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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农商银行 2022 年上半年三农金融服务报告

2022 年是本行三年战略的收官年，本行始终秉承“普惠金融助

力百姓美好生活”的初心，扎实有序做好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赋能社

会治理、助力共同富裕，在服务“三农”路上踔厉奋发、笃行不怠，

着力打造上海地区“支农金融主力军”品牌。

一、三农金融业务完成情况

报告期末，本行全口径涉农贷款余额 592.80 亿元，较年初增加

14.95 亿元，服务覆盖面持续扩大，保持上海“三农”金融服务的主

力军和领先者地位。涉农经营主体担保基金业务累计发放贷款 3.66

亿元，继续保持同业第一。涉农贷款不良率 1.47%，较上年末微升 0.03

个百分点，资产质量保持基本稳定。为响应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完

善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统计制度”要求，本行启动乡村振兴贷款统计，

以更全面、客观、系统地反映本行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实际情况。

二、上半年主要工作举措

（一）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导向，持续加强顶层设计

一是党建引领金融服务乡村振兴。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精神，本

行制定了《关于深入落实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的意见》并配套

实施方案。《意见》提出了服务乡村振兴七大重点任务和五大机制保

障，全力以赴做好各项金融支农工作，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部署。二是

紧密对接政府部门，落实战略合作。本行与浦东新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就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未来三年，围绕“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通过“试点先行、

示范引路”的方式，在普惠金融、特色小镇、集体经济发展、互联网

+农业等领域开展合作，共同推进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

（二）以数字转型为牵引，增强产业链点面辐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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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产业振兴。本行按照“两个并重”思路，将支

持农村产业兴旺与巩固脱贫成果有机结合，持续加强对脱贫地区特色

产业的金融支持。一是扩大客群，不断丰富农业产业链涵义。我行自

2020 年起首次试点以某生物化肥龙头企业为核心企业开展洛川苹果

产业链业务以来，以该方案作为模板尝试为更多核心企业产业链定制

化配套全线上普惠金融服务，涵盖粮食作物、畜禽、水果、蛋奶等场

景，也撬动了他行对当地农业的支持。截至报告期末已累计实现为产

业链上下游客户放款超过 5 亿元，服务农户等各类新型农业主体 700

余户，平均利率 5.5%，未发生不良情况。二是数字转型，构筑三农

新图景。近年来，本行以科技为抓手积极开展农业数字金融生态圈谋

篇布局。针对农业信贷风险缺少行之有效的评估手段和监测方法的困

境，启动农业卫星遥感技术项目，该项目落地后将有效解决农户贷款

风控难题，并助力“三农”客户获益增收。三是敏捷联动，拓宽产业

链获客渠道。分支行挖掘区域内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资源，总行极速

响应匹配全行资源，以这样的模式，探索建立总分支敏捷联动机制，

为特定客群提供差异化、整体化服务方案，树立普惠金融整体服务品

牌形象。

（三）以整村授信为载体，助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持续深化银村合作，加大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助力农村信用体

系建设，努力开创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局面。一是持续优化镇

村授信服务。本行推出“整村授信”2.0 方案，立足上海，辐射长三

角，充分扩大客群范围，加快提升农村地区企业和个人的授信覆盖率；

进一步细化升级诚信镇村配套服务，支持农村创新创业、特色农业、

休闲农业发展。截至报告期末，已完成 28 个诚信村、3 个诚信镇评

定工作，为 660 户村民主动授信近 1.4 亿元。二是开展银村网格化结

对。本行与上海市乡村振兴研究中心合作，开展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固

定观察点发展行动，落实与本市 94个乡村振兴固定观察点的网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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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做到“片儿警”、“邮递员”式走村入户，收集金融与非金融

诉求，尽力满足群众急难愁盼的需求。充分发挥金融对本市乡村发展

的牵引作用，切实提升普惠金融的可获得性、可负担性、可持续性。

三是强化农村金融宣传。本行紧紧围绕金融消费者八项权利，联动“线

上线下”打通金融知识普及“最后一百米”，在乡间田头“家门口”

