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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理论分析表明信息通信技术通过促进农村金融包容,带动了农村经济增长.基于中国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

１７４３个县(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的经验分析表明:信息通信技术通过农村金融包容影响了农村经

济增长,在信息通信技术水平高的地方,农村金融包容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运用动态广义矩方法对模型进行

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支持以上的结论.这表明要在农村地区继续加强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并在此基础上通过

发展电子化金融服务来构建包容性农村金融;同时继续深化现有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最终实现农村金融包容

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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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由于农村金融交易频次低,设立网点成本高等原因,金融机构在农村拓展金融服务的意愿不强,
导致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供给不足,部分乡镇甚至存在金融服务完全空白,使农户无法获取储蓄、贷款、
保险等基础性金融服务,从而引发金融排除.已有的文献研究表明农村金融排除的加剧在一定程度

上抑制了农村经济增长、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严重阻碍了城乡统筹发展[１][２][３].改革现行的金融体

系以缓解农村金融排除是一项长期的工作.短期内,要想减轻农村金融排除必须发展信息通信技术,
这是因为作为农村金融包容重要载体的电子化金融通过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以网络为媒介,摆脱了

传统金融服务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从而扩大了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边界,促进了农村包容性金融

发展.而且中央金融改革会议也明确提出了要在农村地区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普惠性金融体系,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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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农户都能够高效、快捷地享有存、贷、汇以及代收代付等基础性金融服务.因此,以信息通信基础设

施为依托,在农村地区发展电子化金融服务成为当前构建包容性农村金融的重要选择.
近年来,随着中国加快推进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的进程,农村金融机构以此为依托积极向

县域及以下地区推广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电子金融产品,使“三农”客户充分享受到方便

和快捷的金融服务.当前,农村地区电子化金融服务呈现出快速和健康的发展态势.以中国县域网

点数量最多的农业银行为例,截至２０１１年６月,农业银行共发行惠农卡８１００余万张,在县域配置

ATM 机１．４３万台,存取款一体机８８００余台,POS机１５．４万台,转账电话１３６．１万台,为３亿多农户

提供现代化金融服务.如果加上农村信用社、农商行和村镇银行提供的电子化金融服务,覆盖的农户

更多.那么信息通信技术在农村金融领域的应用是否促进了农村金融包容,并带动了农村经济增长?
由于金融包容这个话题是最近几年才提出来的,目前国内对这方面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还处

于起步阶段.对于信息通信技术、金融包容和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现有文献主要围绕如下几个

方面展开:(１)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的结论.丁疆辉等对中国农村信息化发展态势进行分

析后得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拥有情况与居民纯收入呈明显正相关[４];张红历等对中国省域信息技术

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后得出,信息技术发展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５];
孙琳琳等认为信息化将在未来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６].
(２)金融排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张宏彦等研究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农村普惠

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和农村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村金融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１],普惠金融

发展将会促进农户收入增加,有利于提高农村生产率[２].(３)信息技术在应对农村金融排除中的作

用.田杰和陶建平基于中国县域数据实证分析了信息技术在应对金融排除中的作用,研究结果为,信
息技术的发展有效地减轻了农村金融排除[３].

目前国内还没有文献从理论上详细分析信息通信技术通过农村金融包容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

传导机制,本文将在这方面做比较深入的分析.其次,由于数据获取的困难,目前国内还没有文献实

证分析信息通信技术是否通过农村金融包容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本文将基于中国县域的大样本面板

数据,实证检验这一理论假说.

二、信息通信技术通过农村金融包容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一)信息通信技术在农村金融领域的应用

电子化金融服务就是信息通信技术在农村金融领域的应用,其主要是通过已经存在的网络,发挥

现代科技的优势,推动农村金融市场交易和结算方式创新,拓宽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解决农户

获取金融服务时面临的成本和距离两大障碍,有助于减轻农户遭受的金融排除,促进了农村包容性金

融发展.电子化金融服务归纳起来主要是三种服务类型:面对面的现金交易(包括国内和国际汇款);
获取现金和购买货物;支付费用和偿还贷款.具体应用有 ATM 机、POS机、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
机银行、短信通、惠农卡、转账电话等.电子化金融服务在农村地区有多种实践模式,如农行在农村地

区推广的“山西模式”、“寿光模式”、“重庆模式”、“‘惠农e家’模式”等.
(二)信息通信技术促进农村金融包容的作用机制

信息通信技术在农村金融领域的应用能够帮助农户获取金融服务,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从而促

进农村金融包容.具体来说,信息通信技术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影响农村金融包容:

