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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与思考

汪雪姣

中国人民银行临泽县支行 甘肃 张掖 734200

摘 要：“十四五”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发展赋予了新的内涵和使命，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三农”工作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各地方、各有关部门扎实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农村信用

环境显著改善，乡村普惠金融不断深化，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提供了资金保障。本文以临泽县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实

践为例，从县域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发展现状入手，深入研究当前县域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

应的对策，进一步发挥农村信用体系的基础性作用，推动县域乡村振兴发展走向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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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三农”工作

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临泽县扎实推进农村

信用体系建设，人行临泽县支行持续把农村信用体系建

设作为“贷”动三农发展的重要途径，切实发挥农村信

用体系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作用，以普惠金融

“三信”评定结果和“整村授信”业务为依托，因地制

宜，因户施策，实现农村信用与农村经济的良性互动与

协调发展，农村信用环境得到显著改善，乡村普惠金融

不断深化。

临泽县地处河西走廊中部、全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

流域地带，为古丝绸之路之要冲、欧亚大陆桥必经之

地。全县总面积2729平方公里，下辖7个镇，总人口15万

人，其中农业人口9.7万人。今年以来，人行临泽县支行

积极与政府部门协调沟通，认真组织，全力引导各涉农

金融机构大力配合，探索出以“建机制、共创建、重应

用、树典型”为主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模式，建立

起以政府主导，人行推动，涉农金融机构主办，职能部

门配合，镇、村和农户参与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运行机

制，不断创新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助力乡村振兴方式，在

优化农村信用环境、拓展乡村振兴广度和深度等方面取

得了阶段性成效。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持续加大临泽县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力度，促使农

户、农村企业等农村经营主体更加注重自身的信用状

况，农村地区整体信用意识明显提高，在全县范围内形

成了“家家争当信用户，村村争创信用村”的良好局

面，信用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和优化。截至4月末，临泽县

已建档农户贷款不良率3.37%，同比下降0.97个百分点。

“三信”评定工作的开展让广大农户真正体会到了良好

信用的品牌价值以及“致富”途径，使得农户更加珍视

自身信用，进一步促进金融资源向农村地区的倾斜。

农户信贷投放优惠力度不断加大

临泽县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暨“三信评定”工作开展

以来，人行临泽县支行积极引导辖内涉农金融机构以等

级评定为依托实行差别化服务政策，对信用等级高的

农户开通绿色通道，在贷款额度、手续、利率等方面给

予优惠。同时，各金融机构加大了“三农”信贷资金的

投入力度，大力推进“整村授信”、“农户小额信用贷

款”等业务，满足了农户贷款需求，有效地降低了农户

贷款成本。目前，全县共评定信用村37个，信用村占比

52.11%，对评定为信用村辖内的农户贷款给与利率优惠

10%以上的优惠政策，大大节省了农户的贷款成本。

金融支持政策更为精准

人行临泽县支行大力发挥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作

用，将货币政策工具与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相结合，

有效推动乡村振兴等支持“三农”相关政策的落地落

实，“补短板”效应显著增强。近年来，人行临泽县支

行积极运用人民银行支农、支小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

具，引导信贷资金向农户、农村经营主体精准投放。至

目前，临泽县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累计借用支农再贷款

9000万元，支小再贷款14000万元，惠及农户230户，企

业20户。

信用支持产业振兴

人行临泽县支行引导各金融机构以深入开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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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评定工作为载体，构建并完善多层次、广覆盖、可

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至4月末，临泽农商行为全县

3.4万户信用户授信35.77亿元，发放贷款19.38亿元，农户

贷款不良率较年初下降1.66个百分点。同时，临泽农商

银行为全县首批信用镇倪家营镇、鸭暖镇发放涉农贷款

28807万元，重点支持了全镇玉米制种产业和乡村旅游产

业的发展，有力推动了全镇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

收，有效提升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效果。

信用“贷”动脱贫致富

人行临泽县支行积极引导辖内各涉农金融机构以

“信用村”建设和“信用户”授信为抓手，大力推进农

村信用体系建设，为农村地区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构筑

有力的金融支撑，实现贫困户与非贫困户齐发展、共致

富的新农村经济发展目标。至目前，临泽县金融机构共

发放金融精准扶贫贷款3.79亿元，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发

放扶贫小额信贷670户0.3亿元，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

10.51亿元，有效满足农户资金需求，有力推动农村经济

产业的经营发展。

信用推动农村融资

2022年，人行临泽县支行制定《临泽县“整村授

信”工作实施方案》，积极引导辖内涉农金融机构开展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创新“三农”金融信贷产品，以

