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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农村金融基本公共服务问题诊断及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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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鉴于农村的金融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是关系到农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因而亟待探讨优化农村金融基本公共服务。本

文以惠州市为例，采取调查问卷的方法，剖析出惠州市农村的金融基本公共服务现存问题，并就现存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以为农

村其余地区金融基本公共服务实现稳定发展提供良好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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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view of the rural financial basic public service quality is related to the high quality of rural 

development of the important cornerstone，so it is urgent to explore the optimization of rural financial basic public 

service. This research takes Huizhou City as an example，adopts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rural financial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 Huizhou City，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suggestions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to provide a good reference for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 other rural areas. 

 

一、引言 

近些年，我国农村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农村金融基本公共

服务也得到了相应程度的关注。我国当前多数供应农村区域需求的

金融物品，多数仍属于以政府为出资、或是政府利用政府采购政策

的一种补贴，这同样也带来了诸如完全依靠单一政府投资导致部分

金融物品市场的供应难以充分满足需求等等的现实弊端[1]。在此实际

状况下，需要吸引有关专业的第三方金融机构共同参与其中，为进

一步满足当前农村区域居民的多样化金融物品需求方面提供了一定

力度的金融帮扶[2]，在合理平衡现有供应资源与需求关系的情况下，

如何发挥农村的金融创新服务对民生的发展尤为重要[3]。 

合理开展相关农村金融服务工作，不仅能够更好地为农民提供

金融服务，还能强化农村区域的经济发展，对区域发展起着重要意

义[4]。因此，本文通过选取惠州市农村地区为研究对象，对惠州市农

村金融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进行汇总，并针对问题提出针

对性的解决方案，以供其余农村区域金融服务实现良好的发展提供

有益借鉴。 

二、文献述评 

关于农村金融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国内学者对其发展路径、服

务效果进行了大量探讨。在发展路径上，杨翠珍以山东省潍坊市为

例，指出了农村地区应以农村金融支付服务应与财政公共服务进行

融合发展[5]。张鑫指出了农村金融发展存在金融机构缺乏创新性、体

系不完善、资金不足等问题，并就上述问题提出农村金融发展途径：

创新其金融机构、完善金融体系、设立专项资金支持来促进农村金

融纵深发展[6]。潘妍妍和徐文明认为农村金融服务发展路径应坚持新

发展理念，以创新为动力，坚持农民为发展主体的中心思想[7]。 

在发展效果上：孙任萍认为农村的金融服务是实现其乡村振兴

的重要战略扶持因素。农村地区可通过金融服务实现社会闲置资金

资源在农村产业中的高效配置，为农业产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

来源[8]。黎州临认为美丽乡村建设是一个逐步深入推进的过程，此过

程存在金融服务需求易变、融资模式亟待变革等特征，因此农村金

融发展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对于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是一个重

要锚点[9]。徐敏和周海洋一致认为当前农村金融机构管理应以抓好党

建文化引领工程建设为第一抓手，通过努力夯实基层金融机构，加

强内部规范化管理基石，突出推进金融业务结构转型为重点，扎实

高效做好金融业务上的各种风险源头防控工作，在总体效果上农村

地区的金融服务应尽快由低水平高速粗放金融发展逐步转至高质量

发展[10]。 

三、惠州市农村金融基本公共服务现存问题 

本研究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对惠州市农村金融基本公共服务进

行相关探索，其问卷发放对象包括了惠城区的小金口、桥东、桥西

等 7 镇，惠阳区的淡水、秋长、沙田等 6 镇，惠东县的平山、吉隆、

铁涌等 6 镇，共发放 200 份问卷，在筛除无效问卷后，回收有效问

卷 136 份，回收有效率达到了 68%，调查问卷部分内容分析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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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惠州市农村金融基本公共服务调查问卷部分内容分析 

