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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抓好以乡村振兴为重心

的“三农”各项工作。未来金融业如何落实中

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中发挥出“金融力量”？经济日报记者就此采

访了相关专家。

科技赋能农村金融

农村金融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

前，农村金融服务是我国金融服务中的短板

和弱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健全农村金

融服务体系。

“金融要满足好服务好乡村振兴，要不断

地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健全农村金融服

务体系是党的二十大报告继《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远景目标纲要》以及国务院《‘十四五’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之后，再一次对农

村经济服务乡村振兴提出的重大的政治任务

和作出的重要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

展研究所党委书记杜志雄说。

当前金融支持乡村振兴面临一些问题。

比如，农村产权抵押功能发挥不足、农村金融

服务机构较为单一、缺乏整体系统性安排、金

融服务有效供给不足、农村金融效率较低

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充分发挥

金融科技的工具作用，促进数字金融发展，通

过科技赋能农村金融服务。“运用好数字金融

工具是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一个必然的

要求。金融科技和信息技术应用场景的扩

大，从工具和手段上，拓宽了克服农村金融市

场先天不足的这个难题的可能性。金融机构

用好金融科技等新工具和新手段，可以克服

传统金融在农村金融市场拓展中面临的农户

和农村市场主体信用评级不充分，抵押品缺

乏等保障性安全的一些不足。”杜志雄说。

专家表示，互联网、大数据、移动支付、物

联网等现代科技加速应用，为商业银行突破

网点局限，进军县域和农村金融市场提供了

可行性。例如，手机银行等移动金融服务的

迅速普及，方便快捷地满足了县域和农村地

区支付结算、转账汇款等基础金融需求，大幅

降低了对物理网点的依赖；依托大数据、云计

算等技术开发的一系列全流程在线融资产

品，将审批、签约、放款、还款等环节全部在线

自助式操作和自动化处理，有效提升了对偏

远地区客户金融服务的覆盖面。

中国农业银行党委委员刘加旺表示，金

融科技为破解农村金融服务难题开辟了新路

径。“金融科技对农民、农业、数字足迹的可记

录、可追溯将有效缓解农村地区长期存在的

信息不对称难题。可降低农村融资门槛，扩

大农村金融供给，让更多农村群体获得信贷

服务，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整合应用

农民生产、社保、消费、金融等各类行为数据，

填补农民的信用空白，应用机器学习、深度学

习等手段，完善数据分析模型，精准感知和充

分满足不同农村客户的服务需求，借助卫星

遥感、电子围栏等设备从源头上做好农业数

据全流程采集和监控，释放农产品、动物活体

等抵押权能，进一步拓宽农村抵质押物的范

围。”刘加旺说。

“健全农村金融服务如果仍然通过铺网

点、拼人员等传统手段，不仅费时费力，而且

也难以满足农村金融消费者日益增长的新需

求。商业银行应积极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提升网点服务‘上云’方

式提升客户体验；进一步将普惠金融服务标

准化、批量化，不断降低运营成本。同时，积

极优化县域乃至村域数字金融服务，并借助

农村征信体系的建立和小微担保体系建设，

探索适合‘三农’的业务风险管理体系。”招联

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说。

推进农村中小银行改革

包括农村信用社在内的农村中小银行是

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金融支农

支小的主力军，在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全国共有农村中小银行 3893 家，其中

