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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对脱贫地区金融异质性需求进行分析,
 

探讨农村金融资

源配置效率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以 Malmquist指数对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行评价,
 

通过分析农村金融配

置效率对三产融合推进的影响,
 

探讨农村金融需求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结果显示:
 

东部地区农村金融资源配置

效率低于1.053时,
 

农村金融需求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较低;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高于1.053时,
 

农村金融需求对

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有所提高。
 

中部地区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于0.939时,
 

农村金融需求对农村经济发展的

影响较为明显。
 

增加农村金融需求可进一步推动农村金融发展,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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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continuously
 

consolidate
 

and
 

expand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an
 

analysis
 

of
 

the
 

financial
 

heterogeneity
 

needs
 

in
 

poverty-alle-
viation

 

was
 

conducted,
 

and
 

the
 

impact
 

of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financial
 

resource
 

allocation
 

on
 

rural
 

eco-
nomic

 

development
 

was
 

explored.
 

The
 

study
 

evaluated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financial
 

resource
 

allocation
 

using
 

the
 

Malmquist
 

index,
 

and
 

analyzed
 

the
 

impact
 

of
 

rural
 

financial
 

allocation
 

efficiency
 

on
 

the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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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of
 

rural
 

financial
 

demand
 

on
 

regional
 

eco-
nomic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financial
 

resource
 

allocation
 

in
 

the
 

eastern
 

region
 

is
 

lower
 

than
 

1.053,
 

the
 

impact
 

of
 

rural
 

financial
 

demand
 

on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relatively
 

low.
 

When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resource
 

allocation
 

is
 

higher
 

than
 

1.053,
 

the
 

impact
 

of
 

rural
 

financial
 

demand
 

on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creases.
 

When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financial
 

resource
 

allocation
 

in
 

the
 

central
 

region
 

is
 

lower
 

than
 

0.939,
 

the
 

impact
 

of
 

rural
 

financial
 

demand
 

on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more
 

significant.
 

Increasing
 

the
 

demand
 

for
 

rural
 

finance
 

can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
ment

 

of
 

rural
 

finance
 

and
 

consolidate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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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脱贫攻坚成果的持续巩固拓展,
 

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
 

农村产业生态也逐渐得到改

变[1-3]。
 

脱贫地区往往面临基础设施薄弱、
 

信息闭塞、
 

金融资源匮乏等问题,
 

这些问题制约了当地经济发展

和农民收入增长。
 

不同地区、
 

不同产业、
 

不同发展阶段的农村经济主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各不相同[4-6],
 

这

种异质性要求金融机构提供更加精准、
 

差异化的金融服务。
 

农村金融发展有助于促进整体地区的经济发

展,
 

而异质性金融需求分析可根据不同地区的基本情况,
 

分析其需要的社会金融帮助[7-8]。
 

农村金融需求与

地区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特别是在脱贫地区金融需求的异质性分析对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9]。
 

当前,
 

针对农村地区异质性金融需求分析的成果较少,
 

主要集中在数字金融、
 

农村金融模式创新、
 

资产异质性视角下的个体融资分析等。
 

在研究方法上,
 

采用数据包络分析及门槛模型,
 

对脱贫地区农村经

济发展中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测算,
 

分析不同地区的异质性。
 

由于对地区金融需求进行分析的相关研究较

少,
 

因此深入考察面向脱贫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异质性金融需求分析,
 

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并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促进脱贫地区的经济发展,
 

本研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
 

对农村三产融

合积极发展的异质性金融需求进行分析。

1 农村金融结构分析

1.1 金融服务定义与目标

农村金融服务是指在农村地区提供的各类金融服务,
 

旨在满足农村居民、
 

农业企业和农村经济组织在

生产、
 

生活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需求,
 

这些服务通常包括存款、
 

贷款、
 

支付结算、
 

保险、
 

金融知识普及、
 

政

策性金融服务、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等。

1.2 结构性因素分析

农村金融的结构性因素通常包括农户结构、
 

农户收入水平、
 

农户受教育程度及地区民族结构4种因

素[10-11],
 

这些因素共同影响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和需求。
 

目前常见的农户结构分为3种:
 

与当地企业或事

业单位合作经营的家庭农场;
 

以农业活动为辅的农户;
 

