部门应结合国内

金融发展现状，不断创新绿色金融产品。除了绿色信贷、

项目融资、绿色债券之外，金融机构可以积极开发绿色股

票和绿色保险等产品，并加大农村农业金融市场上的信贷

供给，提高农业金融服务效率，从而更好地推动乡镇农业

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此外，考虑到农户和农业企业

融资金额、期限和资金用途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应建立完

善的农业金融配套机制，根据具体的农业生产需求，为农

户办理绿色金融业务提供个性化服务，使绿色金融产品能

够充分满足农业生产的实际需求，减少资金浪费与闲置情

况，优化资金配置，提供绿色金融资金的利用效率，从而

为乡村农业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助力。

4.4加强政府的监管和支持力度，提高绿色金融服务   

质量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为加强农业经营主体环保行为监

管，各地政府可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将环境保护信息纳入

信用评估系统，建立环境保护信息披露平台，以实施有效

的分类监管。同时，可建立环境信用评价体系，构建环保

信息公示制度，加强信息披露，健全风险评估体系，对农

业生产行为形成强有力、全方位的监管。此外，针对农业

发展领域提供绿色金融服务，应不断优化服务质量，提高

服务水平。针对农村地区的龙头绿色农业企业以及优质生

态农业发展项目，可以适当加大绿色金融支持力度。在提

供金融服务的过程中，针对绿色农业客户加快审批流程、

简化审批手续、提高授信额度、优化服务质量，以进一步

绿色金融服务质量与效率。此外，为了进一步优化服务方

式，可创新绿色农业金融支付交易渠道，比如采用快捷的

支付宝、微信等支付方式，从而实现更高效、更快捷的绿

色金融服务，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式的绿色农业金

融支持服务体系。

5  结语

总而言之，绿色金融为推动乡村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

供了指导和充足的资金支持。推动绿色金融在乡村农业生

产与发展中的应用，可为乡村农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

力。在新的时代形势下，我国相关部门应建立完善的法律

法规体系，积极推广绿色金融，使绿色金融在农村地区获

得广泛的群众支持，提高绿色金融支持在农业生产发展中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农业经

济的日益繁荣，进而实现现代化新农村的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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