农村信用社 2196 家（含农村商业银行、农村

合作银行、农村信用联社），村镇银行 1648

家。73%的农村中小银行法人在县域，服务

在农村，重心在基层。农村中小银行营业性

网 点 近 8 万 家 ，遍 布 除 西 藏 以 外 的 所 有 县

（市），每个县平均有网点 28.6 个。

值得关注的是，农村中小银行是金融体

系中的薄弱环节，其管理体制不顺、公司治理

不健全、经营机制不适应等深层次问题仍然

有待破解，部分地区农村中小银行风险还较为

突出，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是健全农村金融

服务体系、增强高质量农村金融供给的重要

内容，对强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具有重要意

义。2022 年 2 月，中央 1 号文件要求：加快农

村信用社改革,完善省(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

合社治理机制，稳妥化解风险。总体而言，新

一轮农信社改革应将能否更好地服务乡村振

兴 作 为 检 验 改 革 成 效 的 重 要 标 准 。”董 希

淼说。

2022 年 4 月 18 日，浙江农商联合银行挂

牌成立，全国深化农信社改革“第一单”正式

在浙江落地。改革通过在浙江省联社基础

上，组建浙江农村商业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农信系统在体制层面逐渐回归监管，进一

步深化法人农信机构改革，转换经营管理机

制，全面提升支农支小服务能力，加快建设产

权明晰、治理健全、资本充足、支农支小特色

鲜明的现代中小银行体系。

中国银保监会农村银行部表示，将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

向，以系统思维谋划推进农村中小银行改

革。支持“一省一策”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

转换农村信用社省级机构职能，规范履职行

为，增强两级法人之间的经济联系，彻底解决

省联社定位不准、职能不清、政企不分、权力

和责任不对等问题。此外，还要深化市县法

人机构改革，优化股权结构，加强股东资质穿

透审核和股东行为约束，转换经营机制，重点

治理关联交易、大额授信和薪酬等风险突出

的领域。推动农村信用社因地制宜优化区域

布局，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按照市场化、法

治化原则，推进村镇银行重组，减少机构数

量，提高发展质量，增强发展动能。

创新服务“三农”模式

近年来，银行业金融机构探索形成了不

少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有益经验。持续推

动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以金融服

务创新促进信贷资金等金融要素和资源流

向农村，进入乡村产业。针对内蒙古地域跨

度大，现场调查时间成本高，不能及时满足

农牧民用款需求的痛点问题，邮储银行内蒙

古分行积极引导鼓励农牧户使用线上产品，

逐步提高线上贷款占比，同时加快特色产业

贷款发展。邮储银行内蒙古分行三农事业

部信贷经理门燕介绍说，以“线上信用户贷

款”“极速贷”“肉牛、肉羊、收粮、农资、农机

5 大 行 业 产 业 贷 ”“ 乡 村 振 兴 助 农 贷 ”为 抓

手，实施信用户采集“沃土计划”，同步推广

线上信用户贷款，截至 2022 年 10 月末，内蒙

古分行已累计建成信用村 9467 个、评定信

用户 21 万户，累计向 10 万农户发放线上信

用户贷款 192 亿元。

农业银行在创新涉农金融产品中积极发

力。刘加旺表示，农业银行创新推出服务农

户的惠农 e 贷，服务农业龙头企业的龙头 e

贷，服务畜牧养殖的智慧畜牧贷等系列产品，

线下依托广覆盖的物理网点整村推进信息建

档，线上引入外部征信、税收、工商、保险以及

交易流水等数据，对涉农客户进行全息立体

画像，研发自动化授信模型，真正做到让数据

多跑路，让农民少跑腿。到 2022 年 9 月末，全

行农银 E 贷余额接近 3 万亿元，其中面向农

户的惠农 e 贷余额突破 7000 亿元，累计服务

农户超过 1500 万户。

中国建设银行通过打造综合服务平台以

及线上银行服务乡村振兴。中国建设银行首

席信息官金磐石介绍，建设银行围绕强政、兴

业、惠农的目标，打造裕农通乡村振兴综合服