１．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降低了金融机构收集农户信息的成本,有利于农村征信体系的建设,缓
解了农户贷款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信贷服务决策效率,促进了对农户的信贷服务供给,推动了

农村金融包容发展.目前中国的农村征信体系主要是人民银行通过已经建成的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

人信用信息数据库来连接农村信用社或农村商业银行的数据库系统.农户征信系统为从事农村经济

活动的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建立了一套信用档案,并收集了相应的信息,系统的信息经过储存和加工

后再交付给农村金融交易主体.但是对于地理位置偏远分散的农户或农村微型企业,由于其规模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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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信用记录,金融机构很难获取相应的信贷决策信息,不愿意向其提供信贷服务.随着信息通信技

术的发展,农村金融机构收集客户或潜在客户的信息更加容易,依托征信系统对信息进行编码、利用

和分析的能力也显著提升.完备的农户征信体系提供的准确信息,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

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有助于农村金融机构提高信贷决策效率,缩短放贷时间,降低信贷服务成本,最
终有利于农村经营主体获取信贷服务.

２．农村金融机构依托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可以开发出低成本的能够覆盖偏远、贫困地区农户的

金融服务手段,促进了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信息通信技术促进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主要是通过推

动农村无分支银行发展和支付手段创新,使偏远地区农户也能获取金融服务,提高银行服务覆盖率,
促进农村金融包容.农村无分支银行主要是依托银行卡、手机或其他电信设备向农村提供价格可以

接受的金融服务,避免了在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开设银行分支机构的高成本问题.无分支银行

的主要形式有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和电话银行等.信息通信技术促进支付手段的创新,包括 ATM、

POS终端机、短信通、惠农卡及电话转账设备等.无分支银行和农村创新性支付手段显著降低了农

村金融服务的成本.据测算,处理一笔业务,网上银行和 ATM 花费的成本相当于银行机构的１/５,
使用POS机的成本只是银行物理网点处理同样业务的０．５％.电子化金融服务成本的降低及在此基

础上实现的金融服务创新,可以实现在任何地点和任何时间提供自助式的金融服务.
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农村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农村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

增加了农户获取金融服务的可能性,实现了人人享有“平等、普惠”的农村金融服务,最终有助于包容

性农村金融体系的建立,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农村金融包容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农村金融包容的发展目标是确保所有的农户都能高质量的获取基本的金融服务,如贷款、储蓄、
汇款、保险及其他风险管理工具,那么农村金融包容是否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 通过对现有文献梳理

可以发现,金融包容的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目标一致,金融包容是包容性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维度.农

村金融包容的发展能够确保农户可以高质量地获取贷款、储蓄、汇款和保险等基础性金融服务,而金

融服务的获取可以缩小农户收入和支出的波动,降低农村贫困程度,这就相当于提高了农村地区的整

体收入水平,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其次,农村金融包容促进了农户机会的公平,激发了农村经济主体

的潜能,同样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增长[７].但是,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如果在结构和功能方面与

农村经济发展实际需求不协调,也会抑制农村经济增长[８].
以上三部分的分析表明,信息通信技术在农村金融领域的应用有利于农村金融包容的发展,并促

进农村经济增长.现有国外文献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如BCG通过对巴基斯坦等四

个发展中国家的调查分析表明,到２０２０年,信息通信技术可使金融排斥从２０％减少到５％,同时使

GDP增加５％[９].Shamin认为信息通信技术降低了金融服务提供者的操作成本、使用者的搜寻与转

换成本,同时增加了低收入借款者的金融可获得性,因此,信息通信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有助于经

济增长[１０].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及现有文献的研究,本文提出如下假说:信息通信技术通过农村金

融包容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本文主要关注信息通信技术是否通过促进农村金融包容的发展来带动农村经济增长,因此构建

如下计量模型:

Yi,t＝α０＋а１ICTi,t＋а２IFIi,t＋а３ICTi,t×IFIi,t＋Xi,t＋εi,t (１)
其中,Y表示农村经济增长,用人均 GDP来表示;IFI表示农村金融包容的水平,关于农村金融

包容水平计算的详细说明可以参考田杰和陶建平详细的阐述[３],这一指标的简要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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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I的数值介于０到１之间,０表示完全的农村金融排除,１表示完全的农村金融包容.其中,r＝
０．５,r的选择主要是考虑到IFI计算的数值对农村金融包容实际水平的拟合程度);ICT表示信息通

信技术水平,用农村每百人中电话使用量来度量.一般来说农村信息通信设施包括农户使用的家用

计算机、电视、广播、电话等,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并参考董晓林和徐虹对金融基础设施指标的度量

