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1

Capital and Market,财经与市场,(6)2023,19
ISSN:2661-3263(Print);2661-3271(Online)

云南农村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但如何安全推广成关

键。普惠金融安全是农村金融健康的关键，研究其风险及

对策对发挥其作用至关重要。

1  云南农村普惠金融风险控制成效

目前，云南农村普惠金融风险控制已取得一定成效，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风险控制意识不断增强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普惠金融发展重

点放在农村地区，通过《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

2020年）》等政策文件，明确了发展目标和任务。党的十

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了农村普惠金融的重要性，提出提升

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防范金融风险，促进共同富裕。云

南省积极响应，出台《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等，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风险管理，提供高质量

金融服务。

调研显示，云南农村普惠金融服务供给方对风险控制的

重视日益增强。监管端和供给端均展现出积极态度，风险

控制意识不断提升。这表明，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地方实

践的推动下，云南农村普惠金融正朝着高质量发展方向稳

步前进，为实现农村地区的经济振兴和人民生活改善提供

了有力支撑。

1.2  金融机构网点稳健发展

金融机构网点是农村普惠金融的基石，其不可替代性在

服务农村地区中尤为突出。截至2022年底，云南省银行业

金融机构数量虽较前年有所下降，但法人机构数量的减少

反映了市场布局的优化和职能的调整。资产总额达到5.5万

亿元，同比增长6.9%，显示出金融机构资本的充足性，为

抵御风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从业人员数量增至88206人，

较上年增加了4018人，这一增长不仅强化了风险管理团队

的专业性，也提高了对潜在风险的识别和评估能力，从而

增强了金融机构的整体风险控制能力。（见表1）

1.3  风险分担机制增强

云南省在风险分担机制上取得了显著进步，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1.3.1征信体系建设。云南省不断优化征信服务网络，

至2022年末，已建立572个征信服务网点，部署665台自助

查询机，地方征信平台的上线有效满足了1.5万户企业的

融资需求，总额达135亿元。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如信用

户、信用村、信用乡（镇）的推进，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

力支撑，农户信用档案建档率达到94.0%，信贷投放余额达

到60亿元。

1.3.2支付便民服务。云南省的支付清算系统运行高效

稳定，年处理业务量达3亿笔，同比增长29.3%，清算资金

52.2万亿元，同比增长0.8%。支付服务点的建设数量达到

1.5万个，其中普惠金融服务站7670个，支付服务主体累

计减免手续费5亿元，惠及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124万户

次，极大地便利了群众的支付需求。

1.3.3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人民银行通过12363“暖心

热线”提升了服务效能，2022年度消费者满意度高达90.7%

。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建设取得成效，成功调解纠纷

1267件。金融知识宣传教育活动覆盖了3245万余人次，有

效提升了公众的金融素养。

这些措施共同强化了云南省的风险分担机制，为普惠金

融的稳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1.4  金融科技赋能

金融科技的注入为普惠金融领域带来了革新，打破了地

理和时间的限制，让偏远和农村地区的低收入群体也能轻

松享受到金融服务，有效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云南

省的监管机构，包括省政府和金融监管局，对数字普惠金

融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激励金融机构在金融科技领域

进行创新，以创新的产品和服务模式来满足普惠金融需求

端的多样化需求，同时有效降低了风险防控的成本，提高

了工作效率。

以中信银行昆明分行的“商票e贷”为例，这款创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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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产品通过灵活的贷款利息承担方式，为小微企业和农户

提供了全面的融资解决方案。产品的全流程线上化，极大

提升了贷款审批和发放的效率。金融科技的运用，正助力

云南农村普惠金融向线上化、智能化和无接触化转型，同

时在风险分担方面实现了创新和突破，为普惠金融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2  云南农村普惠金融风险识别分析