以农业活动为主的农户,
 

这类农户大部分收入来源

于种植或养殖活动。
 

农户收入水平对农户金融需求的影响直接体现在收入水平的差异上。
 

通常情况下,
 

农

户收入水平越高,
 

其流动资金就越大,
 

从事生产活动时的投入就越大,
 

其金融需求也就越大。
 

受教育程度

对农户金融需求的影响是通过影响农户对金融机构的信任水平来实现的[12-14]。
 

通常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

对金融结构的信任度也会较高,
 

对金融服务的相关了解程度也较高,
 

也更容易产生金融需求。
 

民族因素主

要考虑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常常会因为语言及传统观念问题,
 

导致对外界信息的接受度较低[15-16]。

2 农村异质性金融需求影响因子分析及研究假设

通过农村金融结构的分析可知,
 

对农村金融需求产生影响的主要因子是社会对农村地区的影响程度。
 

因此,
 

本研究以社会经济学镶嵌理论,
 

对农村异质性金融需求的影响因子进行分析[17-19]。
 

社会对农村金融

需求的影响因子包括社会网络的影响、
 

社会文化的影响及组织因素的影响。
 

组织因素通过组织功能与组织

结构对农村金融需求产生影响。
 

农村异质性金融需求的影响因子分布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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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农村异质性金融需求的影响因子分析

作用机制 一级因子 权重 次级因子 权重

社会对农村金融需求的影响程度 社会网络 0.4 社会资本 0.28
社会互动 0.12

社会文化 0.1 人力资本 0.03
信用意识 0.07

组织因素 0.5 组织结构 0.28
组织功能 0.22

  三产融合是指农业、
 

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相互渗透、
 

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的一种经济现象和发展趋

势[20-22]。
 

三产融合可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增加农民收入,
 

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实现产业升级。
 

由于三产融合

在实现过程中会逐渐增加地区金融需求,
 

因此也是引起区域产生金融需求的主要因素[23-24]。
 

通过上述农村

异质性金融需求影响因子分析,
 

本研究假设三产融合深度与脱贫地区异质性金融需求直接相关,
 

分析三产

融合深度及地区差异,
 

即可对农村异质性金融需求进行论证。

3 农村金融配置效率对三产融合的影响分析

3.1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分析模型构建

三产融合是脱贫地区产生金融需求的重要引导因素,
 

本研究在分析农村金融需求异质性时重点关注三

产融合。
 

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对三产融合深度及宽度具有直接影响,
 

可直接反映农村地区三产融合程

度,
 

农业生产需求及农村发展需求均可通过三产融合进行综合反映。
 

因此,
 

在分析农村地区金融需求异质

性时,
 

主要考虑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在计算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时,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回归分析模

型,
 

如式(1)所示[25-26]。

lnDFit=α+βlnFDEit+δXit+εit (1)
式中:

 

DFit 表示t时期、
 

第i个地区的三产融合发展水平,
 

FDEit 表示t时期、
 

第i个地区农村金融资源的

配置效率;
 

Xit 表示农村三产融合水平的控制变量;
 

α、
 

β及δ表示回归模型系数;
 

εit 表示t时期、
 

第i个地

区的随机扰动系数。
 

由于脱贫地区基础设施非常薄弱,
 

因此在回归分析模型中加入了门限设置。
 

在建立回

归模型时,
 

本研究选择的控制变量包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地区教育水平及地区政策

环境。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使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或人均GDP来衡量;
 

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使用公路

密度、
 

电力供应等指标来衡量;
 

地区教育水平使用教育支出占GDP比例或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
 

地区政

策环境使用政策支持力度或政策变化来衡量。

3.2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计算

Malmquist指数是一种衡量生产效率变化的指标,
 

可以分析一个生产单位在时间跨度上的技术进步、
 

技术效率变化及规模效率变化[27]。
 

因此,
 

在对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行分析时,
 

本研究以 Malmquist指

数对其进行动态评价。
 

Malmquist指数由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技术变化指数组成,
 

如式(2)所示[28-29]。

Mi+1
t =ECIi+1

t ×TCIi+1
t (2)

式中:
 

Mt 表示t时期的Malmquist指数;
 

ECIt 表示t时期的技术效率变化指数;
 

TCIt 表示t时期的技术变化

指数。
 

在对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行动态评价时,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评价指标体系,
 

如图1所示[30-31]。
本研究构建的评价指标分为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

 

投入指标包括金融机构人员数量、
 

金融机构网点数

量及金融机构可流动资金数量;
 

产出指标包括地区农业增加值及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
 

投入指标中金融机

构人员数量可反映金融机构的人力资源投入,
 

即在该地区金融机构的员工总数;
 