及 Andrianaivo和 Kpodar采用人均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的使用量来度量非洲的信息通信技

术[１１][１２],本文用农村每百人中电话使用量来度量也是合理的.X为控制变量,对控制变量的选取主

要是参考了以往文献中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包括:教育发展水平(EDU),用总人口中每百人在

校中学生人数来表示,教育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预期影响为正;产业结构(IS),用县域农

村地区第二、三产业产值的增加值占当期县域 GDP的比重表示,用来反映县域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

状况,本文预期其能显著地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政府财政支出(GEB),用地方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

来表示,这一指标用来衡量地方政府对农村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一般认为政府的参与程度越高,对
农村经济发展越不利,因此预期影响为负;就业率(EMP),用从业人数除以总的人口数来表示,就业

率的提升能显著促进农村经济增长,预期影响为正.
图１显示,信息通信技术和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呈正相关;图２中农村金融包容和农村经济增长之

间呈现微弱的正相关;图３显示,信息通信技术和农村金融包容的交互项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呈正相

关,但这并不能说明信息通信技术通过农村金融包容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因为没有考虑到控制变量

的影响.本文在接下来的实证分析部分将逐步加入控制变量来观察农村金融包容及信息通信技术和

农村金融包容交互项(ICT×IFI)的系数,并进行分析和解释.

图１　信息通信技术与

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

图２　农村金融包容与

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

图３　交互项与农村

经济增长的关系

(二)本文的数据来源

农村金融包容指标中用到的数据来自于中国银监会官方网站发布的中国农村金融图集中公布的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中国各个县(市)的银行类和经济类统计数据,信息通信技术数据和其他部分农村经济

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对中国县域的选择也是参考了中国县域年鉴中公

布的县(市),总共２０７１个.剔除数据缺失或存在极值的样本县(市),本文最终选取了１７４３个县

(市)作为研究样本,占县(市)总数的８４．２％,能够代表中国农村情况.

四、实证分析

本文设定的实证模型主要是分析农村金融包容及信息通信技术与农村金融包容的交互项对农村

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逐步加入控制变量,所以设定了表１中的７个回归模型.首先采用静态面板模

型对表１中的７个回归模型进行检验,发现都适用时点固定效应模型.但是仅仅进行固定效应回归

得到的结果是有偏误的,因为没有考虑到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和异方差性.
本文首先考虑尽可能地降低模型中存在的内生性.一般来说,导致内生性的可能原因有三个:一

是信息通信技术、农村金融包容分别与农村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二是遗漏了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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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控制变量;三是使用宏观统计数据导致的误差,但这种误差难以避免.本文借鉴现有类似文献中

的方法来处理内生性:一是使用工具变量,由于本文使用的是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很难寻找合适的工

具变量,所以只能尽可能加入控制变量,把信息通信技术和农村金融包容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分离

出来,尽量消除内生性;二是使用面板数据模型也能消除内生性,考虑到本文后面用动态面板做了稳

健性检验,这里首先选用静态面板进行分析.
此外,本文使用的是５年期大样本面板数据,具有截面大和时期短的特点,可能存在异方差性.

为了保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PCSE方法对回归结果进行了异方差修正,具体结果见表１.
　表１ 信息通信技术、金融包容与农村经济增长的静态面板

变量 reg(１) reg(２) reg(３) reg(４) reg(５) reg(６) reg(７)

ICT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２５．８４２) (２５．４７３) (１６．１０３) (－５．５２３) (－５．６１６) (－６．０５９) (－６．１００)

IFI －０．２０９ －０．２６４ －２．２６４∗∗∗ －２．３１７∗∗∗ －１．９２４∗∗∗ －１．９３２∗∗∗

(－１．１５２) (－１．５２１) (－８．８２０) (－８．９８３) (－７．９７３) (－７．９８２)

ICT×IFI ０．１１４∗∗∗ ０．１１４∗∗∗ ０．０９４∗∗∗ ０．０９５∗∗∗

(１２．４０１) (１２．４５７) (１０．９２８) (１０．９７０)

EDU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２
(０．１４８) (２．０７６) (０．２４６)

GEB －０．９２３∗∗∗ －０．９６５∗∗∗ －０．９６３∗∗∗

(－１３．３１４) (－１３．４９６) (－１３．４７８)

IS ２．５０３∗∗∗ ２．６１６∗∗∗ ２．６１５∗∗∗

(２２．１１０) (２２．３４９) (２２．３２３)

