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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金亮在《经济日报》上撰文说，在

刚落幕的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

易会上，农业服务贸易成为与会农业企

业和专业观众关注的焦点。

农业服务贸易是向国（境）外提供

或购买农业相关服务的贸易形式，即农

业服务业的进出口，被认为是经贸合作

新模式、农业升级新路径。从世界范围

看，农业强国大多也是农业服务贸易强

国。荷兰是世界第二大农业出口国，农

产品贸易和农业服务贸易均有优势。

其乳业技术和生猪养殖世界领先，温室

农业和园艺农业服务成熟，支撑起农业

服务贸易强国地位。如今，农业服务贸

易已覆盖农业各环节各领域，促进了各

国农业产业链升级。用农业服务提升

效率、凝聚要素、重构产业、赋能农民，

成为国际粮食和农业系统加快转型的

共识。

一个国家农业的发展，需要农产品

贸易和农业跨境投资稳定增长，也需要

农业领域服务贸易大力发展。近年来，

我国积极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主

体培育、模式创新、领域拓展，推动了农

业适度规模发展。同时，还与其他国家

分享农业服务，出口杂交水稻技术、绿色植保服务

等，造福了不少发展中国家。我国杂交水稻技术与

服务出口助力数十个国家粮食增产，农业无人机及

相关服务贸易每年为全球10亿多亩农田提供各类作

业服务，农产品储运加工一条龙服务大大增加了货

物贸易效率。

应当看到，我国农业服务贸易发展仍处于起步

阶段，潜力有待开发，政策有待完善，尤其是国际竞

争力仍显不足。出口市场集中，主要向东南亚、非洲

和南美洲等市场提供农业服务，进入欧美市场的

少。市场主体实力弱，多数海外农业服务企业集中

于某一细分领域，尚未形成全产业链供应能力。服

务形式单一，多依托境外农资农机、农技和加工仓储

等企业为当地用户提供服务，其他形式的服务贸易

少。

放眼国际，农业服务贸易的相当份额被发达国

家垄断，成功的跨国农业企业也大多是农业服务贸

易的佼佼者。全球农业产业链中的品种选育、农化

服务、精深加工、品牌营销等高端服务环节和市场份

额多被跨国巨头掌控。以美国的三大粮商为例，其

不仅在农产品贸易方面有优势，在农业全产业链服

务方面也实力不俗。再比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一些跨国农业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不仅售卖农资或

农机，还提供全程解决方案，成为增加用户黏性的法

宝。

中国企业也积极发展农业服务贸易，既服务国

内，也走出国门。据农业农村部面向全国征集的农

业服务贸易案例显示，主要有农资农机、农业技术、

加工仓储、流通营销和信息服务等五种典型模式。

比如，江苏沃得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在国外销售

的农机，曾因缺少配套服务被迫退出当地市场，在确

立了以服务为重心的发展战略后，成功进入印度市

场，成为印度排名前三的农机品牌。又如，袁隆平农

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派遣技术专家、提供育种技

术，在菲律宾推广杂交水稻，带动了当地农户增收，

还为其培训了大量专业人才。

我国农业服务贸易面临广阔发展空间。近年

来，全球服务业在出口增加值的创造上高于制造业，

今后这一趋势将更明显。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

的应用，为农业服务业的可贸易性提供了支撑。作

为服务业的重要一环，农业服务贸易规模将继续扩

大。今年生效的 RCEP 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

定，为我国优势农业服务向相关国家出口带来更多

便利。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不少发展中国家更

加重视发展农业，对我国农资农技和生产服务等需

求增加。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服务贸易国，也是世界第二

大农产品贸易国，理应在农业服务贸易方面拥有一

席之地。要把握农业服务贸易新机遇，引领我国农

业企业从单纯的农产品或投入品生产向综合性全链

条农业服务体发展，从而更好提升中国农业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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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助推乡村振兴的探索与实践
□马晓艳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2022年3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发《关于做好

2022年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要求强化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

融，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5G网络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有效整合涉农主体信用信息，提高客户识别和信贷投

放能力，减少对抵押担保的依赖，积极发展农户信用贷款。

近年来，各大商业银行在加快农村金融科技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方面作了很多有益探索，金融服务“三农”工

作取得明显成效。

农村金融发展的背景

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过程中，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

