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学 
第 7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中图刊号）：270GL018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8 

Economics 

基于信用监管的农村治理体系建设研究——对扬州市的启示 
 

吕浩龙  王轶超  周建识 

南京审计大学  金融学院 

DOI:10.12238/ej.v7i4.1452 

 

[摘  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

再次巩固了十九大报告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近年来,普惠金融、乡村振兴不断被提及,要打

通农村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信用赋能乡村治理发展。本文将梳理其他地方农村信用治理体

系的做法,从信用信息采集、信用信息评价、分类管理、信用修复等角度,探究其中的经验与可取之处,

结合扬州市地方特点,以乡村振兴为目标,从完善信用数据库、加强金融支持、探索信用评价结果在农

村治理中的应用、组织作用、制度保障等方面,提出参考意见为扬州建设基于信用监管的农村信用治

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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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mphasized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olidly promot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talents, 

culture, ecology, and organizations, once again consolidating the major decisions made in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report to implemen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recent years, inclusive finance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have been constantly mentioned, aiming to bridge the "last mile" of rural financial services and 

achieve credit empowerment for rural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will sort out the practices of 

rural credit governance systems in other places, explore the experiences and advant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redit information collection, credit information evaluation,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and credit repair. 

Combining with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of Yangzhou City, with the go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improving 

credit databases, strengthening financial support, exploring the application of credit evaluation results in rural 

governance, organizational role,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reference opinions will be propose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rural credit governance system based on credit supervision in Y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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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十三五”规划落地开始,昆山市积极响应党中央及省政

府的信用建设要求,结合本地客观发展,实际开展了信用村试点

创建工作,以信用监管为突破口,贯彻推进信用制度建设、信用

联动应用、信用服务发展三位一体的创新式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张浦镇姜杭村和巴城镇新开河村等充分应

用“信用村”政策支持,在实现农村信用变现、创新社会治理模

式、推动农村文明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区域化特色探索并取得了

显著成效。 

1 信用赋能农村治理的背景及意义 

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创造性地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实现农村治理是关键。在共同富裕的

道路上,不论是解决脱贫亦或是防止返贫,“三农”问题一直都

是重点。农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在于,要形成乡镇政府、非公共

组织及农户个人的合力,借助各种治理工具达到有效解决“三

农”问题的最终目标。党在十四五规划中把社会信用体系的服

务能力推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更加重视发挥其对国家治理体

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农村信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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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建设有助于完善相关治理制度,完善村民信用档案以及营

造农村诚实守信氛围,为农村治理和经济发展进行信用赋能。 

2 国内基于信用监管的农村现代化发展经验 

2.1国内基于信用监管的农村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典型 

2.1.1山东荣成“村居信用”。荣成市信用管理内容包括对

村居范围内的经济文化建设、基层党建建设等重点工作进行评

价考核在信用评价结果的应用方面,荣成市积极创新“信用+”

