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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和谐安定始终是党和国

家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但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城乡区域发展和收

入分配也存在较大差距，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的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解决农民的收入增长问

题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农业农村发展的重点工

作（黄季焜，2022），因此促进农业农村发展是实现共

同富裕目标的重要战略问题。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消

除城乡二元结构，而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

推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必然

要求（王益君等，2023），因此分析共同富裕目标下乡

村振兴的推进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乡村振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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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系统性工程，其实现离不开资金的支持，所需

资金若仅仅依靠乡村内部的流通资金和农业产业发展

收入是难以支撑的，所以需要依靠金融服务为乡村振

兴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一方面，金融能够与财政资

金和社会资本等形成合力，为乡村振兴的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等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通过金融

服务乡村振兴，可以促进资金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

流动，助力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表明金融发展程度及其结

构对收入分配及城乡收入差距会产生影响，比如在金

融发展的初级阶段，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有利于

缓解贫困，而随着金融水平的提高，以市场为主导的

金融体系则更有利于消除贫困（Kpodar & Singh，

2011；Gimet & Lagoarde-Segot，2010）。李瑞等

「摘要」金融如何更好地支持乡村振兴是事关共同富裕目标能否有效推进的重要议题。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看,

一方面,金融要在乡村振兴中充分发挥作用,既要因地制宜地与产业结构相匹配,又要与基础设施结构以及其他制

度结构相匹配；另一方面,在共同富裕目标导向下,乡村振兴的推进既要按照“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制度结构”

的路径提升效率,又要注重建立收入的再分配机制以促进公平。因此,为推进共同富裕,金融支持乡村振兴,一是

要考虑金融体系自身的完善,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有效畅通；二是要增强与当地产业的适配度,推进金融的供

给侧改革,提供符合产业发展的金融产品；三是要完善农村金融发展所需要的配套制度体系,使得金融体系更好地

发挥作用；四是要通过财政和政策性金融支持乡村建设等公益属性的措施,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同时将

资源向农业农村适当“转移倾斜”；五是加强金融服务不同类型农户的广度和深度,助力农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

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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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的研究发现以中小银行发展所推动的银行业

结构优化能够有效降低城乡收入差距，该作用随城乡

收入差距分位点的提高而增大。温涛、王永仓（2020）

认为金融部门扩张与全国城乡收入差距表现为U型关

系，这意味着金融部门扩张超过一定程度会扩大城乡

收入差距。熊德斌、杨迪（2022）的研究发现遵循比较

优势的发展战略、以中小银行占主体的银行业结构对

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直接的缩小效应，两者通过促进中

小企业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间接的负向影响。

陈斌开、林毅夫（2012）认为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

资本积累将导致利率下降，使得穷人更愿意通过借贷

来使用先进的现代技术，进而提高自身的财富水平和

财富积累速度，这种“先富带动后富”的“滴落”机制

使得穷人财富最终向富人收敛，实现收入分配的逐步

改善。

已有研究表明金融与收入分配关系密切，完善金

融体系是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的重要途径，因此在共同

富裕目标之下，研究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相关问题对

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升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之间