金融机构网点数量主要显

示金融机构的地理覆盖范围和可达性,
 

即金融机构在该地区的分支或营业网点数量;
 

金融机构可流动资金

数量是指金融机构可用于贷款或其他金融活动的流动资金总额[32-33]。
 

产出指标中地区农业增加值是衡量农

业对地区经济贡献的指标,
 

通常指农业总产值扣除中间消耗后的净值;
 

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以反映农户

平均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
 

即农户平均每人可用于自由支配的收入[34-35]。
 

通过图1所示的动态评价指标体

3第6期       冯政,
 

等:
 

面向脱贫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异质性金融需求分析



系,
 

本研究可深度剖析农村三产融合程度,
 

从而对农村地区异质性金融需求进行分析。

图1 资源配置动态评价指标体系

4 农村异质性金融需求分析

中国中部地区及东部地区人口密度较高,
 

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效果显著,
 

可更加直接与显著地分析两地

的金融需求异质性[36]。
 

西部地区人口密度较少,
 

三产融合发展缓慢,
 

难以系统性地分析该地区的金融需求

异质性。
 

本研究主要以东部地区的广东省与中部地区的湖南省为例,
 

对农村金融异质性需求进行分析。
 

东

部地区2012-2022年农村金融 Malmquist指数分解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东部地区农村金融 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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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为技术变化指数与技术效率变化指数,
 

可以看到在2013-2022年,
 

该地区技术变化指数呈现出

先减小后增加的趋势。
 

在2014年及2016年该地区技术变化指数最小,
 

仅为0.949。
 

在2021年时,
 

该地区

的技术变化指数最高,
 

达到了1.050。
 

在2022年时,
 

该地区的技术效率变化指数最高,
 

为1.065。
 

图2b为

规模效率变化指数及全要素生产效率变化指数,
 

可以看到规模效率变化指数在2020年前整体呈现出平稳

状态,
 

但在2021年时迅速降至0.948,
 

随后上升至1.039。
 

全要素生产效率呈现出先缓慢下降,
 

随后快速上

升的趋势。
 

本研究对中国东部地区及中部地区进行了门限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中国东部地区及中部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对金融异质性需求的影响

变量
东部地区

变化区间 回归系数 显著水平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1.053 -0.395 5%

>1.053 0.423 1%

门槛数量 F 值 p 值 门槛

1 10.84 0.021 0.052

2 8.57 0.101 -0.053

3 9.23 0.678 0.020

变量
中部地区

变化区间 回归系数 显著水平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0.939 0.746 1%

>0.939 1.688 1%

门槛数量 F 值 p 值 门槛

1 10.05 0.003 -0.063

2 11.27 0.022 -0.131

3 2.68 0.731 -0.094

  注:
 

1表示单一门槛门限回归模型;
 

2表示双重门槛门限回归模型;
 

3表示三重门槛门限回归模型。

由表2可知,
 

东部地区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于(等于)1.053时,
 

农村金融需求对农村经济发展

的影响较低,
 

此时的回归系数仅为-0.395,
 

显著水平为5%;
 

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高于1.053时,
 

农

村金融需求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有所提高,
 

此时的回归系数为0.423,
 

显著水平为1%。
 

中部地区农

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于(等于)0.939时,
 

农村金融需求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较为明显,
 

此时的回归

系数为0.746,
 

显著水平为1%;
 

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高于0.939时,
 

农村金融需求对农村经济发展

的影响较深,
 

回归系数达到了1.688,
 

显著水平为1%。
 

表2结果表明,
 

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农村金融资

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金融知识普及对东部地区农村金融需求

的影响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金融知识普及对东部地区农村金融需求的影响 万元 

地区名称
知识普及前

累计贷款 总产值

知识普及后

累计贷款 总产值

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农村 784 1
 

225 854 1
 

515

广东省湛江市雷州市农村 821 1
 

115 945 1
 

725

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农村 551 1
 

325 752 1
 

845

广东省肇庆市广宁县农村 815 1
 

248 906 1
 

954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岑溪市农村 826 1
 

515 915 1
 

715

广东省阳江市阳西县农村 758 1
 

002 848 1
 

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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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3可知,
 

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农村地区在知识普及前,
 

累计贷款额仅551万元,
 

总产值为1
 

325万

元。
 

经过知识普及后,
 

该地区累计贷款上升至752万元,
 

总产值上升至1
 

845万元。
 

贷款共增加201万元,
 

地区产值共上升520万元;
 

