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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述评

自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数字乡村”开始，数字乡

村建设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驱动力，而金融支持在其中扮演着不

可或缺的角色。部分学者也纷纷对此展开研究，具体研究主要集

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围绕数字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展开研究。如邵思萌、安洪

宇和张磊以数字普惠金融为研究视角，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在农

村地区推广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1]；熊凯婷、王军

萍等以江西裕民银行为例，分析了乡村振兴视角下农村数字普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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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2018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 2022年）》中指

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弥合城乡数字鸿沟。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

要》，提出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与国家级投资基金的引导作用，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支持数字乡村战略实施。2020年

河北省出台数字乡村建设试点示范工作方案，石家庄市选取栾城区、高邑县作为试点地区，深入贯彻落实《数字乡村

发展战略纲要》，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探索数字乡村建设模式路径，而数字乡村建设的推进必须首先解决钱从哪里来

的问题，因此，紧密结合石家庄市的特殊性和现实需要，深入分析金融支持石家庄数字乡村建设的机制设计和创新路

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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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的发展现状、发展困境及发展路径 [2]；李林鸾围绕数字金融服

务乡村振兴展示了邮储银行的独特探索 [3]；田晓丽等认为政府应牵

头推进涉农政策落地、健全农村金融支持体系、推进金融产品创

新、完善信用机制和信息系统建设 [4]；董玉峰和葛旭晖提出要优化

乡村信用环境、完善乡村数字金融产品体系、发展农业供应链金

融、创新多元化产业金融服务 [5]；杨梦溪等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在

助力河北省乡村振兴方面的作用及面临的挑战 [6]。

二是分析金融助力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与探索。如谢阶志以

湖南农行为例，介绍了湖南农行服务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探索，

并就金融支持数字乡村建设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7]；陆岷峰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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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为研究视角，提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要大力发展数字农村

金融，分析了难点，提出了新的发展着力点 [8]；管雪洋从商业银行

的视角，分析了我国乡村治理数字化的发展现状及金融实践，并就

商业银行如何更好服务乡村数字化治理提出对策建议 [9]；徐然以南

通地区为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数字乡村发展现状，结果表明南

通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数字乡村发展处于中级协调状态，应重视提

升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和居民数字素养，并加大政府支持力度 [10]。

综上，虽有部分学者专门分析了金融支持数字乡村建设的探

索和不足，但是研究不够深入，建议不够全面，也没有专门针对

石家庄的研究视角，因此，本论文以石家庄为例，研究石家庄数

字乡村建设的金融支持路径具有非常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金融助力数字乡村建设的政策依据

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在农业农村的信息化建设，而信息化建

设需要较高的资金支持。《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提出要加快

完善财税、金融等领域配套政策措施，加大财政投入和管理，创

新信息化投融资机制，为社会投资参与创造条件。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围绕我国数字乡村建设中的金融

服务需求，提出“创新农村普惠金融服务，改善网络支付、移动

支付、网络信贷等普惠金融发展环境，为农民提供足不出村的便

捷金融服务。降低农村金融服务门槛，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小额

存贷款、支付结算和保险等金融服务”。

数字乡村战略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和重要抓手，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2018-2022年）》中明确指出，加大金融支农力度，健全金

融支农组织体系，创新金融支农产品和服务，完善金融支农激励

政策等。此外，为切实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效率和水平，人民

银行、银保监会等五部门于2019年2月联合发布了《关于金融服

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对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阶段性目标，制定了各阶段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相应目标，短期

内，确保不断加大金融精准扶贫力度、不断增加金融支农资源、

持续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明显提升涉农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和支农

能力等；中长期，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适度竞争、有

序创新、风险可控的现代化农村金融体系；最终实现城乡金融资

源配合合理有序和城乡金融服务均等化。

三、石家庄数字乡村建设金融服务现状

近年来，石家庄各类金融机构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持续加大对乡村数字化建设的信贷支持力度。通过优化金融资源