的公平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到“三农”领域，

当前大多数研究是从金融对乡村产业（胡剑波、郑维

丹，2022）、农民增收（杨林、赵洪波，2022）及农户

创业（李伟等，2022）等某一方面的影响进行的研究，

主要体现在缩小城乡差距（刘赛红、王志飞，2019）、

完善产业结构（梁杰等，2019）等方面，然而直接研

究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文献，尤其是在共同富裕目标

之下，金融对乡村振兴的研究包括金融对不同地区乡

村振兴的影响（王益君等，2022），金融科技对共同富

裕的路径研究（马九杰、杨晨，2022）、财政金融协同

推进共同富裕的研究（鲍曙光、冯兴元，2022）等，

关于金融支持乡村振兴路径的分析研究仍有待进一步

补充。本研究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首先搭建了金

融支持乡村振兴的理论框架，其次基于新结构经济学

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宏观制度结构的逻辑框架

分析了共同富裕目标之下乡村振兴的推进路径，然后

在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理论框架和乡村振兴推进路径的

基础之上，归纳总结出共同富裕目标之下的金融服务

乡村振兴的着力点，最后基于上述分析，进行总结并

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研究一方面从理论层面，为金

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具

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意义；另一方面从实践层面，为新

发展阶段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决策参

考，具有一定的实践借鉴意义。

二、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金融支持

乡村振兴的框架

根据新结构经济学，一个经济体在任何给定时

间内确定的、但随时间推移而变化、具有唯物辩证主

义物质第一性的要素禀赋结构是决定产业和技术结构

以及基础设施和上层制度结构（软硬基础设施结构）

的根本因素。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出相应的具有比较优

势、要素生产成本最低的生产结构（产业结构和技术

结构），相应的生产结构又决定了基础设施结构和上

层制度结构，只有当生产结构符合要素禀赋结构决定

的比较优势时、基础设施和上层制度结构与生产结构

相适宜时，生产结构所决定的生产力才能实现最大程

度的释放（见图1）。新结构经济学的理念体现在金融

学领域，即为：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某一经济体的要

素禀赋及其结构是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最适

宜的生产（产业和产业所用技术的）结构，反过来生

产结构也离不开与特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属于上层制

度的金融结构的支撑（林毅夫等，2009；Lin et al.，

2013）。基于此，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金融支持乡村

振兴主要包含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一）要素禀赋结构决定最适宜的包含产业和

技术的生产结构，生产结构决定最适宜的金融结构

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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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定的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其比较

优势和最优产业结构以及产业所用的技术，而不同

行业、采用不同技术的企业在规模、风险和融资需

求等方面有不同的特点，一方面，在特定时点上，

由于各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服务方面各有优势和不

足，一个经济体在其特定的发展水平上有一个适当

的金融结构；另一方面，在跨阶段上，随着经济的发

展，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变化，

与其相适应的金融结构也相应演变，因此实体经济

在某一发展阶段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与该经济体在其

他阶段的需求也会产生系统性差异（龚强等，2014）。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可以总结为：金融结构安排

应以能够满足产业结构融资需求、风险特性与技术

结构为适宜，比如，当产业结构以低风险、成熟技

术引进和模仿性技术创新占比较大的产业为主时，

银行导向型的金融结构更有利于产业增长，而当产

业结构以高风险、原创性技术创新和新市场开拓占

比较大的产业为主时，市场导向型的金融结构是更

优选择（林毅夫等，2009；Lin et al.， 2013；龚强

等，2014；杨子荣、张鹏扬，2018）。对乡村振兴而

言，金融支持最主要的是考虑实体经济发展的需求

特征，主要涵盖规模（经营主体的经营体量和所需资

金）、风险（农业生产和非农经营的产业风险）、信息

（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的信用、资产和家庭情况等）、

抵押品（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等可能支撑金融

交易的资产）等维度，比如，对于传统小农户而言，

由于其主要从事的农业规模有限、投资回报率较低、

缺乏能被银行认可的抵质押品，对其合适的融资机

构不是现代化农业的融资渠道，而是地区性的中小

银行，政策性金融产品也是以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为

代表的信贷金融产品；而针对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经

营主体的需求，债务融资、基金、供应链金融等工

具和产品模式正逐步得到创新与应用。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经

历了深层次的调整，要素禀赋结构、乡村产业结构的

动态变化正对农村金融提出新的需求、重塑农村金融

结构。从要素禀赋的变化来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

的推进促使大量农村人口离开农村进入到城市经济体

系，劳动力发生转移；在经济的不断发展中，技术进

步提升了农业规模经营的能力，农业资本化程度不

断加深；劳动力转移又带来土地经营权的出让，土地

流转不断集中。乡村劳动力、资本以及土地等生产要

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带来了乡村产业结构的变动，这

种变动既包括农业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动，也涉及乡村

一二三产业结构的加深。传统的乡村产业以农业生产

经营为主，农户是基本的生产单位，信贷是最主要的

融资方式，农村金融的核心任务为如何有效满足农户

的生产性信贷需求，农户 “融资难、融资贵”是农村

金融供求矛盾的主要体现（祝国平、郭连强，2018）。

随着农业现代化、集约化、规模化的推进以及一二三

产业的融合发展，以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以

及涉农企业为代表的新型经营主体成为农业生产的主

力军之一，其对生产性资金的需求规模更大、种类更

多、周期更长、产品结构更加稳定。企业化的经营特

性能够提供更为规范化的资产负债记录和抵押品，可

以拥有更加完备的信用评价体系，对金融工具的需求

不仅仅停留在信贷方面，保险、期货、基金、供应链

金融等具备了更加良好的适用条件。此外，由于我国

地区间发展阶段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地区的乡村要素

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同，对金融的需求不同，最适

宜的金融结构自然也是有所区别。因此，农村金融的

发展要顺应乡村产业结构的特性，从农村生产经营主

体的需求出发，通过金融政策支持乡村振兴要因时制

宜、因地制宜、因产业制宜，才能够更好地起到推动

乡村产业兴旺的作用。

（二）金融结构与基础设施结构相适配、与

其他制度结构相协调

根据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最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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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新结构经济学的逻辑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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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产业竞争优势的来源: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总成本   =   生产成本   +“交易成本”