云南农村普惠金融成效显著，但风险控制仍是发展难

题。本文将从供给端（金融机构）、需求端（农户）、监

管端（省政府、监管机构等）三方面分析其风险。

2.1  供给端风险识别分析

2.1.1信贷风险。云南农村地区农户普遍缺乏有效抵押

物，加之信用体系不完善，信用信息分散，导致金融机构

在评估农户信用时面临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不仅增加了尽

职调查成本，还提高了贷款违约风险。农业生产的周期性

和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剧了信贷风险。

2.1.2流动性风险。农村资金需求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

集中性，如农业生产关键期的资金需求。金融机构若无法

有效匹配资金供给，可能引发流动性不足，影响农户融资

需求的满足。

2.1.3操作风险。金融机构在普惠金融服务提供过程中

可能因员工业务不熟悉、操作不规范或系统故障等原因引

发操作风险。特别是在网络基础设施薄弱的农村地区，系

统故障的风险更高。

2.1.4市场风险。市场环境变化，如利率波动、政策调

整等，可能影响普惠金融资产价值，增加金融机构的市场

风险。利率上升可能增加借款人还款压力，政策调整可能

影响业务模式和盈利空间。

2.1.5技术风险。金融科技的广泛应用带来数据泄露、

系统瘫痪或算法偏见等技术风险，可能损害金融机构声誉

和客户信任，引发监管处罚和法律纠纷。

2.1.6知识共享风险。云南农村金融机构间存在“知识

孤岛”现象，业务信息和风险控制知识未能有效共享，增

加了运营成本和风险暴露。

2.2需求端风险分析

2.2.1金融知识匮乏。受地理环境、民族文化、教育等

因素影响，云南农村地区农户普遍缺乏金融知识，对普惠

金融产品特性和风险认识不足，易受不良金融行为影响，

损害自身利益。

2.2.2还款能力有限。云南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农

户收入单一且波动大，收入水平低，还款能力有限，存在

不确定性。

2.2.3认知存在偏差。农户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与金融机

构提供的服务之间存在一定的错位。农户对短期、小额、

灵活的金融服务需求较大，而金融机构往往更倾向于提供

长期、大额的贷款产品，涉农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与

机构类别

营业网点 营业网点 法人机构（个）

2021 2022

2021 2022
机构个数   
（个）

从业人数   
（个）

资产总额   
（亿元）

机构个数   
（个）

从业人数   
（个）

资产总额   
（亿元）

大型商业银行 1552 33024 17246 1547 33053 19165 0 0

国家开发银行和政
策性银行

89 2102 7579 89 2059 7473 0 0

股份制商业银行 380 8296 4227 374 8463 5517 0 0

城市商业银行 246 6483 5276 258 6648 5587 3 3

城市信用社 0 0 0 0 0 0 0 0

小型农村金融机构 2197 24890 11694 2192 28258 12270 133 128

财务公司 5 127 363 5 125 379 3 3

信托公司 1 113 48 1 119 53 1 1

邮政储蓄 864 3279 1916 880 3241 2064 0 0

外资银行 7 96 102 7 102 120 0 0

新型农村机构 399 5197 577 203 126 486 278 72

其他 5 210 1294 1 12 1430 1 1

合计 5745 84188 51115 5557 88206 54543 419 208

数据来源：云南省银保监局

表1 2021-2022年云南省相关金融机构及其物理网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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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金融需求的不匹配，增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性。