“村”为单位开展全村建信授信用信工作。整合各类信

息建立健全农户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通过手机银行、

网银等电子设备自助放款功能，依托助农特色金融产

品，实现贷款“一次授信、随用随贷、周转使用”的目

标，为发展特色产业和乡村旅游的农户提供信贷资金支

持，为全面推进“整村授信”，推动农村产业化发展，

扩大农村地区融资规模提供有力支撑。

信用普惠“三农”服务

人行临泽县支行引导辖内涉农金融机构以科技为手

段，以助农服务点为补充，优化金融服务体系，为农户

减免申请、调查、审批等环节，简化办贷手续，提供

便民服务，实行“阳光办贷”，提升农民群众的金融服

务可获得性，提高农村地区金融服务需求匹配度和满意

度，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积极引导各金融机

构实行贷款差别化利率定价，用“钱”让利“三农”。

至目前，临泽农商银行投放农户贷款47716万元，较年

初增长17.92%，投放涉农贷款87651万元，较年初增长

38.57%，其中，发放利率为4.55%优惠利率贷款5670万

元，发放利率为5.96%以内优惠利率贷款16279万元。

农村经济社会环境制约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发展

就临泽县来看，农村地区经济落后，信用环境较

差，农户信用意识偏低，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和信用形式

与城市信用环境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这无疑加大了农村

信用体系建设的难度，对普惠金融的深入推进形成了掣

肘。同时，农村地区信用信息具有量小、零散的特点，

且县域农村地区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信息化、数字化程

度不高，信用信息采集难度大、成本高、效率低，农村

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在农村地区难以广泛、高效开展。

农村信用信息的采集共享机制尚未健全

由于客观条件制约和推动力度不足，当前县域农村

地区还未实现信用信息的充分归集和有效共享，涉农

金融机构难以实现对农户和农业经营主体的“精准画

像”，尽调成本过高导致普惠金融服务覆盖面难以扩

大，信用体系对普惠金融的支撑作用还有待加强

农户和农业经营主体信用评级方法不尽合理

信用评级是农村信用体系运行的关键一环，可为涉

农金融机构提供信贷决策参考，提高农户和农业经营主

体贷款可得性。然而，县域农村地区信用评级方法还不

够科学合理，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信用体系支撑乡村

振兴的作用。一是信用评价指标缺乏统一标准。各金融

机构信用评价标准不一致，部分评价指标生搬硬套，评

价方法主观性强、随意性大，无法全面真实地反映农户

和农业经营主体信用状况。二是县域信用评价周期长，

结果更新慢，无法及时准确反映农户和农业经营主体信

用状况，以至于评级结果的可用性较差。

构建与农村经济社会特征相匹配的信用体系

一是坚持“政府先行”的原则，形成多元互补的农

村信用体系。基层地方政府应当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中

发挥主导作用，将构建农村信用体系列入当地乡村振兴

规划的重点工程，统一协调农村信用体系的各个构成，

依托政府、各有关部门分步推进。二是因地制宜，根据

各地自身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农村

信用活动具有范围狭小的特点，因此在建设过程中要科

学把握各地差异和特点，不能搞“一刀切”，要根据当

地社会文化特征、经济发展水平、信息化程度、产业结

构和布局精准施策。

优化农村信用信息的采集共享应用机制

严格规范信用信息采集工作，大力加强对信用信息

采集工作的监督管理，注重对信息主体的权益保护，明

确信用信息采集的边界，确保信息采集使用合理规范。

推动政府构建或完善共享的涉农信用信息数据库，对各

类主体基本信息、银行信贷信息、水电煤气信息以及行



·工程管理与技术探讨

30

政处罚等信息进行归集，实现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

信息的归集共享和穿透式应用。

科学设计农户和农业经营主体信用评级方法

一是改进和完善农村信用评级工作机制。政府部门

应按照“一县一策、一村一法”的原则，结合本地特点

建立信用评级工作实施细则，明确信用评级实施主体

及其权利和责任，形成严谨统一的信用评级流程，严明

工作纪律和违纪责任，严格限制人为干预评级结果的现

象。二是大力拓展评级结果应用范围和应用场景。严格

按照本地区统一的评级指标实施评级工作，不断提高评

级结果的实效性和准确性，及时将评级结果推送至涉农

金融机构，并对应用情况和效果进行跟踪。三是提高信

用评级结果更新周期，加强信用评级与信用信息采集的

协同联动，积极探索建立评级结果实时更新机制，定期

开展对农户和农业经营主体信用等级复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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