在俑够准确反映价格信号的有效
市场中,企业家俑够遵循比较优
势来选择技术和产业,从而使得
要素成本最低,即生产成本最低

企业家很难自几解决的部分:
如 制度、税收、基础设施
(决定了 成本、运费、市场
和分工)、人 才培养、基础
研发等。

比较优势 竞争优势 

的产业结构，会使得生产成本最低，企业有自生能力，

但是仅有最低的生产成本还不足以应对竞争，只有最

终产品的总成本最低，才会具备市场竞争力。总成本

是由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共同构成，因此在要素生产

成本较低的情况下，如果有合适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

排，交易费用也会较低，经济体就会表现出巨大的竞

争力（林毅夫，2017），因此基础设施结构以及制度结

构一方面要与生产结构相适配，另一方面基础设施和

制度安排之间的相互作用作为经济运行的重要方面，

也应当做好统筹协调，才能保证交易成本维持在较低

水平（见图2）。金融自身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发挥最好的作用离不开与之适配的金融制度安

排；同时，金融作为制度安排，在顺应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的基础上，应当与其他制度安排统筹协调，制度

结构的协调一致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金融

结构的作用程度与金融及经济等制度约束相关，为放

大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实现金融资源在

各个市场的合理分配，既要依据

市场机制实现帕累托最优，充分

发挥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从而确保金融市

场有序发展，又要处理好政府与

市场的关系，合理地通过政策工

具对市场进行有效规制，推动金

融资源配置（杨兵等，2021）。

农村金融支撑体系是农村金

融市场的基础，也是保证市场能

够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作用的

关键要素之一，农村金融市场常

常面临高风险—低收益的困境，

从而造成农村金融市场的供需不

匹配问题，金融产品的供给并不

能满足农户生产经营和乡村产业

发展的需求，也就是说如果市场

环境可以让金融产品实现投资的风险—收益平衡条

件，金融市场自然会实现很好的供需匹配（祝国平、

郭连强，2018），因此农村金融支撑体系的完备性十

分重要。虽然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不断完善改进，但

在当前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阶段，仍存在抵押担保

障碍、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长效机制缺乏（王小华

等，2021）、信用体系不完备、资产市场较为落后、

金融基础设施不足、风险防控管理体系不完善等问

题，切实推动农村金融支撑体系的建设，降低宏观

制度安排不适宜形成的内化成本，提高资源的配置

效率，是金融支撑乡村建设效果的重要问题之一，

且该问题的改善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用。综上所述，

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金融支持政策既要遵循市场

化规律，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

要充分发挥政府的有为作用，因势利导地完善影响

金融服务“三农”的基础设施以及信用体系等金融支

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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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同富裕的本质及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路径

共同富裕的目的不是限制发展，而是在实现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缩小并逐渐消除地区差距、城

乡差距和不同阶层成员的收入差距，本质上也就是实

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效率的实现需充分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公平的实现离不开有为

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具化到农业农村领域，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从而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实现县域层