态势越来越好。

一是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和环境逐

步改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取得积极

进展。在乡村治理上，近年来国家投

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建设大数据平

台，极大地促进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目前，我国乡镇银行业金融机构覆盖

率、行政村金融服务覆盖率均创历史

新高。

二是农村信贷服务提质增效。近

年来，各家金融和非金融机构愈加重视

农村金融服务，涉农贷款规模持续增

长，年增长量达10%左右。

三是金融科技服务乡村振兴取得

积极成效。金融科技与传统金融机构

深入融合，在数据和信息服务上持续创

新，较大程度缓解了农村金融中信息不

对称问题，为农村市场带去了更多符合

需求的金融产品。

金融科技服务乡村振兴的现状

涉农金融科技应用的政策支持力

度不断加大。人民银行等 7 部门启动

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示范工程以来，

金融机构积极探索运用新一代信息技

术，因地制宜打造惠农利民金融产品与

服务，有效提升了农村金融承载能力和

农民金融服务可得性，为提高农业农村

现代化水平提供了助力。

涉农金融科技产品和服务逐渐丰

富。目前，我国已形成了包括各类商业银

行、保险机构、金融科技公司等在内的多

层次涉农金融科技产品和服务供给体系。

农村数字金融基础设施进一步优

化，网络支付覆盖率和可得性逐渐提高。

据统计，至2020年年末，我国农村地区移

动支付在手机网民中的使用率达79%，较

当年3月提升4.2个百分点。城乡地区移

动支付使用率差距缩小3.7个百分点。

金融科技服务乡村振兴的探索

一、优化农村数字金融基础设施。

建立完善农村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对农

村金融服务网点、普惠金融服务站、自

助服务终端等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改

造和智能化升级，搭建线上惠农综合金

融服务平台，拓宽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农

村金融服务渠道。积极探索通过金融

科技提高农村金融的覆盖面、可得性与

便利性，推动金融服务向乡村下沉，不

断延伸金融服务触角。

一是大力推进“惠农通”服务点建

设，将其作为物理网点的有效补充，畅

通办贷、办卡、理财、缴费等综合金融服

务渠道，为偏远地区农民提供方便快捷

的金融服务。

二是加大手机银行在农村的推广

力度，大力推广“掌银下乡”行动，设计

更符合农民使用习惯的“乡村版”“大字

版”手机银行，采用整村模式推进掌银

应用，让更多农村客户用上便利的移动

服务。

二、持续完善涉农金融科技信贷产

品。推进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等技

术在涉农金融数据采集、使用等方面的

应用，提高农村地区客户的授信效率，

以及数字化、智能化经营水平。2016年

以来，农业银行依托金融科技运用，通

过对客户基础数据、行为数据、经营数

据和交易数据的深入挖掘，推出“惠农e

贷”产品，实现了农户贷款线上申请、自

动授信、自动审批，通过手机随借随还，

有效满足了农户贷款小额、高频需求。

2019年起，农业银行在全国开展农户信

息建档工作，进村入户为农户建立信息

档案，利用人脸识别、联网检查、GPS定

位等技术，实现农户信息采集、核查、受

理一站式作业，将涉农数据转化为信用

信息，优化贷款模型，使农户线上贷款

更方便快捷。依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专业市场，推出涉农供应链融资产

品“龙头 e 贷”，为涉农小微企业、农户

提供便捷、高效的供应链融资服务，帮

助“小农户”连接大市场。

三、加强科技应用，发展传统金融

业务。利用金融科技的便利性，聚焦智

慧养殖领域，创新“智慧畜牧贷”，用电

子耳标、智能项圈、生物识别等物联网

终端设备，采集畜牧活体抵押物数据，

实现畜牧生产数据的监管与追溯，解决

了传统模式中活体抵押物难以监管的

问题，有效扩大了养殖业贷款的范围和

规模。

四、共享科技红利，银政合作助力

乡村治理。商业银行根据职能定位，通

过与政府合作建平台、建系统，将金融

服务嵌入乡村治理场景。近年来，银行

终端与公安数据联网，在办理联网核

查、反诈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农

业银行围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

出了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平台，集账户

监管、资金归集、资金调拨、代发工资、

村务公开功能于一体，实现乡村治理线

上化、智能化。目前，农行已与全国

1000多个县签订了“三资”平台合作协

议，覆盖十余万行政村。

作者单位：农业银行杭州市城东支行

农行员工和果农一起查看水果长势农行员工和果农一起查看水果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