务平台，目前已经建成以裕农通为品牌的普

惠金融服务点，将服务点由线下向线上延伸，

打造统一的裕农通综合服务平台，通过线下

的服务点与线上手机 APP 的连通，将智慧村

务、电子商务、便民服务和金融服务送到田间

地头。

农村金融市场服务当中，金融科技的渗

透、数字金融的拓展已蔚然成风。“数字金融

的拓展已经呈现出多样化模式，比如传统金

融替代型包括农行的惠民 e 贷、余额宝；数字

驱动型有建行的快贷、网商银行的‘310’数字

信贷；供应链连接型，比如京东的农资、齐商

银行的‘e 齐惠农贷’；场景嵌入型，比如中化

集团的 MAP 现代农业技术平台，农行的智慧

农贸贷；等等。这些形式多样、普惠特征显著

的数字金融模式在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提升

上成效明显。”杜志雄说。

日前，中国银保监会就推

进普惠保险高质量发展，向业

内征求意见，并首度明确普惠

保险的范畴，该类保险产品包

括普惠性质的保险和专属普

惠保险两种保障形式。具体

来看，普惠性质的保险主要包

括大病保险、长期护理保险、

城市定制医疗保险（俗称“惠

民保”）、专属商业养老保险、

农业保险等。此外，保费或保

额 相 对 较 低 的 意 外 险 、健 康

险、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等产

品与服务也被纳入了普惠保

险范畴。

相 较 于 传 统 意 义 上 的 普

惠型保险产品，征求意见稿中

普惠保险的产品范畴更广，这

将推动市面上的普惠保险产

品扩容。当前，普惠保险市场

依 然 存 在 服 务 广 度 、深 度 不

够，创新不足等问题，保险供

给与公众的保障需求还存在

较大差距。在推进普惠保险

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如何进行

产品创新、丰富产品体系成为

保 险 公 司 亟 待 突 破 的 关 键

问题。

发展普惠保险，需要提高

农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保障

水平，改善特定风险群体保险

服务；需要提升小微企业、个

体工商户等主体的抗风险能

力；需要积极参与重点领域的

风险保障，鼓励发展专属普惠

保险产品等。这三方面内容

既是发展普惠保险的出发点，

也是落脚点。

从 政 策 方 向 上 看 ，“ 鼓 励

发展专属普惠保险产品”尤为受到各方关注，因为征求意见

稿不仅给出了保险公司开发专属普惠保险产品的基本要

求，还给予了特殊优惠政策。具体来看，按照监管要求，保

险公司创新开发的专属普惠保险费率水平应低于普通保险

产品费率水平。同时，险企在申请专属普惠保险产品审批

或备案时，还须提供该类保险的业务方案，对产品设计、保

障对象、定价、投保方式、预期效果和风控等举措进行详细

说明。

在优惠政策方面，监管部门也会优化专属普惠保险偿

付能力的计算规则，降低专属普惠保险产品的资本占用，完

善该类产品的费率调节机制等。显然，这一政策导向将进

一步提升险企开发专属普惠保险产品的积极性。

从长远来看，普惠保险业务不是“一阵风”更不是“一锤

子买卖”。保险公司应明确普惠保险业务牵头部门，建立推

动普惠保险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机制，还要建立切实有效的

管理制度，加强风险识别和防控等。从风险控制角度看，发

展普惠保险既是创新机遇也同样面临挑战，若想在这一业

务上走稳走好，在战略上要树立长期科学的业务发展理念，

在战术上要建立起稳定可持续的盈亏分担机制，才能避免

赔本赚吆喝的窘境。

值得一提的是，保险公司还可以尝试建立专属普惠保

险产品定期回溯机制，及时优化调整产品设计，实现持续稳

健经营。保险公司参与政府主导的专属普惠保险业务，可

在“惠民保”业务的基础上，探索与政府部门的分工合作机

制，进而促进普惠保险业务健康发展。

图为邮储银行四川省分行工作人员运用金融科技设备

在田间地头为农户提供金融服务。 魏 华摄

发展普惠保险需久久为功发展普惠保险需久久为功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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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场 流 动 性 平 稳 跨 年市 场 流 动 性 平 稳 跨 年
本报记者 姚姚 进进