面的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发展阶段下向共同富裕目标稳

步推进的方案，从要素禀赋、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和

制度安排等方面具体可以包括以下五个路径。 

（一）深化乡村要素市场改革，促进资本等

生产要素城乡间的自由流动

要素禀赋结构是产业结构和宏观制度结构形成

的根本因素，只有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能

够充分地参与市场配置、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才能

够更好地推动乡村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

级，不断促进经济增长，使得各种要素的所有者因为

要素回报率的提升而增加收入。以劳动力为例，同样

技能的一个劳动者，如果在新的城市获得更好的工作

岗位，可能会获得比之前高得多的收入，该劳动者也

非常想去这个新的城市工作与生活，但由于受限于各

种行政壁垒的限制，劳动者去新的城市工作与生活的

愿望并不能得到很好的实现，这样就影响了乡村劳动

力劳动效率的释放以及收入的增长，也放缓了乡村劳

动力转移带来的农业规模化经营进程。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农村市场化改革的重

点在于产品市场改革，与之相比，要素市场化配置改

革进程相对滞后。生产要素能否在初次分配中“等价

交换”，对于能否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极为重要的基础

性意义，可以说初次分配过程中生产要素投入与分配

的公平性，是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基础（庞凤喜、郑

铿城，2022）。因此，为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功能，

为产业优化调整形成更加优化的要素禀赋结构，必须

坚持深化要素市场改革、补齐农村要素市场化配置短

板，当作为根本的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缩小差距时才

能够从底层逻辑上保障“共同富裕”的积极推进，因

此，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才是缩小城

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所在。

（二）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业，实现可持续

的农村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立足实现共同富

裕的目标，首先应该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如果

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时遵循比较优势，可以在初次

分配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的同时，给政府更大的空间

进行二次分配（林毅夫，2022）。当前农民的收入包括

四个主要来源：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

入以及转移性收入，农民作为低收入者，收入主要靠

劳动和就业所得，因此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增

长是保证农民收入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关键，而这两种

收入主要依赖农民的自主发展能力，该能力的增强离

不开乡村产业的振兴。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乡村产

业，形成竞争优势，就可以在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

会，从而有利于农民获得工资性收入，同时也有利于

经营性收入的增长和乡村的发展，可以说实现产业健

康可持续的转型升级是保证农户收入持续增长的基

础，也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前提。

此外，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形成竞争优势，经济发

展会较快，资本积累也会更快，劳动力就会从相对丰

富变成相对短缺，相应地，要素禀赋结构调整速度就

会加快。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一方面，会促使农民

等低收入群体所拥有的具有比较优势的资产价值（劳

动力的价值提高）增值，而富人拥有比较优势的资产

（资本的相对回报率下降）价值下降，从而改善收入

分配（林毅夫，2022）。另一方面，会加快乡村经济结

构转型，从而促使农业GDP占比和农业就业占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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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更快地缩小，并实现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工业服务

业劳动生产率的趋同 (黄季焜，2020)，未来继续从

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收入才能追赶上城市居民和农村非

农居民的收入，从而消除城乡收入差距和工农收入差

异。过去40年，中国农村经济结构通过农业生产转

型和农村劳动力就业转型实现了较快的转型，从而显

著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未来农村经济转型路径和

政策取向将影响中国农业发展方向和农民增收，决定

农民能否与全体国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黄季焜，

2022）。

（三）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交易成本提

高乡村产业的竞争优势

根据产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即使按照要素禀赋

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产业、进行经济的转型

升级，也只是保证了生产成本较低，但是如果政府

没有发挥因势利导的有为作用，比如没有及时提供

相应的基础设施，或者出现了一些政府“乱为”的行

为等，使得潜在比较优势没有发挥出来，该产业中

的企业还是形成不了竞争优势，产业发展不起来（王

勇等，2019），相关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基础设

施建设能够降低经济的不平等程度，也有助于降低

贫困（Hooper et al.， 2021; Chotia & Rao， 2017; 

Sasmal & Sasmal， 2016）。

乡村经济发展面临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

务供给是相对薄弱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速，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