治理模式,将信用建设与政府高度重视的工作结合起来,有效地

缓解了政策推行阻力,促进了政策工作实施推广。荣成全力推进

依法行政、阳光行政,以政务诚信建设来引领社会诚信建设。 

2.1.2广西巴马县“五位一体”农村信用体系。广西壮族自

治区巴马瑶族自治县从2016年着手构建“党建+‘五位一体’农

村信用体系”,为每户农户建立信用信息档案,相当于一张信用

身份证,同时每年对信用档案进行动态调整,保持评价结果的时

效性,将农户信息录入到“诚信巴马”平台上,对公示的守信主

体进行奖励[1]。 

2.1.3丹东农村信用体系2018年在中国人民银行丹东市中

心支行的牵头下,引进联合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东港市农商

行客户外部评级机构合作伙伴,金融机构联合外部评级机构进

行评级试点工作,再综合内部需要,对评级公司给出的指标体系

给出修改意见[2]。 

2.2各地经验总结及评价 

国内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优秀经验都包含了以下三个特

点：一是地方政府通过合理有效的制度设计、部门协作及工作

协调机制实现了多元合作治理的农村现代化治理模式,地方政

府进行牵头,来整合各部门以及各金融机构的资源,形成合力,

共同建设农村信用体系；二是各地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地方发展

实际建立地方信用信息系统,设立不同的评价指标,规范化信用

采集,统一化评价标准；三是鼓励创新信用应用场景,积极扩展

“信用+”应用推广[3],扩大信用评价结果的应用范围和场景；

四是均存在“惩失信,奖诚信”的类似于红黑榜单制度,对守

信者给予奖励或优惠政策,对失信者“利剑高悬”,并且都设

立了信用修复机制,鼓励和支持失信主体主动革新,努力重塑

守信形象。 

3 基于信用监管的农村治理体系 

3.1基于信用监管农村治理体系的构建 

要构建一体化农户信用数据库和公示平台,建立动态信用

信息采集机制,构建农村信用体系需要考虑以下这几个方面： 

3.1.1建立信用信息采集机制。农村信用信息体系是建立基

于信用监管的农村治理体系的基础[4]。根据我国农村信用信息

建设的特点和经验,从通用基础项目、信息采集、信息管理、信

用评价、结果应用等五个方面建立农村信用信息体系。 

要建设基于信用监管的农村治理体系,需要建立农村信用

信息数据库,收集、整理、储存农村居民、生产经营主体以及经

济组织的信用信息[5],需要依靠当地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要使评

价结果尽可能完善和精准,首先要求信用信息数据的丰富,因此

数据库的建立需要将各涉农平台以及村部的信息进行整合,归纳

到一个平台中,打通信息之间的壁垒,做到农户信息公示共享[6]。

同时发挥金融机构在农村治理中的作用,与金融机构展开合作,

开展金融信用信息的互换与共享[7]。 

3.1.2设立信用评价体系。(1)村民信用评价。制定评价指

标体系和评价标准,需要根据不同主体的特点和需求去制定相

应的评价指标和权重。由于农户在从事经营活动的过程中与传

统的法人或者个人存在一定差异,因此需要制定专门的对于村

民信用信息评价指标体系,从多个角度出发,实行五级分类制度,

实施动态调整。(2)整村信用评价。整村授信是涉农金融机构打

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创新尝试[8],整村信用评价体系由

金融机构负责推广和建设,由政府负责后续协调和统领相关工作,

完善乡村数字化基础建设,提升乡村数据的可得性与准确性。 

将图1所示农村信用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指标进行比较重要

程度,经过层次分析法(AHP)或因子分析法进行赋权构建整村信

用评价指标体系,再结合当地历史数据对权重进行调整。 

3.1.3分级分类管理。对待不同信用等级的村民和村子需要

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以此来进行有区分度的管理,让管理体系

更加层次化,同时也是对于高信用主体的激励和对低信用主体

的警示。分级分类管理的对象不仅仅是村民,同时需要对不同等

级的村子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对高信用等级主体进行适当的奖

励,对低信用等级主体进行一定惩罚和限制,以此形成诚实守信

的社会氛围。 

3.1.4设立信用修复制度。列入失信“黑名单”不是目的,

而将其重新纳入“守信名单”才是推动乡村治理的关键,政府部

门带头牵引,设立信用修复制度,对信用状况出现问题的村子提

供修复帮助和改善意见。政府部门与各市场主体参与者协同联

办,实现信息共享、结果互认、同步修复,做到信用修复“全程

网办”,减轻流程压力和修复成本。依据农村现有的信用状况,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来帮助村子解决信用问题。 

4 对扬州农村信用治理体系建设的启示 

4.1完善信用信息数据库,加强与金融机构的数据互通 

完善的信用数据库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以及金融机构的

作用,政府部门之间需要通过大数据技术促使信用数据在内部

公开共享；其次与金融机构进行数据互通,借用金融机构的数据

来完善平台的数据库[9]。整合全区的涉农平台,将数据信息集中

到一个数据库中,打通信息“孤岛”,推动联合征信,形成合力[10]。

打造信用管理大数据平台,增强大数据在信息共享模式中的应

用,将其作为基本工具达成信息共享效果。 

对于信用信息数据的采集,发挥基层网络化管理的优势,通

过以点带面的方式围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中的重点单位开展信

用信息采集工作,扩宽信息渠道获取来源,要求各信息采集员严

格按照信用管理办法定期上报信息,确保数据信息采集工作的

公开、公正、透明。地方政府推动建立动态信用信息采集机制,

采取定期采集与随机采集相结合、全面采集和片区采集相结合

的采集方式,政府部门和银行以定期、全面采集为主,第三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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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志愿者团队等社会力量以随机、片区采集为主。 

4.2积极探索信用评价结果在农村治理中的应用场景创新 

市政府根据不同村信用发展的历史与发展进程以及村民诚

信情况等客观因素,划分不同类型的村落,依托大数据平台,考

察不同类型村落发展特点,建立分析模型,精准地实现对自然

人、行政村的“信用画像”和动态数据管理,最大限度激活农村

治理效能。政府需要出台措施,将村民生活质量与福利水平跟信

用等级挂钩,将村子信用等级的高低与政策支持力度挂钩,逐步

健全奖惩机制,让监管更加精准与科学。同时也能让村民意识到

信用的重要性,自发地参与进来,去维持良好的信用水平。 

4.3发挥组织作用 

扬州市政府需要建设和调整优化农村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

组,民政、纪委、公安、司法、宣传等和各区镇主要领导作为小

组成员,充分发挥市信用办统筹协调作用,加强对基于信用监管

的农村治理现代化工作的指导、督促和检查。同时需要重视民

意的调查,积极收集反馈信息,透彻地分析村民不满意的根源所

在,加快处理问题的速度,让社会各界感受到组织的保障与关怀,

做到“办”出百姓幸福,“理”出群众满意。其次需要引入多元

主体参与,保障资金支持,发挥信用体系评价结果作用,提高金

融机构的参与意愿。最后需要加大对信用体系建设的宣传力度,

为广大农户普及信用知识,创新农村征信产品,让村民在购买产

品的同时提升信用知识。 

4.4完善制度保障 

扬州市政府关于农村信用治理提及的文件较少,并且在扬

州市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行动计划中,对于信用的建设内容提

及较少,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以及对于基于信用监管的农村治

理整体规划,市政府应尽快出台完善的相关规划,为开展相关措

施提供制度支撑,同时提升农民对信用监管相关政策的认可接

受程度。 

参照丹东市的做法,引入外部评级机构,根据扬州市的实际

发展情况为其设计评级指标和守信激励失信惩戒建议,提升信

用监管的科学性。再者,市政府需要疏通异议反馈渠道,建立良

好沟通机制,让信用监管更加贴近百姓生活,体现政府对于农村

治理的帮扶,对乡村振兴的决心。 

5 结束语 

乡村振兴需要金融助力,信用作为金融服务的基础,建立完

善的农村信用评价体系对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需要不断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改善农村自身发展中面临的

融资问题,促使金融机构持续放大信贷投放力度,形成金融服务

的巨大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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