EMP ０．３９８∗∗∗ ０．３５５∗∗∗ ０．３４９∗∗∗

(３．８８０) (３．４３２) (３．３２３)

C １．２５０∗∗∗ １．３２０∗∗∗ －０．３９６∗∗∗ ２．１１２∗∗∗ ２．０５２∗∗∗ ０．１６９ ０．１６７
(５２．５６５) (２０．１６２) (－３．５１６) (２２．０７４) (２０．４８２) (１．２８６) (１．２５６)

RＧsquared ０．２１２ ０．２１３ ０．２８３ ０．２２２ ０．２２２ ０．２９４ ０．２９４
DW １．６７５ １．６７３ １．６７５ １．６３１ １．６２９ １．６１８ １．６１６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以下同.所有回归控制了地区效应,未控制时间效应.

表１中回归(１)首先分析了信息通信技术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信息通信技术的回归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回归(２)加入了农村金融包容,其系数不显著.回归(３)中继续加入其他控制

变量,农村金融包容的系数依旧不显著,这表明农村金融包容没有促进农村经济增长,而本文第三部

分的图２中,农村金融包容与农村经济增长表现出微弱的正相关是在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得

出的.回归(４)、(５)、(６)和(７)中加入了信息通信技术和农村金融包容的交互项变量,其结果都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保持其他因素不变,信息通信技术的水平越高,则农村金融包容促进

农村经济增长的效应越大.
回归(２)和(３)中农村金融包容系数不显著,回归(４)、(５)、(６)和(７)中农村金融包容的系数显著

为负,即农村金融包容抑制了农村经济增长,原因在于,虽然农村金融包容在理论上具有促进农村经

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如果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在结构和功能方面与农村经济发展实际需求不协调,也会

抑制农村经济增长[８].虽然回归(４)、(５)、(６)和(７)中农村金融包容系数一直显著为负,但是信息通

信技术和农村金融包容交互项的系数始终显著为正.根据公式(１)可知,农村金融包容对农村经济增

长总体影响系数的大小是由а２＋а３ICTi,t决定的,通过代入具体数据进行粗略测算得到:信息通信技

术水平数值高于２０．３时,农村金融包容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而低于这个数值时,则相反.由此可以

看出当地信息通信技术水平越高,农村金融包容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效应越强.相应的解释为:首
先,信息通信技术水平的完善能够显著提升当地农村征信体系的建设水平,而农村征信体系的完善能

显著降低农村信贷服务的成本,提高农村信贷决策的效率,因此有利于农村金融机构增加信贷资金的

投放,减少了由于当地农村金融发展中结构和功能失衡所导致的资金外流;其次,信息通信技术水平

的提升能够扩大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边界,增加了农户对储蓄和汇款等基础性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６１１



而农户对贷款、储蓄、汇款和保险等基础性金融服务的获取能降低贫困及促进机会的公平,激发经济

主体的潜能,促进农村经济增长.
表１也展示了各控制变量的系数及其统计显著性:政府干预与农村经济增长在１％的水平上呈

显著的负相关,表明政府干预过多不利于农村经济增长.教育的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就业率的增

长将有效促进农村经济增长.这与以往文献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五、稳健性检验

在模型(１)中,信息通信技术、农村金融包容、教育水平、就业率、产业结构和政府干预都可能在一

定程度上依赖当期或前期的农村经济增长,因而可能具有内生性,本文运用动态广义矩模型(又称动

态面板数据模型)做进一步的检验.将模型(１)重新设定为:

yi,t＝α０＋α１yi,t－１＋а２ICTi,t＋а３IFIi,t＋а４ICTi,t×IFIi,t＋εi,t (２)
式(２)中,yi,t为各县(市)在第t期的人均 GDP,其他变量的定义和模型(１)相同.对模型(２)做一

阶差分,消除固定效应的影响:

yi,t－yi,t－１＝α１(yi,t－１－yi,t－２)＋α２(ICTi,t－ICTi,t－１)＋а３(IFIi,t－IFIi,t－１)＋а４(ICTi,t×IFIi,t－
ICTi,t－１×IFIi,t－１)＋(εi,t－εi,t－１) (３)

　 表２ 信息通信技术、金融包容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动态面板(差分GMM)

变量 xtd(１) xtd(２) xtd(３) xtd(４) xtd(５) xtd(６) xtd(７)
LD．yi,t－１ １．０５０∗∗∗ １．０１９∗∗∗ ０．９９７∗∗∗ １．０４１∗∗∗ １．０７６∗∗∗ １．００６∗∗∗ １．０３４∗∗∗

