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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农村经济发展滞后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农民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突出，制

约了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产权改革与金融创新

为了破解农村融资难题，各地纷纷开

展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和金融创新，探

索农村产权抵押贷款模式。

“杨凌模式”的提出

杨凌是我国农村产权抵押贷款的先行

先试地区，通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杨凌模式”。



研究“杨凌模式”有助于丰富和发展

农村金融理论，为其他地区开展农村

产权抵押贷款提供理论借鉴。

推广“杨凌模式”有助于解决农民融

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促进农村产业

发展和农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

研究意义

实践意义

理论意义



农村产权抵押贷款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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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产权抵押贷款是指农民以其所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集体建设用地

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农村产权作为抵押物，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一种融资

方式。

这种融资方式旨在盘活农村资产，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发展。

农村产权抵押贷款的定义



早期探索阶段

20世纪90年代末，部分地区开始尝试农村产权抵押贷款业务，但由于缺乏法律法规支持，

推进较为缓慢。

政策推动阶段

2010年以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农村产权抵押贷款的政策措施，包括《物权法》、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为该业务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杨凌模式”创新阶段

2014年，杨凌示范区推出了“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模式”，通过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平台、

风险补偿基金等机制，有效解决了农村产权抵押贷款业务中的难题，成为全国范围内具有

代表性的模式之一。

农村产权抵押贷款的发展历程



随着政策支持力度加大和市场需求增加，农村产权抵押贷款

业务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迅速发展。截至2020年底，全国已有

多个省份开展了此项业务，累计发放贷款规模不断扩大。

现状

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农村产权抵押贷款仍面临诸多问题，

如产权确权登记滞后、评估体系不健全、流转交易平台不完

善、风险控制机制不成熟等。这些问题制约了业务的进一步

发展，亟待解决。

问题

农村产权抵押贷款的现状与问题



“杨凌模式”的提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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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融资需求日益增长，但传
统金融服务难以满足这些需求。

农村融资难题

为了激活农村生产要素，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发展，需要探
索农村产权改革的新路径。

产权改革探索

通过创新农村产权抵押贷款模式，为解决农村融资难题提供了一种可
行的解决方案，有助于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发展。

“杨凌模式”的意义

“杨凌模式”的背景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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