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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金融赋能乡村振兴工程对策研究 

武  倩 

（西安培华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5） 

摘  要：科学技术不断发展，推动科技金融发展，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部署，科技金融要赋能乡村振兴，打造服务乡村振兴工程的新型金

融模式，打造数字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本文首先阐述科技金融赋能乡村振兴工程的现实价值与战略意义，然后分析科技金融赋能乡村振

兴工程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并重点阐述科技金融赋能乡村振兴工程的实施路径，最后尝试分析科技金融赋能乡村振兴工程的支持条件

与保障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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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黄志凌、王志忠、胡丹怡,等（2022）提出， “三农”领域基

层银行网点不足，金融整体供给能力有限，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借

助金融科技推动金融机构在乡村业务的数字化，有效支农[1]。杨涵、

赵忻淼、张磊（2021）指出，科技金融是推动农村金融服务创新的

新机遇，不仅能够缓解农村金融发展问题，而且能够缩小农村数字

鸿沟[2]。赵亮、郭俊宏（2023）指出，乡村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不高，

缺乏顶层设计与信用体系监管能力，要推动金融机构在乡村数字化

金融发展，才能有力助推乡村振兴[3]。王莹（2021）指出，科技金融

就是要充分运用区块链技术、云计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

技术等改善金融业务，实现金融服务的精准化发展与可持续力提升

[4]。吴琪、张伟、韩荣彦（2023）指出，乡村数字化治理是必然趋势。

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但是也存在数字化基础设施不健全，数字化

应用场景较少，乡村数字技术负担重[5]。已有的文献为本文研究科技

金融赋能乡村振兴工程对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1 科技金融赋能乡村振兴工程的现实价值与战略意义 

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工程具有极强的现实价值与战略意义，

不仅科技金融满足金融自身发展需求，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必

然要求。 

1.1 发展科技金融满足金融机构自身业务发展需求 

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科技与金融的结合是现实的迫

切需求，在新时代，对于金融机构发展科技金融的要求更高[6]。在乡

村振兴战略下，各大金融机构通过科技金融赋能乡村振兴工程，在

农村金融方面进行新实践、新探索，打造全新的农村科技金融体系，

完善金融机构自身的科技金融业务体系。 

1.2 发展科技金融是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必然要求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金融得到了迅猛发展，科技金

融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带来新机会，乡村数字治理，乡村数字化

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数字金融基础设施亟需优化[7]。因此，发展科技

金融赋能乡村振兴战略，是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必然要求，聚焦金

融机构将业务聚焦农村重点需要投入的环节和关键领域，从而才能

够推动乡村振兴实施取得一定的效果。 

2 科技金融赋能乡村振兴工程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2.1 科技金融赋能乡村振兴工程的现状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各个银行机构优化服务，加大科

技实力，打造服务乡村振兴工程的数字化金融服务，各类银行机构

将金融服务推向田间地头，比如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打造数字化“三

农”金融，建立“线上+线下”有机融合的服务模式，打造特色数字

金融银行服务于乡村振兴，发挥大数据作用，有效地助力“三农”。

除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也在科技金

融方面助力乡村振兴工程，中小型金融机构也探索差异化的科技金

融发展路径，通过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解决农村金

融存在的一些难题。 

2.2 科技金融赋能乡村振兴工程存在的问题 

虽然各大金融机构纷纷发展科技金融赋能乡村振兴工程，但是

广大的农村地区需要资金多，金融客户较为分散，农村科技金融所

需要的投入较大，致使金融机构在农村的金融业务信息采集成本大，

贷款投放与贷后管理压力较大，同时，农村地区金融资源相对稀缺，

难以覆盖网点运营成本[8]。因此，科技金融赋能乡村振兴工程还需要

新的发展思路。 

3 科技金融赋能乡村振兴工程的实施路径 

科技金融赋能乡村振兴工程需要构建 “线上+线下”融合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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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渠道，在农村发展无网点金融渠道建设，持续创新农村金融服务

内容等。 

3.1 构建 “线上+线下”融合的金融渠道 

科技金融赋能乡村振兴工程，就需要构建“线上+线下”相互融

合的金融渠道，在线上和线下都要建立 “金融惠农数字营业厅”。

在线上要建立“三农”金融服务平台，包括农村支付结算、农业资

金管理、农村信贷服务、农村特色理财等等，同时，各大金融机构

可以基于云计算等基础技术的应用实现金融服务的远程音视频，为

线下金融服务点赋能。 

3.2 大力开展农村无网点金融渠道建设 

借助互联网去中心、去边界的优势，各大金融机构可大力开展

农村无网点金融渠道建设，将线上金融服务精准触达农村地区客户，

有效降低基础金融服务成本[8]。能够通过政府机构、行业协会、村集

体经济组织、龙头企业等各类农村经营主体内部系统，获取相关涉

农数据，并以数据为基础实现信贷产品的自助申请、自动审批、线

上发放、随借随还，通过科技赋能解决信贷投放成本高的问题，为

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3 持续创新农村金融服务内容 

为农村用户群体提供符合其特点和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充

分发挥全国性各大银行、区域性各大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等不同类

型金融机构在各自领域的专业优势，业务上实现取长补短、优势互

补，通过细分客群和场景、科技赋能、模式创新等方式，切实解决

农村细分客群的差异化、个性化需求。同时，通过银联大数据平台、

云计算平台等金融科技基础设施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深入合作，

使商业银行能够更好的为农村用户群体提供符合其特点和需求的金

融产品和服务。 

4 科技金融赋能乡村振兴工程的支持条件与保障性措施 

科技金融赋能乡村振兴工程需要满足一系列的支持条件与保障

性措施，主要包括技术条件、平台保障、人才支持。 

4.1 技术条件 

科技金融赋能乡村振兴工程，离不开区块链等新技术，通过区

块链等新技术发展农业供应链金融[9]；科技金融赋能乡村振兴工程，

也离不开电子标签技术、卫生遥感技术、大数据技术、互联网技术

等，通过这些技术才能将 “三农”信息建档，为金融机构有效开展

涉农金融服务提供有效地参考。 

4.2 平台保障 

科技金融赋能乡村振兴工程，需要发展线上金融 APP 和线下智

能终端业务，这就需要一定的平台保障，通过一定的平台，才能将

金融机构相关助农的金融服务满足不同场景的需求[9]。因此，科技金

融赋能乡村振兴工程，要有专业化的涉农服务平台，比如福建中行

创新研发"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 

4.3 人才支持 

科技金融赋能乡村振兴工程，离不开高素质人才支持，各大金

融机构要以人才为起点，以农村金融为纽带，全面深化人才科技金

融，为涉农企业和个人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农村科技金融综合服务，

为乡村振兴实现提供很有效的金融支持，确保科技金融能够真正赋

能乡村振兴工程。 

结论 

总而言之，乡村振兴战略下，要强化乡村金融服务，因此，要

借助科技金融赋能乡村振兴工程，打造“数字技术”、“数字资产”、

“数字基建”、“数字生态”的乡村金融服务网点，拓展在“三农”

领域金融中大数据的应用场景，加快推进乡村标准化数字工程建设，

围绕乡村发展，发挥科技金融驱动发展，为乡村振兴创造更多价值，

促进科技金融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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