(３７．５８０) (３６．７８０) (４０．１９０) (３０．８２０) (３１．５１０) (３０．９２０) (３２．９１０)
D．ICT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７６∗ －０．０１７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２．３５０) (２．８２０) (－１．７２０) (－１．７００) (－１．４２０) (－１．４６０)
D．IFI －１．３４４ －１．２９９∗∗∗ －２．３６５∗∗∗ －２．２６４∗∗∗ －２．４１２∗∗∗ －２．３５０∗∗∗

(－４．０８０) (－３．９２０) (－４．３６０) (－４．５４０) (－４．４４０) (－４．５５０)
D．IFI×ICT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２∗∗ ０．０５８∗∗ ０．０５８∗∗

(２．４３０) (２．３８) (１．９６０) (２．０００)
D．EDU ０．０４４∗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３∗∗∗ ０．０５６∗∗

(１．８１０) (２．５８０) (２．６００) (２．７６０) (２．５００)
D．GEB －０．７７４∗∗∗ －０．７３６∗∗∗ －０．７３２∗∗∗ －０．８１０∗∗∗ －０．７４６∗∗∗

(－４．４００) (－４．３５０) (－４．３６０) (－４．０５０) (－４．４４０)
D．IS １．８１４∗∗ １．６８６∗∗ １．６９３∗∗ １．７１２∗∗ １．６２８∗∗

(２．３４０) (２．１９０) (２．２１０) (２．０８０) (２．１２０)
D．EMP １．１３４∗∗∗ １．２５４∗∗∗ １．３６３∗∗∗ １．２０７∗∗∗ １．２６４∗∗∗

(２．９２０) (３．２８０) (３．３６０) (３．２６０) (３．３６０)
C －１．９４６∗∗∗ －１．５１８∗∗ －１．４５０∗∗ ０．８６９∗∗∗ ０．９６０∗∗∗ －１．２７４∗ －１．１０１∗

(－２．８８０) (－２．１７０) (－２．１１０) (４．４５０) (４．９５０) (－１．８５０) (－１．６８０)
观测数 ５２２９ ５２２９ ５２２９ ５２２９ ５２２９ ５２２９ ５２２９
AR１(prob)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２
AR２(prob) ０．１４９ ０．２０９ ０．１９２ ０．２１７ ０．２２９ ０．２１９ ０．２２７
Sargan检验
的P值 ０．２３０ ０．１５２ ０．１５６ ０．２５８ ０．２７４ ０．１５８ ０．１９２

　　本文对模型(３)使用动态广义矩模型估计方法,用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以及严格外生变量的差分

作为模型(３)的工具变量.表２给出了模型(３)的估计结果.根据表２的回归结果(４)、(５)、(６)和(７)
可以看出,信息通信技术与农村金融包容交互项的系数都显著为正,由此可以得出:保持其他因素不

变,信息通信技术水平越高,则农村金融包容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效应越大.相比回归结果(２)中农

村金融包容系数不显著,在回归结果(３)、(４)、(５)、(６)和(７)中,农村金融包容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

显著为负,而信息通信技术与农村金融包容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这凸显了信息通信技术的作用,
因此本文再次验证了第四部分的结论:信息通信技术通过农村金融包容影响了农村经济增长,即在信

息通信技术水平高的地方,农村金融包容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其他变量符号与表１的估计结果完

全一致,在此不再重复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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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是检验信息通信技术通过农村金融包容促进农村经济增长这一理论假说,并运用中国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１７４３个县(市)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在控制了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后,运
用固定效应模型发现:信息通信技术通过农村金融包容影响了农村经济增长,即在信息通信技术水平

高的地方,农村金融包容显著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为了克服其他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本
文运用动态广义矩方法对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再次支持了以上结论.根据以上的研究结论,
本文提出如下两方面的政策建议:

１．在农村地区要继续加强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要在此基础上继续推广可持续发展的电

子化金融服务.中国农村地区正在实施“三网融合”发展战略,为农村电子化金融发展提供了重要机

遇.借助于可持续的电子化金融服务,各类农村金融机构不仅可以为农户提供安全、高效和可靠的电

子化金融,而且也能够为自身带来可观的利润.因此,在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大力推广电子化金

融服务成为了首要选择,并以电子化金融服务为突破口,在农村构建包容性金融体系.

２．针对农村金融包容单项没有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现状,应继续深化现有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比如涉农贷款税收优惠、定向费用补贴、增量奖励等已经在推广的政策;发展微型金融组织来健全农

村金融组织体系[１３],重塑农村金融市场主体,使农村金融能真正服务农村经济;引导涉农金融机构在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加大农村金融资源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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