但从共同富裕的目标来看，仍然面临地区性差异以及

质量水平不高的问题，比如部分地区道路建设质量较

低，排水设施覆盖不全等，无法满足当前乡村全面实

现共同富裕的需求（刘明月、汪三贵，2022）。对于乡

村产业发展而言，其生产性基础设施仍相对薄弱，农

村流通设施建设较为落后，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

农业方面落后于发达国家，根据2019年的数据，美

国80%的农场实现了信息化，而我国农业生产数字化

水平为23.8%，未来待提升空间仍然较大。基础设施

除了能够降低经济活动的成本，利于乡村产业竞争优

势的形成，带来更多高收入就业机会之外，还可以通

过改善与民生相关的公共服务，直接提高百姓的生活

质量；直接创造建筑业等就业机会，为人力资本积累

较低的农业人口提供非农业就业机会（张弛，2021）。

（四）加强配套制度统筹安排，增进宏观制

度结构与产业结构的适配度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只有在要素相对价格反映

了要素相对丰裕程度的情况下，企业才会根据本国

的比较优势选择合适的产业和技术（Lin & Chang，

2009），而这样的要素相对价格只有在竞争性市场体

系中才会存在，因此，有效的市场机制是经济按照比

较优势发展的必要制度保障（林毅夫，2019），而市场

环境是否优良，与相关法律、信用体系、产权保护、

信息披露等制度的完善程度有关（龚强等，2014）。

Lin（1991）最早运用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对中国农

业进行分析时，就指出由于土地和劳动力市场不存在

或人为受到限制，价格变化不能反映要素的稀缺性，

因而资源配置没有“合理的参照系”，“技术变迁可能

会偏离由资源结构决定的最佳方向”。按照新结构经

济学的逻辑，市场机制不健全将导致农业经营主体无

法有效积累农业剩余，其“自生能力”被削弱，又会

反过来阻碍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罗浩轩，202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制度的不断创新是促进

农村转型的重要驱动力之一（黄季焜，2020），从1978

年开始，我国农业农村进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创

新、农产品统派购制度改革、农村税费改革、城乡统

筹、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农村金融多元化改革、土地

流转制度创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制度创新、农村城

镇化制度安排、农业机械化补贴政策、农业社会化服

务制度等乡村制度方面的建设、改革与创新，将不同

时期的农业制度安排的重点将从提高农业部门的劳动

生产率，到破除城乡二元身份制度，向利于农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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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的土地产权制度、引导资本下乡的农业反哺制度

以及满足农业需求多样化的多功能农业制度的方向依

次演化（罗浩轩，2021），促使乡村制度安排的演化方

向持续满足乡村产业工业化的发展要求，保障了乡村

发展从一个阶段顺利地向下一个阶段转型。随着我国

乡村发展进入新阶段，对配套的宏观制度安排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农村土地制度、

农村金融体制、农民信用体制建设、农民产销组织、

农产品市场法规监管制度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创

新，以更好地服务于乡村产业的壮大与结构调整。

（五）健全收入再次分配机制，优化乡村支

持政策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

共同富裕的重要目标便是降低整体收入的不平

等，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

之后，在收入的二次分配中政府发挥有为作用实现再

调节功能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力保障。借助税收、社

保、社会福利以及其他转移性收支等政策对各收入主

体进行收入的再次分配，是维护社会公正的基本机制

与基础环节，总体上，再分配是以政府为主体所进行

的宏观管理与收入、财富调节，因此，收入的再分配

离不开有为政府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中提到，

要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

性，事实上，为了保障和提高农民收入，进而间接保

持农业生产的稳定，国家一直把保障农民收入作为财

政支农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朱青、卢成，2020），对

于农户而言，政府转移性收入在其转移性收入中占有

重要地位。鉴于 “三农”所覆盖的公共物品包括公共

基础设施、对农民、农业企业等个体的公共支持以及

与个体相关的教育、就业、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多

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刘天琦、宋俊杰，2020），所以

政府在“三农”领域的实际转移性支付主要包括三个

层面：一是对农户或农业企业的直接转移支付，比如

种粮补贴、养殖补贴、农村危房改造补贴、农机购置

补贴、医疗补贴、教育补贴等；二是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以政府公益性投入将通过税收获得的财政收入投

入到相对贫困、落后的农村地区；三是公共服务建设，

通过教育、养老、医疗、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实际获得（钟甫宁等，2022），通过

三个层面的政府转移性支付，在城乡之间进行收入的

再调整。随着乡村发展进入新阶段，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保缴纳、农村医疗等转移支付的

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创新，实现质量的提升，从而

满足新发展阶段城乡收入公平分配的需求，不断向共

同富裕目标迈进。

四、共同富裕目标下金融服务乡村

振兴的着力点

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保证效率

与公平的前提条件，是推进共同富裕路径制定时的必

然选择，因此为充分发挥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服务作

用，一方面，要通过金融制度的完善、金融配套支撑

体系的强化以及促进金融与产业的融合等方面，充分

实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另一方面，应坚

持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制度完善以及公平再分配等

方面的引领作用，通过财政和金融手段支持基础设施

建设以及农村广大农户的生产生活，充分发挥金融在

收入再分配过程中的杠杆作用。

（一）完善农村金融自身的市场机制，带动

生产要素的城乡双向流动

农村金融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根本矛盾仍未完全化

解、农村金融需求结构变迁引致供需结构出现新的失

衡、农村金融市场容量扩张与金融支撑体系薄弱的矛

盾突出是我国农村金融发展面临的三个关键问题（祝国

平、郭连强，2018）。一方面，农村金融市场具备高风

险对应低收益的特点，不满足金融市场风险-收益平

衡的出清条件，从而导致金融市场资金理性地不愿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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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农业农村领域，而是更愿意把资金投向风险收益匹

