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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金融支持精准扶贫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以内蒙古武川县为例

王禹人

一、背景及意义

作为呼和浩特唯一的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经过近十年的扶贫开发，武川县贫困人口

从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初的 123 个贫

困村、13858 户贫困户、56691 人贫困人口，降

为现在 53 个贫困村、6063 贫困户、13050 人贫困

人口。但从未来形势看，武川县扶贫工作面临着

“点多面广贫困程度深”的问题，剩下的脱贫户可

以说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有鉴于此，让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穷根”，对于确保 2017 年

基本消除贫困和到 2020 年武川县现行标准下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意义重大。

一是解决武川县扶贫资金短缺问题的关键途

径。扶贫开发作为武川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

大“短板”，未来扶贫资金需求量巨大，但农户贫

困与地方政府的相对贫困并存，这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地方可用于扶贫开发的财政能力，这就对

金融精准扶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加需要发挥

金融在脱贫攻坚中的关键作用。

二是增强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的关键之

举。扶贫不仅仅是实现 2017 年和 2020 年关键时

间节点的脱贫问题，更主要的是形成脱贫长效机

制，避免再返贫 ；同时，扶贫也不是简单的给钱

给物，更重要的是提升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

实现从简单“输血”向“造血”的转变。在这方

面，金融扶贫大有可为且大有作为，金融机构可

通过加大金融知识宣传力度，促进贫困群众了解

现代金融知识，使用现代金融工具，增强广大贫

困农户的信用意识，推动建设良好信用环境，从

而对于其长期稳定脱贫意义重大。

摘  要 ：近年来，武川县以普惠金融为关键点，紧紧围绕“准”、“实”、“活”、“细”四字诀，

大力推广基础金融服务，不断探索适应地方特点的精准扶贫模式，在县域创新金融精准扶贫方面取

得了积极成效，积累了一定经验 ；但客观地看，也存在一定问题，尤其是在当前扶贫开发时间紧、

任务重以及贫困程度深等大背景下，亟需在今后扶贫工作中予以进一步完善，以确保在服务武川县

全面脱贫中取得更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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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落实国家脱贫相关普惠政策的关键抓

