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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的有效发展是以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因而这一
战略的实施则需要金融的有效供给，然而这一部分在社会形态
的演变下逐渐形成公共品属性。在这一公共品有效供给的实施
基础上同时存在着一定的影响因素，致使供给的有效性较低，
其主要源于政府机构以及金融机构的立足点不同所导致。

1　公共品属性相关
1.1 公共品属性。乡村振兴这一战略的实施顾名思义具备

了强烈的政治性以及政策性因素，因而在其金融的应用作用下，
其公共品属性则显然来自于政策战略的基础。由于资源的市场配
置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且市场文化程度较弱，致使在乡村振兴金融
的作用发挥上往往需要通过政府在各个方面加以支持；另一方
面，乡村振兴金融是以发展农村经济水平为基础的政府性战略设
立，因而其属性更偏向于公共性质[1]。相较于商业性质较强的
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而言，乡村振兴金融更甚于扶贫以及农业金融
类业务支持等此类金融公共品。

1.2公共品属性的演变。公共品属性何以辨别，主要依托于
其所具备的政策义务性质。在不具备政策义务时，其属性主要以
私人性质所体现，如此一来，由于农村经济基础原因致使这一金
融公共品在以获利为基础的条件下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导致乡村
金融供给不足，融资较为困难，进而无法有效的推进农村经济的
发展进步。基于此，政府以及相关部门进行政策的调整，完善并
优化金融业务的开展，从而将其私人性质逐渐减弱，从而逐渐增
加公共品属性的发展。

1.3金融公共品的分类。基于使用需求角度而言，可分为不
以融资为主要目的的乡村振兴金融比如金融相关知识的普及教
育、安全防护以及环境制度等的建设；以及以投融为主要目的公
共品，比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用资、农村社会保险、小额信贷以
及扶贫贷款等。另一方面，基于范围角度而言，可分为全国性以
及地方性金融公共品，其政策实施与地方政策相连接，受地方政
策影响[2 ]。

1.4公共品属性的表现。很显然，受政策义务影响，其属性
则主要表现于政策义务之中，此外，还体现在其所具备的政治性
责任以及其所衍生的各方面影响作用之中。在此过程中，金融机
构基于以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实施并相应政策的要求制度等进行
业务的发展，同时还需要在此期间尽可能将利益最大化，以同时
兼顾政府及机构本身的基本实施原则。此外，这一实施对于农村
整体形象包括民俗信用等得以有效的提升，同时还能够提高农村
经济的有效发展，使得这一战略的实施得以有效的推进。

2　公共品属性所带来的影响
2.1 供给动力不足。在经济建设方面，政府与金融机构的

业务出发点不仅相同，前者是以社会的发展为基点有效的落实政
策的实施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整体进步，而后者则是基于经济
利益的角度拓展业务，具备更多的私人属性。在理念上，前者强
调后者应当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以及义务，比如税收以及慈善等
方面；而后者认为前者并不了解金融市场，并且自身已承担了过
多的义务责任[3]。这两者间不同的理念致使了金融机构对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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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的支持缺失一定的动力作用。
2.2供给效力缺失。上述所说，金融机构与政府间行为出发

点不尽相同，因而在工作落实的过程中由于不同原则作用致使了
动力的缺失。此外，还体现在供给的效力缺乏现象。也就是说，
金融机构在以获利为原则的基础上，往往会给予企业类单位更多
的财力支持，然而在政府薄利的工程建设上比如污水处理、环境
卫生的建设等方面，则不愿提供较多的经济支持，如此，则导致
了供给不足的现象。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过程中，亦
会出现拆建重复的现象，并且在此期间存在着浪费现象，因而即
便是给予了一定的支持，然而在实际作用上仍不具效力。

2.3 供给存在失衡现象。在建设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为有效开展这一工作，政府在基于农村金融支持的过程中逐渐
放宽了业务要求，如此亦意味着增加了一定的经济风险性，使
得金融经济的发放针对性减弱，从而使得人们贷款目的繁杂不
纯，导致资金供给不足甚至基于不良道德影响使得政府金融出
现债务危机。因此，公共品属性致使乡村振兴金融存在一定的
供给失衡现象。

3　建议策略
3.1 建立多元化供给体系。就目前的形势来看，乡村振兴

的战略实施由于多方面因素导致其主要是以政府为独立单位进行
金融经济的供给，而在农村发展建设的过程中则需要大量的资金
供应，加之政府策略的逐渐宽限致使政府存在着一定的债务危
机，无法以一己之力有效地进行供给。基于此，政府可动员并鼓
励金融机构等参与这一建设的有效供给，以减缓政府压力的同时
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

3.2有效改善外部影响因素。一方面，提高在此战略实施过
程中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政策与制度，公平公正的在工作开展的
各个环节令其竞争，使其有效地参与到社会建设当中，并给予其
相应的权利与权益。另一方面，民主化建设的实施应当加以提
高，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利，并加大乡村经济的法治建设，创建良
好的社会环境。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乡村振兴金融的公共品属性基于其战略的政治

及政策的基点，因而其更加侧重于公共品属性，但在具体认知
上，应当正确的认识其属性；在此过程中，应当将其属性的变化
加以重视，进而将乡村振兴金融的有效落实，提高金融机构等的
参与积极性，以促进乡村的有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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