常设金融讲堂，在三农“朋友圈”开设金融课程。以简单易懂的漫画、

生动直观的视频、案例再现的直播，让农民群众从“被告知”向“主

动看”转变。上半年主题宣传月活动期间，共开展线上线下教育宣传

活动 2600 余次，触及金融消费者近 137 万人次，不断强化对农民、

老年人等群体金融权益保护，提高金融消费者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

意度。

（四）以“三农”产品为抓手，拓宽支农惠农服务广度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客户体验为标尺，打造具有特色的普惠“三

农”金融产品体系。一是利用主动授信优势，推进家庭农场业务。为

破解以家庭农场为代表的小农群体的融资难题，本行制定《家庭农场

“鑫农乐贷”非专项方案》，同农业主管部门一起建立行内家庭农场

名录库，通过名单制营销切实推动家庭农场信贷业务发展，满足家庭

农场主小额信贷需求。二是加强“新市民”入乡就业创业金融服务。

成立“新市民”金融服务领导小组，制定《上海农商银行金融支持“新

市民”行动方案》，联合政府、财政、保险、院校、园区、镇村，打

造全方位多渠道的“新市民”金融生态圈。推出返乡入乡“新农人”

鑫农乐贷专项方案，切实增强返乡入乡“新农人”金融服务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针对新市民中更为广泛的普通涉农客户推荐乡村振

兴卡，提供存款有息、透支利率 7折等优惠，形成涉农客群信用卡服

务阶梯。报告期末，乡村振兴卡发卡量近 4.2 万张。三是做好乡村振

兴债券相关工作。本行密切关注乡村振兴票据重点支持的领域，全力

服务乡村振兴领域债券投融资。本行作为联席主承销商在银行间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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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DB股份承销发行 2022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该笔债券是本行承销

的首只中长期限乡村振兴票据，旨在帮助发行人构建与乡村振兴服务

相匹配的高效物流服务体系。上半年，本行新增投资乡村振兴及三农

债券共计 4.3 亿元，投资余额共计 29亿元。

（五）以专家智库为支撑，推进乡村振兴金融研究

本行与行外专家合作，充分发挥智库作用，开展乡村振兴相关金

融研究，目标实现“金融+科研成果”对本市农业发展的“双牵引”，

不断赋能乡村生态、乡村产业、乡村治理、乡村农资和乡村百姓等五

大重点工作。一是依托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完备的专家库，为本行金融

创新提供支撑。一方面，本行与农科院联手，重点围绕水稻、花卉、

畜禽等种源技术研发、知识产权成果转化和应用等方面开展合作，通

过银行和农业科创相结合，探索实践农业领域技术、产业和资本的合

作空间。另一方面，从金融支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入手，对已有经验

与创新服务进行深入研究，为本行提供决策依据。二是基于上海市乡

村振兴研究中心战略性视角，为本行乡村振兴工作提供指引。本行联

合乡研中心开展上海市金融支持乡村振兴评价研究，对本行及同业在

支持乡村振兴方面取得的成效进行客观评价，汲取各方有益经验，更

好地服务本市农业农村现代化。本行还与乡研中心围绕上海现代农业

发展，探索金融支持上海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的路径，为超大城市端

牢“菜篮子”，为上海都市现代绿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六）以保障大局为使命，举全行之力抗疫保供

作为守沪抗疫的重要金融力量之一，本行始终践行“普惠金融助

力百姓美好生活”的使命，积极履行金融服务机构保障大局的社会责

任。一是同心抗“疫”，为保供企业捐赠抗疫物资。在疫情最吃劲的

阶段，本行迅速响应市农业农村委紧急号召，向 76 家农产品保供合

作社、企业捐赠防疫物资 23600 件，保障企业有序生产供应，展现农

商人金融服务的速度与温度。二是战疫直通车保障金融服务不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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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封控期间农产品需求大幅增加，农产品保供企业亟需资金采购的