手。受各种条件制约，武川县贫困群众在普惠政

策共享方面还存在很多障碍与制约，尤其是在各

种扶贫资金的可及性与可得性方面的制约尤为明

显。为此，以金融扶贫为抓手，集成相关财政资

金及信贷资金，以普惠金融、增加贫困地区金融

供给为着力点，通过发挥市场作用和采取财政贴

息或补足等方式，既为贫困群众享受现代金融服

务和财政资金支持提供了平等机会与权利，也为

贫困群众合理享受相关普惠政策并且实现稳定和

长久脱贫搭建了重要平台。

二、现状及问题

（一）金融精准扶贫现状及成效

1. 突出一个“准”字，完善工作机制

精准扶贫，关键在一个“准”字。为此，

在扶贫中，各金融结构始终围绕“准”字做文

章，不断完善金融支持精准扶贫工作机制与工作

步调。一是摸清贫困现状，为精准扶贫能创造基

础。金融机构积极与地方政府扶贫办沟通协调，

掌握基础情况，通过 2014 年开展贫困户建档立卡

工作，全县共精准识别贫困户 6064 户 13050 人。

二是整合各方资源，不断完善扶贫工作机制。人

民银行武川县支行组织起草并联合政府印发了

《武川县金融助推脱贫攻坚实施意见》，成立了金

融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年度金融扶贫分工

作计划，不断完善扶贫工作机制。三是统筹金融

机构精准扶贫工作步调，助力扶贫工作精准有效

推进。2016 年建立了武川县金融助力扶贫攻坚工

作季度报告制度，及时掌握了解各机构金融扶贫

工作进度和实施效果。

2. 体现一个“实”字，推进政策有效落实

精准扶贫能否取得成效以及成效如何，关键

要体现在一个“实”字上，即采取“实招”抓有

效落实上。为此，相关金融机构始终把扶贫重心

瞄定在政策的有效落实上，取得了积极成效。一

是充分利用支农再贷款政策支持县域经济发展。

2014 年以来，人行武川县支行累计为武川县农信

社、立农村镇银行发放支农再贷款 1.9 亿元，对

支持县域农牧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016

年，以贫困地区 1.75% 的优惠利率为武川县农信

社、立农村镇银行发放扶贫再贷款共计 9000 万

元，其中直接为贫困户发放低息贷款 704.41 万

元，二是因地制宜优化相关政策。围绕贫困户贷

款担保缺失问题，武川县财政局专门设立 975 万

元贷款担保基金，为内蒙古银行和武川县联社提

供贴息保障。三是加大窗口指导力度。加强信贷

政策与产业政策的融合，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经

济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投入力度。加强与地

方党政协调配合，每半年组织召开全县经济金融

运行形势分析会，对金融形势进行合理分析和预

判，对不良贷款等苗头性的问题及时提出对策和

建议。

3. 抓住一个“活”字，全力创新扶贫方式

围绕一个“活”字，不断创新品种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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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业务范围。 一是积极开展扶贫互助资金试