配度高的城市工商领域。对于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

其根本问题就是提高农业农村投资项目风险和收益的

匹配程度。另一方面，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存在同质化

的问题，从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到金融服务，同质化

问题制约金融产品满足乡村振兴发展需求的能力，弱

化金融机构对市场风险的抵抗能力。针对农村金融自

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化解风险收益不匹配问题、搭建

更为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体系是完善农村金融市场机制

的关键所在，在金融抑制的根本问题短时间内无法解

决的前提下，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降

低信息及服务成本以维持商业银行自主的可持续性，

精准定位政策性金融及商业性金融的供给层次以扩大

农业生产及农户生活所需金融支持的可获得性。

从金融融资成本来看，信息不对称问题是造成

农村金融服务成本高、收益低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

在农业农村建立越发完善的信息甄别机制、完整的征

信体系、有效的数字化系统等，降低商业银行识别、

挖掘农村客户的成本，提高银行提供农村金融服务的

收益率，从而更好地鼓励、引导金融资本进入到农业

农村领域。在信息成本-服务收益为导向的决策机制

下，商业银行不仅能够识别潜在的优质客户，而且能

够排斥无内生发展动力的“搭便车”客户，从而提高

服务对象、资金配置及金融培训的精准度（余春苗、

任常青，2021）。从金融产品及服务的供需匹配度来

看，在农业产业化不断发展、集体经济持续壮大、新

型经营主体不断增加的前提下，农业农村发展的金融

需求是多层次、多元化的，从金融机构到金融产品如

能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和产品，则能通过扩大服务边

界满足更多的乡村发展需求。比如，政策性银行为乡

村发展项目提供利息较低的大额贷款或中长期信贷；

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主

要针对农户和小微企业发放商业性小额贷款；大型商

业银行则针对当地产业发展规模偏大、贷款需求额度

较高的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发放相关贷款，此外，

“三农”领域的贷款可配合财政补贴或贴息的形式，

降低农户及涉农企业的融资成本以及银行的风险抵抗

能力，提高银行的发贷意愿，解决金融产品供需不对

等的情况。

（二）强化财政等金融体系配套制度，激发

农业生产力和乡村活力

制度创新是我国过去40多年农业增长以及现在

和未来乡村振兴的法宝，创新的制度安排能够加快农

村转型、结构转型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速度（黄季焜，

2020），为使金融更好地服务农业生产和乡村产业，

不仅要求不断提升金融机制自身的完备水平，还需要

其他制度安排不断调整与其相匹配，发展阶段的变化

对配套政策及服务体系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包括农村

的产权制度建设、信用体系建设、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等不同金融体系的配套制度。从产权制度来看，农村

金融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抵押担保的问题，一方

面，土地三权以及宅基地抵押仍存在困难，农户可用

于抵押的财产数量有限；另一方面，农业农村财产登

记抵押、评估与流转等机制仍不健全，融资担保合作

机制不完善，两方面的问题导致抵押物处置困难、资

本流通不畅，通过抵押担保获取贷款等金融服务困

难。从农村信用体系来看，我国以银行征信为主体的

信用体系在农业农村覆盖的广度和深度不足，农村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滞后，信息平台或系统重复建设、专

业化运营缺失，效率普遍较低，涉农信息及信用信息

的整合和共享缺失，金融机构获取农户信用信息的成

本高，从而增加金融服务的交易成本，阻碍金融资本

进入“三农”领域的积极性。从风险防控体系来看，

由于抵押担保和征信体系的不完善，农村金融的风险

防控体系建设至关重要，尤其是很多政策性金融政策

和产品，比如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相关风险防控体系

既要降低金融机构的风险预期，又要降低农户还不上

贷款的风险，因而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从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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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相关的风险防控：一是政策执行的系统化风险