配置，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不断提升了乡村金融服务的覆盖面

和便捷性。典型做法具体包括：

一是搭建数字化金融服务平台。中国农业银行搭建了“农银

惠农云” 平台，而农行石家庄分行依托该平台打造 “信用村、

信用户” 场景，通过信用等级评定为农户提供纯信用贷款，实现

线上申请、审批、放款全流程数字化。截至2024年8月，已覆盖

335个乡镇，发放贷款超9亿元，惠及3500余名农户；中国建设

银行搭建了“裕农通” 综合服务平台，而建行正定支行以“裕农

通”连接村委与农户，整合民生缴费、金融服务等功能，累计为 

30 余户村民提供920万元融资支持，助力山楂加工产业升级；栾

城农信联社搭建了数字乡村云平台，联合政府部门搭建数字化管

理系统，整合农业经营主体信息，支持大数据分析与业务模型构

建，推动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

二是创新线上信贷产品。邮储银行推出“小米产业贷”产业

链专项贷款，为藁城区马庄村小米加工企业提供线上化融资服

务，累计投放5000万元，支持30余家企业扩大生产；农业银行

针对粮食收储、蛋鸡养殖等特色产业开发线上产品，实现 “随借

随还”，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兴业银行石家庄分行开发农批市场

商户线上智能审批模型，依托交易流水核定额度，全流程线上操

作，已准入8家市场，放款96万元。

三是支持智慧农批市场建设。兴业银行支持桥西蔬菜批发市

场项目，为市场搬迁提供 1.91亿元前期贷款，并引入“智慧农批

系统”，实现资源管理、食安溯源等数字化功能，提升市场运营

效率。

四是推动智慧网点转型。栾城农信联社开展智慧银行建设，

通过部署智慧现金柜台、乡村振兴服务终端等设备，实现网点

100% 智慧化覆盖，业务办理时间缩短51%，并通过“金融夜校”

等活动提升村民金融素养。

五是强化产业链金融支持。建设银行正定支行开展产业集群

服务，为同福集团提供50 亿元综合授信，支持现代农业综合体建

设，累计为100余家板材企业投放贷款3亿元，推动 “北方板材

家具之都”产业升级；邮储银行开展特色产业布局，围绕肉牛养

殖、粮食加工等产业推出专属贷款产品，累计服务4万农业客户，

投放贷款718.93亿元。

六是拓展综合金融服务场景。建设银行搭建资金结算网络，

为同福集团搭建资金集中管理系统，实现年结算量超100亿元，

提升企业资金运营效率；兴业银行创建“资产构建 + 智慧农批”

模式，结合农批市场场景提供理财、代发工资等一站式服务，增

强客户黏性。

四、石家庄数字乡村建设金融服务存在的问题

尽管石家庄各类金融机构在支持数字乡村建设方面取得了一

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数字化服务覆盖不均衡，数据整合能力不足。首先，县

域发展差异显著，现有平台（如“农银惠农云”）虽覆盖335个乡

镇，但数据显示深山区县覆盖率不足50%，且栾城农信联社平台

仅服务本地20% 的农业经营主体，未能形成全域性数据网络；其

次，跨部门数据壁垒待突破，金融机构与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

部门尚未建立常态化数据共享机制，导致农户信用画像仅依赖单

一维度数据（如交易流水），影响授信精准度。

二是金融产品创新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足。首先，特色产业支

持存在短板，虽然邮储银行推出“小米产业贷”，但石家庄优势产

业如平山中药材、赵县雪花梨等尚未形成专属金融产品，现有产品

同质化率达63%；其次，数字经济新业态覆盖不足，农村电商、智

慧物流等领域融资需求未得到有效响应，调查显示78% 的农村电商

主体存在融资缺口，而金融机构相关产品覆盖率不足15%。

三是智慧金融基础设施效能待提升。首先，智能设备利用率

偏低，栾城农信联社智慧网点设备日均使用量仅为设计能力的



026 | SOCIETY AND ECONOMY

经济与管理 |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32%，超半数村民仍习惯传统柜台服务，设备闲置率达 41%；其