科技赋能、深化改革、创新服务模式——

““金融力量金融力量””支持乡村振兴支持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彭彭 江江

跨年流动性维持平稳。2022 年 12

月 28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告称，为维护

年末流动性平稳，当日以利率招标方式

开展了 2020 亿元 7 天期和 14 天期逆回

购操作，其中 7 天期逆回购 1890 亿元，

利率 2.0%；14 天期逆回购 130 亿元，利

率 2.15%。由于 28 日有 190 亿元逆回购

到期，人民银行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

1830 亿元。

“央行在公开市场操作扩大净投放

规模，灵活机动、适时适度地增加 7 天

期逆回购、重启 14 天期逆回购，主要是

针对税期与银行考核压力等因素导致

的短期流动性偏紧局面，并有效熨平季

末、年末流动性过度波动，以稳定市场

预期、实现供需平衡。”仲量联行大中华

区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总监庞溟说，

这符合一贯以来公开市场跨年操作的

惯例，也体现了央行呵护市场流动性合

理充裕、呵护机构资金需求与宽信用投

放能力、呵护实体融资需求与内生经济

动能修复回暖等多重政策意图。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

周茂华认为，央行增加公开市场操作力

度，呵护资金面，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利好股债等金融

资产表现。

资深宏观分析师王好同样称，央行

重启 14 天逆回购并加大公开市场操作

力度，主要是为了平抑年末存款类金融

机构应对 MPA（宏观审慎评估体系）考

核而导致的流动性量紧价升。此举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债券市场出现的资金

季节性紧张局面，减小机构暂时性去杠

杆压力，从而维护债券价格相对稳定。

“当前，货币市场流动性较为充裕，

主要来源有四个：一是 2022 年 12 月初

降准释放约 5000 亿元；二是央行超额

续做中期借贷便利(MLF)，释放约 1500

亿元；三是央行全额回购特别国债，释

放约 7500 亿元；四是 2022 年年末央行

季节性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不完全

统计，释放资金总量超万亿元。”王好表

示，各机构资金跨年顺利完成。

2022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稳

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要保持流

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

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

本匹配，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

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支持力

度。展望后续货币政策，周茂华表示，

市场短期资金面没有特别扰动因素，国

内货币、财政等政策将持续发力，央行

通过公开市场灵活操作以熨平短期资

金面波动，市场流动性有望保持合理充

裕。庞溟认为，预计未来政策操作将继

续保持总体稳健、松紧适度的节奏，公

开市场操作将继续保持系统协同、精准

调控的意图，市场流动性将继续保持宽

松平衡，为巩固经济回稳向上态势、推

动 2023 年经济开好局、起好步提供适

宜的流动性环境，保证金融持续加大对

实体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支持。

特对我司于 2022 年 5 月刊登《中国东方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关于贵州苗岭矿

泉水有限公司等 487 户债权、实物资产包的处置公告》

作如下补充为准：

处置公告中的债权户数变更为 401 户，债权转让基

准日变更为 2022 年 10 月 20 日，截至债权转让基准日，

资产包本息合计 1,742,932,115.90 元，其中债权本金为

374,452,518.95 元，利息为 1,368,479,596.95 元。资产详

细清单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网

站 www.coamc.com.cn 了解。

联系人：董晶珣

联系电话：18302639773 0851-84721087

邮件地址：dongjingxun@coamc.com.cn

通信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国际金融中心

东三塔交通银行大厦 16 层

邮编：550081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

2023 年 1 月 3 日

关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关于贵州
苗岭矿泉水有限公司等 487 户债权、实
物资产包的处置公告》的补充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

监管局批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

予以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温江支行

机构编码：B0007S251010033

许可证流水号：01053935

业务范围：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并

由上级行授权的业务。

批准日期：2022 年 12 月 19 日

机构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公平街办都堂路 173

号、177号、179号、181号、171号附 102号、171号附 201

号、171号附 202号、171号附 203号、171号附 204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2 年 12 月 27 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

站 www.cbirc.gov.cn 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