点。2012 年在扶贫项目实施的村委会，开展扶贫

互助资金试点项目。截至目前，开展扶贫互助项

目的村有 12 个，下达资金 260 万元，互助社全部

投入运行，两年半累计发放借款 700 余万元。二

是积极推进金融贷款扶贫。从 2013 年起，自治区

每年拿出 1000 万元专项扶贫资金和 420 万元贴息

支出，用于武川县“金融扶贫富民工程”贷款的

补偿担保和贴息补助。截至到 2016 年 6 月份，全

县金融扶贫富民工程共扶持农户 950 多户，累计

放贷 4380 万元。三是大力开展小额信贷扶贫。

自 2013 年 9 月启动小额信贷扶贫项目以来，截止

2015 年 6 月，武川县累计发放 2521 笔 2431.5 万

元，到期还款率 100%，极大地方便了农牧户小额

借款需求。

4. 着力一个“细”字，大力夯实服务环境 

“天下事必作于细”。围绕金融扶贫这件头

等大事，武川县不断细化相关措施，全力推动金

融与服务“三农”、县域经济发展和扶贫开发有

效结合，为精准扶贫营造了良好的服务环境。一

是深入推进嘎查村“助农金融服务点”布局。农

信社设立助农金融服务点 118 个，为农户提供小

额取现、转帐、还款、缴费、查询等基础金融服

务，有效降低农村地区百姓取款成本，打通了农

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二是认真履行经理

国库职责。2014 年以来，武川县人行累计为全县

精准扶贫及时划拨资金 6 亿元 ；武川支库财税库

银横向联网业务取得突破性进展，全县签约纳税

人 4520 户，全县通过 TIPS 办理的联网缴税业务

1.39 万笔，累计金额 42790 万元。三是加强农村

信用体系建设。累计采集 2208 户农户、105 家中

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建立信用档案，开展农户信

用等级评价，推出相关征信查询业务，不断改善

着全社会信用环境和金融生态环境。四是积极推

进金融扶贫相关政策及知识普及宣传。充分利用

“3.15”、武川莜面节等重大节日（或时点）开展

金融知识宣传 ；各金融机构利用服务窗口 LED 滚

动屏进行日常金融知识宣传，并通过《活力武川》

微信公众号等载体开展宣传，增强了农牧民的金

融意识，营造了良好的金融环境。

（二）存在的问题

客观地看，由于地理县情及贫困成因的不

同，武川县搞金融精准扶贫既无现成经验可以借

鉴，也无成熟的模式照搬，而是完全摸着石头过

河般的探索，在推进过程中也遇到了系列问题，

存在些不足，主要表现为 ：

一是精准扶贫的合力有待增强。政府部门与

金融机构的沟通、协调机制仍不健全，政府扶贫

政策、财政支持政策和金融助推政策的合力效果

有待进一步放大。

二是金融生态环境亟待进一步优化。一方

面，部分地区农村信用环境还不尽如人意，而辖

区内金融机构也难以准确了解和掌握农村企业及

农户的资信状况，从而给农村金融机构防范风险

和债权维护带来了困难，也导致了金融机构对扶

贫业务存有抵触情绪。另一方面，近期来全县金

融资产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使本该成为支农脱

贫主力军的涉农金融机构效能大打折扣。

三是金融支持精准扶贫长效性有待于进一步

增强。限于武川县地区资源禀赋和特点，目前缺

乏良好的产业支撑和发展模式，脱贫之后的产业

发展仍然需要时间和效果的双重检验。

四是金融扶贫制度安排的精准性有待提升。

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服务项目资金难以落地，扶

贫政策性担保和保险、风险补偿机制缺乏，影响

金融机构的主动性 ；金融服务手段不足、扶贫产

品过于单一，隐性风险增加，导致金融支持精准

扶贫工作难以进一步深入。

三、对策及建议

确 保 武 川 县 贫 困 人 口 2017 年 基 本 脱 贫 和

2020 年如期全面脱贫，贫困县如期摘帽，时间

紧、任务重，更需要各金融机构“一以贯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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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和创新。为此，结合问题与目标导向，在今

后的金融扶贫攻坚战中，要重点从完善机制、创

新方式、注重实效、优化制度和生态等五个方

面，全力夯实县域金融支持精准扶贫工作的基础

与各项机制，确保县域金融在服务武川县精准脱

贫中取得更大成效，也为全区县域金融支持精准

扶贫提供有益启发与可资借鉴经验。

（一）进一步完善金融支持精准扶贫工作机制

建立健全部门沟通协调机制，要进一步加强

金融机构与县政府、扶贫主管部门的协作，尤其

要强化“金融 + 财政”的协同扶贫效应。建立人

民银行牵头、相关部门、金融机构共同参与的工

作机制，形成银行、保险行业、扶贫部门共同参

与、整体推进的工作机制。

（二）继续推进金融扶贫业务与产品创新

针对当前各金融机构信贷管控和建档立卡贫

困户的实际，在有限的财力下探索财政对金融机

构予以一定的奖补政策 , 有效整合涉农财政资金、

不断扩大财政扶贫资金投入 ；充分利用财政存

款、奖励等方式积极协调和引导辖区内金融机构

增加扶贫信贷额度，完善金融扶贫资金供给保障

体系 ；创新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方式，把直接补助

资金转变为贴息资金、政策性担保资金、风险补

偿基金、农业保费补贴等，以市场化手段破解贫

困农户因自我积累少、担保抵押物不足而导致的

信用能力不足问题。

（三）更加注重提升扶贫实效

继续深化“精准扶贫”、“大扶贫”的理念，

在支持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同时，结合近年武川重

大发展机遇期，鼓励和调动金融机构加大对县域

马铃薯、莜麦、食用菌等特色产业给予有效支

持，促进农民创业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实现金

融扶贫从输血功能向造血功能转变，将扶贫帮贫

融入到助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构建更为紧密的

利益联结链条，带动脱贫后地区经济繁荣发展。

（四）完善金融支持精准扶贫的制度安排

在政策上明确基础设施建设及基本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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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类项目落地的政策和具体操作流程以及规则。

适度提高参与金融扶贫的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拨备

率，解决金融机构因发放扶贫贷款导致呆坏账增

加的损失。探索开展农村“三权”抵押试点，扩

大担保品范围。加强银行、保险、担保机构的业

务合作，形成三者之间的协同效应，分散和缓释

信贷风险。

（五）进一步完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要发挥地方政府的组织增信优势，通过财政

出资组建政策性风险补偿基金，为贫困农户担保

增信 ；要发挥乡村基层组织、驻村帮扶工作队、

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资金互助社等组织的信息优

势，从源头上遏制信用违约风险 ；要激活和释放

熟人社会的信用资源，开展信用村、信用户建

设，强化贫困农户的诚信意识，通过联户担保、

扶贫干部和村干部担保、互助增信、“三权”抵押

反担保等措施，有效利用根植于乡土社会网络中

的信用资源，降低扶贫贷款中的道德风险 ; 培养

农牧民信用意识，严厉打击银行逃废债务、非法

集资、电信诈骗等金融违法犯罪活动，营造良好

的金融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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