序号 问卷内容 有效问卷中否定答案问卷份数 

1 当下惠州市农村金融体系中产权结构是否明确？ 88 

2 当下惠州市农村金融工作开展中构是否普遍使用数字技术进行信息的收集与沟通？ 78 

3 当下惠州市农村金融工作开展充分考虑了农户的利益需求？ 54 

4 当下惠州市农村金融服务是否得到了政府政策的鼎力支持？ 58 

5 当下惠州市农村金融工作开展中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是否高效？ 63 

6 当下惠州市农村金融工作开展中农户是否存在乡土文化与商业文化的冲突？ 51 

7 当下惠州市农村金融工作开展中农户信息不对称现象十分严重？ 42 

8 当下惠州市农村金融工作开展中政府政策是否保障了农户的基本利益？ 46 

通过问卷分析，发现了惠州市农村金融基本公共服务主要存在

如下产权结构不明确、数字技术使用力度稍显不足以及金融资源配

置效率明显低下三方面问题，问卷中认为存在惠州市农村金融基本

公共服务产权结构不明确问题的占比 64.7%，认为惠州市农村金融

基本公共服务存在数字技术使用力度稍显不足现象的占比 57.4%，

惠州市农村金融基本公共服务存在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明显低下的占

比 46.2%（此外，制约惠州市农村金融农村金融服务发展的瓶颈还

包括乡土文化、商业文化的冲突等，但占比较小，本研究不展开具

体讨论），如图 1 所示，如下将对三方面原因展开具体剖析。 

 

图 1  惠州市农村金融基本公共服务发展问题统计前三名 

（一）产权结构不明确 

惠州市有超 64.7%受访农户认为当下农村的信用社并没有建立

清楚明确的金融产权结构。在这种情景下，惠州市对于农村金融中

介服务产品需求数量的迅速增长也让农村信用社客户的市场规模实

现了规模扩张。实际上也正要求惠州市和农村金融合作社的经营产

权结构模式必须适时改革调整，而因为当下与惠州市等涉及农业相

关经营产权的一些经营主体实际上并没有形成明确统一的法人权

属，很难直接行使起自主经营管理权。 

在中国农村信用社向商业化进行发展的大背景下，惠州市农村

信用社的金融服务发展具有一定程度的滞后，尚未建立完善的金融

风险范机制，惠州市部分银行面临风险程度较高的农村地区仍然存

在退避三舍的情况，此类现象不利于惠州市农村金融服务的良好发

展，虽然推出了部分风险补偿资金，但仍无法打消金融主体的风险

顾虑，现有的金融体制并没有解决农业经营主体贷款难的现实问题，

也加大了惠州市政府的财政压力。 

（二）数字技术使用力度稍显不足 

有 57.4%的问卷对象认为惠州市农村金融基本公共服务中，对

于数字技术的使用广度和深度上明显不足，尤其是吉隆、铁涌等地

区的农村金融基本公共服务方式特别单一，大部分农村金融业务没

有把当前的信息技术进行有机的应用。在数字技术发展的大趋势下，

各行各业都渗透了数字技术，数字经济促进了多元的劳动供给。虽

然惠州市的农村金融基本公共服务机构包含非金融机构、保险公司、

农业银行等不同类比的金融主体，但依然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管理体

系，且各主体间信息沟通渠道单一，没有构建相应的数字平台进行

业务的沟通，数字技术使用的广度、深度不足直接导致了整体业务

效率的低下，进而影响了惠州市农村经济发展的活力。 

（三）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明显低下 

有 46.2%的调查问卷对象认为惠州市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

下。惠州市农村的金融基本公共服务需要相关的金融资源进行必要

的支持，而现有的惠州市的金融资源面临着配置方式不合理、借贷

成本高以及发展不均衡等突出问题，使得普惠金融在惠州市农村的

推行受到一定的桎梏。在惠州市农村范围内，金融基本服务的发展

仍存在抵押物缺少、相关资金成本较高等资源配置不足之处，更多

的是通过民间借贷等非正式方式来进行金融资金资源支持，但这也

意味着农户面临着较高的贷款利率以及相应程度的还款风险。 

此外，在惠州市农村金融基本公共服务的信息化建设中，农户

贷款和金融小微企业、客户之间都没有能现很好地的数据、信息互

动，加以银行信贷风险补偿机制缺失等弊端，这些严重造成导致了

农民长期面临较大程度的逾期还款压力。数字技术应用虽然也给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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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农村金融产业服务中心带来一些重大发展新机遇。但当前农村地