管控并配套风险补偿金机制；二是建立保险等市场化

风险协同机制。

为了让金融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需要强化金

融体系的配套制度，比如强化农业投资支持政策的

顶层设计、创新财政-金融-社会资本的分工合作机

制、立足金融服务的收益-风险完善风险防控体系。

农业支持政策的顶层设计对于财政资金的基层分配

至关重要，因此要聚焦于公共服务平台、金融基础

设施建设、信用体系建设等领域，加强财政政策制

定的系统性与科学性，发挥财政支持在金融服务体

系建设的引领作用。同时，鉴于“三农”的基础性和

战略性地位，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综合

作用，创新财政-金融-社会资本合作机制，财政资

金鼓励和引导金融资本进入到“三农”领域，金融资

本撬动社会资本在“三农”领域发挥作用，三者在投

入量及投入结构上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此外，农

业的发展具有战略性和弱质性，为保证金融资本进

入的收益-风险条件，政府应积极推动风险分担体

系的打造，比如通过支持农业保险等形式，承担部

分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等农业生产经营风险，引导

并鼓励金融资本进入农业农村领域。

（三）促进金融发展与乡村产业融合，推动

乡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和核心枢纽，

一方面，我国乡村产业在经历农业产业化、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等阶段之后，乡村产业正由增产导向、

普通农户小规模经营、传统手工种养、传统农户“单

打独斗”的生产组织模式转向提质导向，专业大户和

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标准化机械化生产、合作

社“抱团发展”的生产组织模式以及农产品加工、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农产品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蓬

勃发展的新阶段（张林、温涛，2021）；另一方面，

乡村产业仍面临资源要素流转不畅、农业基础不稳

固、乡村产业升级困难，在结构、数量、发展速度

和效率等方面均落后于城市，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短板，阻碍城乡融合发展，影响共同富裕目标

的实现（赵培、郭俊华，2022）。当前乡村产业发展

的信贷需求主要体现在传统产业的规模化、农业新

型经营主体培育、乡村创业及新业态兴起、产业链

延长打造、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传统产业升级等，

乡村产业的发展决定了其对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需

求多元化的进一步提升。

新发展阶段，乡村产业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从数

量上到质量上的要求都快速提高，然而城乡之间的

生产要素流动仍然存在壁垒，资金作为重要的生产

要素之一与乡村产业发展需求的适配度仍然较低，

金融支持必须与乡村产业进一步融合，提供能够满

足不同经营主体、精细产业发展的服务和产品，比

如为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

等新型经营主体提供周期、金额适度的金融专项产

品，针对发展空间广阔、辐射带动能力强大、与农

业农村农民联系紧密的农产品加工、农产品电子商

务、乡村仓储物流以及休闲观光农业等新兴产业，

为产业发展提供信贷支持，助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通过金融与乡村产业的持续、深度融合，推动乡村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四）创新金融支持乡村建设的路径，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

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来

支撑，经过长期投入，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

长足改善，但大部分地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仍

比较低，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与农业农村发展需求还不

尽匹配。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

不平衡短板，推动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促进城乡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事关农民切身利益、农业现代化

和农村长远发展。而乡村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发挥财政和金融在支持乡村振兴方面的作用，因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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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地实施金融政策，以更好地支持乡村建设，进而服

务农村实体产业，对有为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明确了当前乡村建

设的目标和重点任务，乡村建设进入新发展阶段，

当前金融支持乡村建设也面临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

解决。一方面，基层对于乡村建设具体如何开展并

形成清晰的方案，在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过渡的衔

接时期，用于乡村建设项目的财政资金如何安排也

影响到财政资金对金融资本的撬动作用；另一方面，

乡村建设项目固有的公益属性以及高风险-低收益

的系统问题，使得其支持资金以财政资金为主，难

以成为追本逐利的商业性金融的服务对象。因此为

吸引金融资本进入到乡村建设领域，一是要利用政

策性银行发挥政策性金融在公益属性的乡村建设项

目方面的作用，二是要创新金融服务乡村建设的产

品和模式，借力乡村振兴票据、革命老区债券、乡

村振兴基金等新型金融工具，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PPP）、担保公司介入、集体建设用地抵押、农

业产业链融资等创新实践模式，缓解高风险-低收

益的投资系统性问题，鼓励和吸引金融资本和社会

资本进入乡村建设领域。

（五）加强金融服务广大农户的力度，增进

农民的可持续收入水平

通过金融在资金投入方面的作用，有助于城乡

收入的再分配，一方面，提高金融服务广大农户的水

平，可以在初次分配的环节，促进生产要素回报在城

乡居民之间的公平性；另一方面，利用金融支持政策，

可以让不同类型的农户以相对较低的利率获得贷款等

金融产品，比如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普惠金融相关产

品等能够惠及农户，促进农户收入的可持续增长。随

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农业农村的现代化程度

不断加深，我国农户逐渐分化成务农为主的传统小农

户、务农为辅的普通农户以及新型经营主体等三个主

要类型。不同的农户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不同，促使

信贷需求量既有总量上的持续扩张，也有融资需求结

构上的不断变化。当前农村金融需求不再仅限于传统

农户的小额信贷的“短频快”模式，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发展壮大要求金融服务更加综合化，主要表现为