次，数字金融教育滞后，尽管开展“金融夜校”，但调查显示45岁

以上村民数字金融工具使用率不足28%，风险认知度低于30%。

四是产业链金融协同机制尚未健全。首先，核心企业带动效

应有限，建行对同福集团授信50亿元，但供应链上下游中小微企

业获贷率不足12%，农户参与度仅为8%；其次，风险分担机制缺

失，目前产业链金融坏账率达2.3%，高于行业平均水平1.2个百分

点，但尚未建立政府、银行、担保机构共担的风险补偿机制。

五是综合金融服务场景单一。首先，场景化服务渗透率低，

建行资金结算网络仅服务头部企业，农村集体资产交易、农业保

险等场景数字化覆盖率不足10%；其次，增值服务供给不足，现

有服务集中在基础存贷汇，农村产权交易、农产品期货等衍生服

务覆盖率不足5%。

六是政策协同与长效机制待完善。首先，财政金融联动不

足，2024年财政支农资金达 18.6亿元，但与金融机构协同项目仅

占比9%，缺乏有效的贴息、担保等配套措施；其次，考核激励机

制不健全，银行业金融机构乡村振兴考核指标中，数字金融相关

权重不足15%，影响基层机构创新动力。

五、金融支持石家庄乡村数字化建设的创新路径

针对金融支持石家庄数字乡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

以下创新路径，以进一步推动石家庄乡村数字化建设。

一是优化数字化服务布局与数据整合。金融机构要依据县域

发展特点，制定差异化数字化服务拓展计划。针对深山区县等覆

盖率低的区域，先借助移动金融服务车、村级金融服务代办点实

现基础金融服务初步覆盖，积累客户与数据后引入线上平台，提

升服务深度广度。同时，鼓励金融机构与当地通信运营商合作，

利用其网络覆盖优势，推动金融服务无线化、便捷化。此外，政

府应牵头搭建金融机构与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税务等多部门的

数据共享枢纽，运用区块链技术保障数据安全与可追溯，打破数

据孤岛。整合农户农业生产经营、市场交易、纳税等多维度数

据，利用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算法构建精准全面的信用画像，

动态评估农户信用，提升授信精准度与及时性，降低金融风险。

二是提升金融产品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金融机构需深入调

研石家庄特色产业，如平山中药材、赵县雪花梨等，联合农业专

家与产业协会，依据生产周期和资金需求特点，设计定制金融产

品，像“药材种植贷”“梨仓储融资”等，解决产业资金难题。同

时，针对农村电商、智慧物流等数字经济新业态，设立专项信贷

资金池，与电商平台、物流企业合作，凭借交易流水、物流数据

提供纯信用贷款，如“电商流量贷”，并探索开发物流货物运输

险、冷链物流险等保险产品，助力新业态在农村蓬勃发展。

三是增强智慧金融基础设施效能。金融机构要通过多途径提

升智能设备使用效率与强化数字金融教育体系。一方面，加强对

智慧网点设备的宣传引导，举办现场演示、发放操作手册，优化

操作界面，设立使用奖励机制，如话费补贴、小礼品等，鼓励村

民使用智能设备。另一方面，借助新媒体平台开展数字金融教

育，制作短视频、动画科普内容，通过微信公众号、抖音推送，

针对45岁以上村民开展上门一对一辅导，同时定期组织知识竞

赛、讲座等活动，提升村民对数字金融的认知度、参与度及风险

防范意识。

四是完善产业链金融协同机制。一方面要强化核心企业带动

作用，鼓励核心企业与金融机构紧密合作搭建供应链金融服务平

台。核心企业凭借信息优势，向金融机构提供供应链上下游中小

微企业及农户的经营、交易数据，助力金融机构为其提供便捷、

低成本融资服务，如同福集团与建行合作提升供应链主体获贷率

与农户参与度。另一方面，需建立风险分担机制，由政府、银

行、担保机构共同出资设立产业链金融风险补偿基金，明确各方

如政府40%、银行30%、担保机构30% 的风险分担比例，用于坏

账赔付。同时构建风险预警系统，实时监测产业链企业经营与信

用风险，提前防范，降低坏账率 。

五是丰富综合金融服务场景。金融机构应积极拓展场景化服

务覆盖范围并增加增值服务供给。一方面，与农村集体资产交易中

心、农业保险机构及农业生产设备制造商合作，搭建数字化服务平

台，在农村集体资产交易场景提供资金托管、融资顾问服务，在农

业保险场景运用大数据、物联网实现精准定损与快速理赔，为农户

提供设备融资租赁服务，满足农业生产多样需求。另一方面，开展

农村产权交易服务，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提供土地经营权、林

权等产权评估、交易、抵押融资一站式服务，同时引入农产品期货

服务，与期货公司合作，为农业企业、种植大户提供套期保值咨

询、代理开户等服务，提升农业产业抗风险能力。

总之，金融支持对于石家庄数字乡村建设至关重要。通过优

化数字化服务布局与数据整合、提升金融产品与产业需求的契合

度、增强智慧金融基础设施效能、完善产业链金融协同机制以及

丰富综合金融服务场景等多方面的举措，能够为石家庄数字乡村

建设注入强大的资金动力，推动农村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助力

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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