金融知识普及对提升农村金融需求具有直接的影响。
 

鉴于农村地区发展具有一

定的滞后性,
 

未来几年的总产值预估远高于第一季总产值的上升幅度。
 

针对农村金融异质性需求的影响因

子进行推进,
 

可有效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金融知识普及对中部地区农村金融需求的影响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金融知识普及对中部地区农村金融需求的影响 万元 

地区名称
知识普及前

累计贷款 总产值

知识普及后

累计贷款 总产值

湖南省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农村 236 1
 

263 784 1
 

584

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农村 354 1
 

484 641 1
 

621

湖南省怀化市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农村 348 1
 

295 602 1
 

578

湖南省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农村 748 1
 

290 831 1
 

590

湖南省衡阳市常宁市农村 825 1
 

184 874 1
 

484

湖南省湘西州凤凰县农村 540 1
 

160 601 1
 

182

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农村 646 1
 

288 808 1
 

532

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农村 554 1
 

274 847 1
 

427

  由表4可知,
 

湖南省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农村在金融知识普及前,
 

其金融需求已经处于相对较高

的水平,
 

在金融知识普及后,
 

该地区的金融需求进一步提高,
 

同时该地区的总产值也大幅上升。
 

中部地

区在金融知识普及前金融需求都处于较低水平,
 

经过金融知识普及后,
 

这些地区金融需求都存在一定程

度的上升。

5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农村异质性金融需求结构考察能够针对不同地区、
 

不同群体的特定需求提供更加精准的金融服务,
 

有

效提高脱贫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考察脱贫地区异质性金融需求并在实践中确立满足异质性金融需求的路

径,
 

能够在资金融通上为脱贫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通过对脱贫地区金融异质性需求展开深入

分析,
 

本研究以 Malmquist指数对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行了评价,
 

论证了农村金融配置效率对三产融

合推进的影响。
 

结果显示,
 

提高脱贫地区金融需求可有效提高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本研究认为:

1)
 

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2)
 

金融知识普及对提升农村金融需求的直接影响,
 

针对农村金融异质性需求的影响因子进行推进,
 

可

有效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3)
 

特别是在中部地区,
 

金融知识普及对促进金融需求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效应。
基于本研究结论,

 

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
 

提高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在脱贫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
 

要持续优化资源配

置和降低成本,
 

推动脱贫地区经济持续发展。
 

要加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
 

完善金融服务体系,
 

降低信息成

本和交易成本才能切实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新质生产力培育视域下技术创新和管理能力的提升能够优

化金融资源分配,
 

增强资本的边际产出效率。
 

同时,
 

应当进一步探索建立金融支持与农业发展成效的联动

机制,
 

对脱贫地区的主导产业和具有市场潜力的特色产业给予信贷支持,
 

并鼓励发展特色农产品保险。
 

推

广防止返贫保险,
 

为脱贫不稳定户和边缘易致贫户提供全面的风险保障是确保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

关键措施。

监管机构应加强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引导,
 

确保金融资源向农村地区稳定流入,
 

同时建立健全农村信用

体系,
 

促进农村金融与乡村治理有效结合。
 

在金融风险管理方面需要构建地方政府层面的涉农金融风险补

偿机制,
 

降低金融机构的风险敞口,
 

充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的作用,
 

为农村金融提供坚实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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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农村金融需求的多样性,
 

金融机构应根据影响农村金融需求的多种因素,
 

提供差异化金融服务,
 

进一

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提高金融服务的精准度和效率。

金融产品创新也是提升农村金融服务的关键,
 

应当鼓励金融机构根据农村市场的特点和需求,
 

开发适

合小农户的金融产品以满足农村地区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探索农村金融服务

的新路径,
 

规范发展“互联网+”农村金融,
 

推动金融产品创新,
 

进一步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同时,
 

发展

农业设备融资租赁业务,
 

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现代化,
 

提高农村生产率。

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对于中部地区“三农”和小微企业有着重要意义。
 

促进农村金融与产业融合是推动

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策略,
 

金融机构应围绕粮食生产、
 

储运、
 

加工等核心环节开发针对性的金融产品,
 

为

“三农”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精准的金融服务。
 

要针对农村特色产业开发定制化金融服务,
 

促进金融资本因

地制宜结合农村产业发展。
 

要发展产业链金融服务,
 

通过金融支持促进农村产业链延伸和升级,
 

以及农村

产业现代化发展。
 

增强农村金融政策扶持力度,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利用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等激励措施,
 

