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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金融帮扶视角的因病致贫农户脱贫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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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因病致贫”仍是造成农村地区产生贫困的主因。综合运用金融工具为“因病致

贫”农户搭建帮扶平台，是提升整体性贫困治疗效果的重要途径。文章认为金融帮扶平台的构建，

应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即优化普惠金融因病扶贫生态环境，针对因病致贫打造特色化的金融

扶贫产品，为因病致贫农户提供助农贷款、助学贷款，同时保险机构要完善贫困群众大病商业补

充保险机制，加强政银合作的扶贫贴息帮扶体制，从而推动因病致贫农户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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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因病致贫、返贫问题是造成我国农村

地区贫困群体的重要原因，因病致贫、返贫所产生

的贫困人口仍在贫困总人口中占据较大的比重。根

据国务院扶贫办数据，截至 2016 年末，中国农村贫

困人口仍有 4300多万人，其中因病致贫的农民仍占

42%。尽管随着新农合等医疗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

因病致贫的现象得到了有效改观，但是仍然没有杜

绝；而且即使报销比例与救助资金都提高不少，贫

困农户自己承担部分的占比仍然较高，致使因病致

贫农户对所需承担的医疗费用依然感到十分吃力。

因此，随着中央扶贫脱贫政策力度的不断加大和社

会各界对扶贫脱贫的日益重视，提出利用“金融帮

扶”来使贫困农户脱贫，金融机构也逐步参与到了

精准扶贫的行列。金融扶贫不仅需要金融机构有一

种责任感，更需要从战略全局考虑扶贫问题。金融

机构积极主动地对接国家政策，勇于担当因病扶贫

的责任与义务，在深入调查因病致贫现状的基础上，

找准施力点，加强相关短板建设、完善政策激励，发

挥各方优势合力做好金融精准扶贫工作，逐渐探索并

形成一套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金融精准扶贫模式
[1]
。 

二、因病致贫总体情况分析 

近些年我国有贫困人口 4300 多万、贫困村庄约

12.8 万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集中连片特

困地区县共 832 个；由于诸多原因的存在，使得我

国部分地区的返贫率高达 20%，其中因病致贫占了较

大比例，这已经成为了我国农村贫困群体的主因，

使得我国贫困人口脱贫形势相当严峻。根据国务院

扶贫数据显示，贫困人口占比约 44.1%,其中大病重

病的贫困人口约 240 万人，患长期慢性病的贫困人

口约 960 万人，因病致贫、返贫问题仍然是精准扶

贫的关键问题。在诸多致贫原因中，因病致贫仍然

排在最前列。 

目前因病致贫的形式有两种，主要表现为：第

一，因病丧失劳动而致贫困。绝大多数因病致贫户

中都存在劳动力短缺、劳动力负担重的现象；第二，

自付医疗费过高而致贫，由于病患农户的家庭收入

较低，外加医保报销比例的问题，家庭收入远远不

够支付高额的医疗费。因此，解决因病扶贫工作应

作为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大部分农村贫困地区,

金融机构对因病致贫群体的扶持力度较弱，缺乏金

融产品和机制对因病致贫群体的扶持，只有围绕各

类“因病致贫”对象及其目标构建多层次的金融扶

贫体系，通过完善各种管理机制，才能使金融扶持

体系从消极转为积极,从低效转为高效。 

三、金融帮扶因病致贫农户的路径创新 

（一）全面优化普惠金融的生态环境 

第一，完善信用体系建设。逐步健全农村信用

体系，完善信用信息评价与应用机制，加强地方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做好政策的宣传解读，定期组织

因病扶贫的金融知识培训，培育“有借有还”诚信

意识，多措并举完善贫困地区金融服务，推进贫困

地区尽快脱贫；第二，畅通普惠金融服务渠道。创

新推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拓宽金融因病扶贫

的服务广度与深度；鼓励和支持企业创新绿色信贷

产品，增强因病扶贫产品的针对性与时效性，转变

经营思维，适当下放审批权限；普惠金融的实现需

要城市富余金融资源向因病致贫地区转移，在广大

贫困地区建立更为广泛的分支机构，通过扩大支付

清算网络覆盖、积极推广网络支付（手机支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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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支付方式，简化账户开立手续等手段，在广大