情况，开通“鑫农乐贷战疫融资直通车”专项服务，为 1200 余户农

户主动授信 1.9 亿元。对市区两级保供企业应贷尽贷、秒批秒贷、随

借随还，保障全市农产品供应企业的稳定生产和有序供应。三是“心

家园”服务打通物资保障“最后一百米”。针对社区采购过程繁琐、

手动统计易出错的情况，创新推出“心家园”疫情物资保障服务，通

过与保供企业联手，以便捷的方式向居民供应蔬菜等食品，守护物资

保障“生命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功能，推出“鑫管通”小

程序。该数字化应用进一步赋能社区、乡村基层治理，构建“社区居

民-街道居村委”数字生态服务。四是政银携手，筑牢农产品保供网。

疫情期间，我行联动市区各级农业农村委、市担保中心，政银担通力

合作，第一时间为保供主体提供连续、稳定的信贷支持。充分利用疫

情期间支持政策，如线上影像件审批、贷款还款宽限支持等，多措并

举，为众多中小微企业特别是涉农、保供企业纾困解难，真正做到了

“急企业所急、想企业所想”。

三、下半年工作计划

（一）贯彻“做小做散”经营策略，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发展，提升“小、散”客群经营的可获得性。一是转变传

统业务模式，提升支农助农覆盖面。稳步推进政策性农担保业务，保

持市场份额领先地位。紧密联系各级农业主管部门和外部合作机构，

畅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通道。转变传统线下业务模式，加快推进

政策性农担保业务线上化进程，用数字化方式不断拓展农担保业务内

涵和外延。二是以主动授信为优势，拓宽支农惠农服务广度。以家庭

农场为代表的小农群体，以单户金融需求小、缺乏传统抵质押物为特

点，长期较难得到合适的金融服务。为破解以家庭农场为代表的小农

群体的融资难题，本行将按照行内建立的家庭农场名录库，以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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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划定各分支行职责，开展家庭农场主动授信。

（二）持续以数字化推进农业产业链服务体系建设

以“了解一个行业、研究一个行业、深挖一个行业、覆盖一个行

业”的四步法则形成农业产业链业务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模式，加

快从产业链层面渗透和获客。一是以渠道合作为抓手，扩展合作客群

范围。持续开展市区两级农业主管部门、市农委内设机构与直属事业

单位、太安农保、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农业重点园区、农业产业联

盟、市级农业协会及科研院所等主要渠道的对接，拓宽合作客群范围。

大力推进与国有农业龙头企业的对接，稳妥推进细分领域内的民营龙

头企业的产业链金融服务。二是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实现农业全产业

链金融服务模式。充分掌握农业产业不同经营主体之间的资金流、物

流以及信息流的流转方式，同时串联起产业链下种养加、产供销、农

工贸一体化的金融需求，根据不同的农业主体配套相适应的金融服

务，推动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三是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为产

业链客户提供优质金融服务。以鑫农乐贷为核心，结合农业卫星遥感

技术，解决农户贷款风控难题。探索以物联网等技术应用为抓手，为

农业产业链业务模式的推广有效赋能、创新我行农业信贷管理方式。

（三）建立整村授信服务体系，助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贯彻落实政策要求，持续开展诚信镇村评定，推动农村信用体系

建设，构建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一是加大诚信镇村覆盖面。重

点以美丽乡村示范村、乡村振兴示范村和乡村振兴固定观察点为圆

心，加大上述重点村庄整村授信服务体系建设。二是探索建立伙伴银

行机制。依托本行物理网点进一步下沉服务重心，做到“片儿警”“邮

递员”式服务，积极赋能乡村治理，落实“因地制宜、一村一策”的

助村策略。三是数字赋能社会主义新农村。开设普惠金融微信小程序

“鑫农通”，夯实自有营销渠道建设，创造客户流量运营场景，构建

客户服务立体触点，进一步完善本行的乡村金融服务触达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