激励金融机构向农村地区提供更多信贷资源。
 

同时,
 

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

革新的资金支持,
 

以推动关键领域的进步。

探索构建一个涵盖政策性银行、
 

商业银行、
 

农村信用社及小额贷款公司的完整农村金融服务框架,
 

满

足农村地区多元化金融需求,
 

并为不同需求层次的农村居民提供个性化金融服务,
 

以推动农村经济全面进

步。
 

在金融服务模式创新方面,
 

金融机构需积极寻求如发展农村供应链金融等新金融服务模式,
 

促进农产

品流通,
 

并为农业产业链各环节提供资金支持,
 

增强整个产业链的稳定性与竞争力。

科技应用在提升农村金融服务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将金融科技与农村金融深度融合,
 

利用大数据和云

计算等数字技术可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效率。
 

开发适合农村地区的智能金融服务平台,
 

为农村居民提

供便捷的线上金融服务,
 

可降低个体获取金融服务的门槛。

2)
 

提升农村地区金融知识水平是激发农村金融需求的关键,
 

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
 

普及金

融知识显得尤为重要。
 

金融知识普及不仅能够增强农户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理解,
 

还能激发他们对金融服

务的需求。
 

如针对少数民族和扶贫的信贷工具等普及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使用,
 

对促使农村金融主体更新金

融观念、
 

积极利用现有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
 

需加大金融知识在农村地区的宣传力度。
 

同时,
 

不仅需要涉及

到金融知识的普及,
 

还应当包含金融风险意识的培养,
 

特别要注重防范非法集资和金融诈骗。
 

要建立健全

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
 

完善农村地区的信用信息环境,
 

培养农户的金融意识和风险意识。

普及金融知识对增强农村居民金融意识和风险管理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在金融普及教育进程中,
 

应当

重视培养农户识别金融诈骗的能力,
 

提高农村居民的金融安全意识,
 

降低金融犯罪的发生率,
 

减少金融诈

骗和非法集资等犯罪行为,
 

保护农村居民的金融权益,
 

维护农村金融市场的稳定,
 

为农村金融市场的健康

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农户合法使用金融工具是农村地区金融普及教育的关键,
 

这一体系能够在保护农户资产安全的基础上

进一步推动农村金融市场稳健增长。
 

通过教育促进农户对金融产品的正确理解、
 

提升他们对风险的防范意

识,
 

从而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金融基础。

金融知识教育和培训能够帮助农户深入理解金融市场的运作,
 

提高他们识别和规避金融风险的能力,
 

对保障农户财产安全和推动农村金融市场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普及金融知识还应涵盖个人财务规划和管

理,
 

金融素养的培育对提升农户生活质量和经济自主性具有深远的影响。
 

通过指导农户进行有效的资金管

理和金融服务能够提高农户在金融市场的参与度,
 

促进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金融知识的普及是提升农

村居民金融素养、
 

增强风险防范能力、
 

保障财产安全、
 

推动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

人才培养是提升农村金融服务质量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加强农村金融人才培养不仅能够提高农村地

区金融服务的专业水平,
 

还能够提升服务质量。
 

通过开发农村地区金融人才这一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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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金融知识培训机制,
 

提升农户的金融素养,
 

培养农户更好地利用金融工具的能力,
 

增强其在金融市

场中的竞争力。

3)
 

为了确保农村金融市场的稳健发展,
 

必须重视金融风险管理与法制建设同步深化改革,
 

探索建立一

个完善的农村金融风险评估机制,
 

对农村金融产品进行细致的风险分类,
 

并据此制定出针对性的风险控制

措施,
 

能够有效预防和控制金融风险,
 

确保农村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
 

同时,
 

基于区块链等数字构建农村

金融风险预警系统,
 

实时监控金融市场动态,
 

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金融风险,
 

从而保护农村金融市场免

受不稳定因素的影响。
 

在法制建设方面,
 

应当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的法律法规框架,
 

为农村金融健康发展

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
 

构建一个更加健康、
 

透明和公正的农村金融环境,
 

促进农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

的全面进步。

总之,
 

为了实现脱贫地区经济持续发展,
 

应当根据脱贫地区的具体特点制定相应的金融政策,
 

以满足

不同地区对资金融通的特殊需求;
 

进一步完善农村信用体系,
 

提高脱贫地区金融服务的可及性和可靠性,
 

发展脱贫地区金融服务组织结构和功能;
 

提高脱贫地区对金融教育的重视程度,
 

通过科普、
 

宣传和教育等

手段提升农民的金融知识水平,
 

使当地农民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利用金融资源,
 

从而进一步提高脱贫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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