金融贷款期限更长、信贷产品更为丰富、金融服务更

加多元，比如“期货＋保险”“担保＋融资”“订单＋

期货＋保险”“订单＋保险＋融资”等金融服务模式（王

小华等，2021）。

为满足不同类型农户，尤其是新型经营主体对农

村金融服务的需求，促进农户的持续增收，仍要加强

政府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不断提高金融服务农户

的广度和深度。一是政府可以鼓励和帮助金融机构识

别当地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主体生

产发展的金融需求，通过科学化、信息化的手段对不

同类型的农户进行信息管理，依托信息综合管理平台

等形式，降低服务成本，提供精准化金融服务。二是

政府将不同类型农户的相关信息提供给金融机构，对

返乡就业农民工、创新创业农户、普通中小农户、脱

贫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差异

化金融服务。三是搭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用评价

体系和平台等，助力金融机构以较低成本，获取信贷

主体信息、设计并履行信贷合约、监督贷款用途等，

在金融服务新型经营主体方面实现降本增效，增加金

融服务新型经营主体的意愿和积极性。

五、结语：以优化农村金融结构助

力推进共同富裕

基于前文分析，为更好发挥农村金融对共同富裕

的助推作用，本研究认为政府和金融机构要不断优化

农村金融结构，改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充分尊重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政府在金融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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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乡村振兴中的因势利导作用，针对于此提出以下四

点建议。

第一，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原则，增进产业金融的

融合程度。农村金融要把服务乡村产业发展作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其服务水平和效率，将金融资

源配置向乡村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倾斜，

以满足农村居民和乡村产业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金

融需求。

第二，以优化金融结构为核心，推动金融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金融机构在支持各地乡村振兴的过程中

也需要考虑到各地资源禀赋与发展阶段的差异性，提

供更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宏观层面，调整金

融结构及其布局，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分层次进行

不同金融机构的市场定位，从供给侧创新出周期、金

额更加符合乡村经济发展需求的产品，降低融资和再

融资门槛；微观层面，根据每个地方金融结构的发展

阶段，将金融工具与投融资模式相结合进行实践，对

于金融体系相对完善、营商环境较好、金融机构投资

相对活跃的地区，创新产品和运行模式，积极推动金

融助力乡村经济发展。

第三，以完善金融自身为主体，改进农村金融

市场及服务体系。金融体系的发展应坚持质量优先，

引导农村金融发展同县域以及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协

调，不断完善金融市场、提升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

品体系，促进投融资便利化，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提

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第四，以加强配套制度为重点，改善金融基础设

施和制度安排。为使金融更好地支持乡村振兴，不仅

要求不断优化金融自身结构，还需要金融配套制度结

构不断完善才能与之进行匹配，要增进财政金融协同

性、充分发挥财政的撬动作用，要完善信用体系建设、

不断降低金融的执行成本，要健全风险防控机制、持

续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责任编辑：白耀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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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Financial Support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An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HU Ya-qi   LIN Justin Yi-fu

Abstract: How finance can better support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related to wheth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can be effectively promo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on the one hand, finance should be appropriate to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based on local conditions and match the infrastructure structure and other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in order to 

greatly contributing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hould not only improve efficiency according to the path of “factor endowment structure-industrial structure-institutional structure”,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income redistribution mechanism to promote equity. Therefore, in order to take advantage 

of finance to support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we need to firstly conside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itself to accelerate the effective and smooth flow of production factor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secondly enhance the 

financial adaptability to local industries, push on the supply side reform of finance, and provide financial product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irdly facilitate the supporting system for rur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to help the financial system play a better 

role; fourthly reduce transaction costs and improve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public welfare measures such as fiscal and policy 

finance support for rural construction, while appropriately "transferring" resources to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fifthly strengthen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financial service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farmers to help farmers' income grow sustainably and improve the fairnes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Key Words: Financial Support; Common Prosperity;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roduction Factors; Infrastruc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