农村地区大力推广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业务，开展

流动金融服务，多措并举完善贫困地区金融服务，

支持农村金融发展，让因病致贫农户真正享受到便

捷的金融服务
[4]
。 

（二）打造特色化因病致贫金融产品 

第一，积极研发特色化的因病扶贫金融产品。

金融机构应该借鉴各地优秀的因病扶贫金融信贷产

品、服务模式和专业化措施，推出具有特色化、专

业化的金融产品，明确贷款期限、贷款对象、贷款

用途、担保机制、管理模式等，如积极推广原创 的

“税金贷”业务品种，还可以主动尝试循环授信，

将因病致贫农户的纳税信用等级和信用相结合，提

供无抵押、免担保的纯信用贷款，凭借在线申请、

快速审批、循环使用、按日计息、随借随还的优势，

实现“以信养信、以税促贷、健康发展“的良性循

环
[5]
；第二，设计具有针对性的金融扶贫产品。金融

机构应该广泛普及金融知识，精准掌握因病致贫农

户信息，通过对产品特色化的开发设计，提供符合

农村地区实际购买力所能承担的金融产品，开展一

对一帮扶的爱心行动，提高其对金融产品的认知程

度，从而借助金融工具发展，解决因病致贫农户存

款、汇款等最基本的金融服务，使得因病致贫农户接

受覆盖范围广、普惠制、可持续性的优质金融服务。 

（三）适当降低因病致贫农户的标准和风险 

第一，适当降低因病致贫农户的信贷门槛。金

融机构要逐步完善对申请贷款的因病致贫户资信调

查机制，信贷资源配置上也可以向因病致贫户倾斜，

对于符合因病致贫家庭优先给予信贷支持，简化农

户小额信用贷款的审批程序，放宽因病致贫户的小

额信用贷款申贷门槛；并且运用大数据和互联网手

段做好因病扶贫工作。加强与当地政府合作，建立

因病致贫农户信用档案，对因病致贫人群进行监测、

评估，动态地掌握扶贫信息，为有劳动能力的因病

致贫户发放低息小额信贷业务，通过项目或生产基

地构建“企业+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以获取农业

生产性贷款来发展农村的养殖业、畜牧业、农产品

加工等实业，带动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就业增收，

进而加大农村产业化致贫的扶贫力度；第二，适当

降低因病致贫农户的信贷风险。金融机构应逐步推

行小组联保机制，贷款政策放宽不需任何抵押品便

可得到贷款，以降低贷款风险；而且能够使因病致

贫农户间成为担保人，互相监督、互相帮助，使原

来分散的因病致贫的农户成为一个主体，易于金融

机构管理，增加贷款信用度，降低了农户贷款难度

和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用评价成本，减少交易产生

的费用，有助于因病致贫农户成功申请小额贷款，

解决了金融机构资金短缺问题，提高了农户贷款偿

还率，进而提高因病致贫农户的生产生活水平。 

（四）加大因病致贫户子女的助学贷款帮扶力度 

第一，扩大资金救助。社会金融机构可以和学

校合作，设立学校资助基金，制定资助计划，确定

帮扶目标，学校作为实行 者组织学生申请助学贷

款，对学生的助学贷申请进行审核。并且制定有针

对性的资助计划，对能发展创收、增收的因病致贫

的学生家庭发放“特惠贷”贷款或小额信用贷款，

让他们能够安心完成学业，然后由银行等金融机构

配合高校，完成国家助学贷款 的后续工作；第二，

完善就业服务。金融机构可与教育培训机构、信贷

专业服务机构等单位合作，设定个人信用贷款咨询

服务，为因病致贫家庭户子女开辟绿色通道，支持

困难学生进行适合自己的勤工俭学、专业培训以及

就业，为学生提供“先就业后 还款”、“就业后年

限内免息还款”“工作岗位辅助还款”等多种模

式，支持学生培训、就业，给予成才支持，降低就

业成本，从而减轻家庭经济负担。通过经济资助和

就业服务两个方面为因病致贫学生提供帮助，从而

让他们走向自强自立。 

（五）建立因病致贫户的大病商业保险补充机制  

第一，商业医疗补充保险提供更高水平的服务。

商业医疗保险分为部分补偿社会医疗保险自负部分

费用，社会医疗保险未 能覆盖的人群或者不能报

销、报销比例低的部分，商业医疗保险的引入就可

以补偿社会医疗保险自负部分费用，承担社会医疗

保险目录外的大部分费用，不让任何人因疾病而倾

家荡产，提供高档次的药物、治疗，贫困农户更会

主动用药、治疗，而且会寻求更好的治疗手段，如

专家诊疗、高新尖端疗技术，可以使因病致贫户及

早恢复身体健康，及早生活步入正轨；做好基本医 

疗保险、大病保险与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的衔接，

让因病致贫可医、有病可医；第二，合理确定救助

对象，扩大救助的范围。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根

据因病致贫家庭的经济情况，政府资金收入和国家

下发资金作为大病商业保险资金，重特大疾病医疗 

救助制度要侧重于因病致贫家庭，及时确定大病保