区的金融人才资源明显供给不足，资金、人才智力等科技资源综合配

置及效率相对低下造成了惠州市农村金融创新产品上的创新窘境，这

势必对今后农村金融基本公共服务创新发展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四、惠州市农村金融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策略提出 

（一）推进农村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应当积极对惠州市农村金融基本公共服务政策体系进行一些

相应配套调整和完善，让各类保险公司、担保机构之间以及各类

政策性信用担保试点企业、政府行政部门主动加强服务合作。通

过对惠州市项目农村集体土地交易制度平台的快速建立和管理完

善，让惠州市中农村集体用地交易流通比较偏难管理的一系列问

题能得到较为良好的解决。通过对我惠州市等农村集体土地使用

权流转制度体系的逐渐建立和健全，让惠州市的农村集体用地经

营权偏难规范的瓶颈有望得到有效解决。通过加强对原有惠州市

惠农信贷政策流程的合理优化，让现有惠州市农村地区的农民信

用资金贷款成一套更高效的金融配套服务支持，从而逐步实现惠

州市农业现有金融贷款服务体系质量的有效提升。按照有关金融

惠农政策及时进行落实，通过今后对惠州市农业金融综合服务工

作体系的全面优化升级以及金融投资业务路径的创新拓展，让广

大农业金融发展对象享受更多资金支持。 

（二）实施业务中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 

惠州市农村的金融基本公共服务工作应进行数字化改革，做到

“一切让数据说话”的情况。通过对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

技术的应用，建立农医疗、信贷、理财等为一体的数字化金融基本

公共服务平台，使得金融基本公共服务能够以更加低成本、小微化。

一方面，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金融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得性，降低了

金融门槛，使得农村金融基本公共服务更好的渗透入农村居民群体

中。另一方面，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村金融共计方和资金需求方的匹

配效率，减少了信息沟通成本，间接促进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

如阿里致力于区块链乡村建设，利用区块链打造农产品数字化身份

证，实现农产品的可溯源，透明化，高效解决了涉农主体融资难、

融资贵的现实问题，促进了农产品供给主体的高效匹配[11]。 

（三）创新服务模式实现资源高效配置 

惠州市农村应结合自身发展特征，结合自身的发展特点以及农

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对设施基本公共服务的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模

式进行创新。可通过对农户发展情况进行实地调研，了解农户发展

的现实需求，从而有针对性的开发出更加适合农户创业、理财、消

费的金融产品，同时还要和证券企业等金融主体建立起密切的合作

关系，通过多个主体互动对自身的金融基本公共服务产品进行创新

研发和提升，以满足更多农业市场的实时需求，为农村的经济发展

提供更具有创新性、针对性的金融产品。此外，惠州市农村需要提

高金融基本公共服务产品的差异性，做到不同的市场需求能够提供

不同的产品服务，同时采取“多予少取”的政策来加快惠州市农村

金融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多予”指对惠州市农村的各项建设给予

一定的资金扶持。“少取”则是通过一些行政手段和市场调节方法来

对惠州市农业生产者的融资成本进行合理控制，尽可能地减少融资

成本，从而为惠州市农村的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更加多元化、

科学化的金融基本公共服务支持。 

五、结语 

惠州市农村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而金融业能够

给乡村振兴带来充足的资金支持。惠州市农村金融基本公共服务体

制创新探索以及涉农相关金融制度建设改革，对深入实施乡村改革

振兴行动来说也是一条十分重要且行之有效的方式。当前，虽然惠

州市农村金融存在服务机制创新幅度有待加强、数字技术使用力度

稍显不足、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明显低下三方面问题，但若能够就上

述问题，与之采取推进农村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实施业务中数

字技术的广泛使用以及创新服务模式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等行为，便

能够使得惠州市农村发展获得更好的金融基本公共服务，促进该地

区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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