2.2.4数字技能应用不足。云南农村地区仍有部门农户难

以掌握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技能，难以熟练掌握和使用手机

银行、网络借贷、电商平台等新技术工具，农村普惠金融群

体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数字鸿沟”，这限制了他们通过数字

渠道获取金融服务的能力，增加了金融服务的难度和成本。

2.2.5信息获取渠道有限。由于地理位置偏远、信息基

础设施不完善，农户获取新技术和普惠金融知识的渠道有

限。这导致他们对新技术和普惠金融服务的了解不足，难

以做出明智的金融决策。

2.3监管端风险分析

2.3.1监管资源分配不足。云南农村地区地域广阔且地

形复杂，城乡发展不均衡，导致农村地区金融监管资源有

限，监管工作难以迅速覆盖所有农村区域，难以对普惠金

融服务进行全面深入的监管。

2.3.2监管效率低。信息闭塞和农户对金融政策了解不

足，导致监管决策滞后。传统监管手段如人工审核和现场

检查在农村地区难以有效实施，监管效果受限。

2.3.3数字金融监管挑战。数字普惠金融虽扩展了服

务范围，提高了效率，但其“去中心化”特性增加了监管

难度。部分机构通过创新规避监管，监管体系完善需要时

间，期间可能出现监管盲区，增加风险。

2.3.4监管信息共享不足。尽管有普惠金融监管信息共

享平台，但部门间信息系统不兼容、共享意愿不强，导致

监管机构难以全面及时掌握金融机构的运营和风险状况。

信息孤岛增加监管难度和成本，降低监管效率，影响政策

实施效果。

3  基于知识共享的云南农村普惠金融风险控制建议

云南农村普惠金融面临的风险既包括固有问题，也涉及

制度和外部冲击。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各方参与者需通

过知识共享和资源合理配置，共同应对市场风险，以实现

普惠金融的共赢发展。

3.1  建立知识共享平台，提高风险管理效能

通过运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

构建一个综合性知识共享平台，旨在促进农户、金融机构

与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互通。该平台应具备直观易用的用

户界面，确保各类用户能够轻松访问和操作。

农户可以通过平台表达服务需求、提供反馈，金融机构

则发布产品信息、服务流程及风险警示，而监管机构负责

监督平台运作，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合规性，并

制定政策措施，引导普惠金融的健康发展。

知识共享平台的建立，将推动金融服务向线上化、智能

化转型，缩短服务响应时间，提升效率。农户将获得更全

面的金融产品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决策失误；能

够便捷地进行贷款申请、账户查询等操作。金融机构能够

更精准地把握农户需求，提供定制化服务，并通过数据分

析工具对农户信用进行评估和监控，降低信贷风险。

监管机构则能利用平台进行实时市场监控，及时发现并

应对潜在风险，强化风险管理。整体而言，知识共享平台

将成为提升云南农村普惠金融风险识别、评估和管理能力

的关键工具。

3.2  组建共享知识联盟，强化各方风险应对能力

为了显著提升供给方、需求方和监管方三方之间知识共

享的深度与质量，并加强合作效率，云南省政府相关管理

部门应积极倡导在农村金融机构领域内构建知识共享战略

联盟。将此联盟作为关键桥梁，紧密联结各合作机构，促

进知识资源的深度交流与频繁互动，有效打破合作中的知

识壁垒与信息孤岛现象，加快信息整合与高质量共享的进

程，从而大幅提升知识资源的流动性、转移效率及其转化

为实际效益的能力。

3.3  实施多元知识共享，提升风险控制能力

首先，鼓励专家、资深员工将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通

过知识共享平台、经验分享会等形式传授给金融机构的员

工和农户，提升他们的金融专业素养和风险控制能力。同

时，针对金融机构的员工，鼓励他们将实践中的经验和问

题反馈给专家，形成双向互动的知识共享机制，进一步提

升其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针对农户，通过举办金融知识

讲座、发放宣传资料、利用知识共享平台等方式，向农户

普及金融基础知识、信用意识、风险防范等内容，增强农

户的风险防范意识。

3.4  强化数字技术保障，提升金融管控水平

首先，构建数字金融风险的精准识别体系，依托数字科

技尖端优势，创新性地引入人脸比对、活体检测及电子签名

等前沿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对云南农村普惠金融客户群体风

险的全方位、智能化评估。此外，完善数字金融的安全管控

体系，打造一个集用户信息认证安全、支付交易安全及应用

数据安全于一体的综合网络安全保障系统，确保数字金融基

础设施在复杂多变的网络环境中依然能够保持安全稳定、运

行顺畅，从而提升农村普惠金融风险管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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