险统筹范围，以扩大受益面，对支付大病保险后仍

然无力自付费用的困难贫困人员提供特殊补助，及

时掌握大病致贫患者医疗支付情况，以政策联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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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带动社会各界给予帮助，切实避免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问题。  

（六）积极探索的政银合作的贴息贷款帮扶体制 

第一，科学调整相关制度标准。政府部门应结

合金融机构，制定目标统一、兼容并蓄的帮扶制度，

弥补政府扶贫资金的不足，实时监控资金发放与使

用，审查金融体系制度，扩大因病致贫贷款的覆盖

面，保障扶贫资金及时到位，降低贫困农户贷款利

息，充分发挥财政贴息资金的支柱作用；第二，建

立金融因病扶贫联动制度。在现行试点的贫困地区，

培育、建立金融帮扶因病致贫农户的工作联系制度，

由政府全额贴息，银行等金融机构按照规定因病致

贫贴息贷款的基准利率依次发放贷款，使因病致贫

农户受益于政银合作的扶贫贴息贷款。 

四、结束语  

金融扶贫是国家扶贫工作的重要途径，因病扶

贫又是金融精准扶贫的重点。论文针对当前的金融

环境、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种类较少、扶贫贷款门

槛高、教育帮扶力度低、商业保险补充机制不完善

等问题，阐述了全面优化普惠的金融生态环境、打

造特色化、多元化因病致贫金融产品、适当降低因

病致贫农户的标准和风险、加大助学贷款帮扶力度、

建立大病商业保险补充机制、积极探索政银合作的

贴息贷款帮扶体制等脱贫路径向因病致贫地区和群

体提供商业性政策性与合作性金融服务，提高贫困

地区的收入，改善其生产和生活状况，最大程度达

到国家金融因病致贫的帮扶工作目的，也有利于金

融机构实现其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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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path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or poor farmers due to illness 

from perspective of financial aid  

JIA Ji-nan, WANG Li-hong, WANG Shuo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Engineering and Business, Hebei Engineering of University,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illness is still the main cause of the rural poverty. Establishing a support platform for the 

"poor and sick" farmers by integrated financial means could be a good way to improve the overall effe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financial support platform should focus on the following 

aspects: optimize the financial situation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reating unique poverty alleviation 

financial products, providing Agricultural loans and student loans. Meanwhile, the commercial supplementary 

insurance mechanisms should be improved and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ubsidy assistance system promot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bank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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