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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字化转型提升银行服务质效

娄飞鹏

粮食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实现全年稳产增产的目标，南方省份

也要坚决承担重任。农民是保障粮食安全的主力军，增加农民种粮收入是关

键。要持续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完善粮食生产者利益补偿机制，探索

建立农民收入增加的长效机制，真正让种粮农民的腰包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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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眼下秋粮收

获进入高峰期，大江南北，一派繁忙景象。

今年，我国粮食生产克服了去年北方罕见秋

雨秋汛、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局地发生新冠

肺炎疫情以及南方局部地区遭遇严重高温

干旱等各种挑战，夏粮、早稻实现增产，秋粮

有望再获丰收。这为保障粮食安全注入了

信心、增添了底气，为稳住经济大盘、有效应

对风险挑战提供了坚实支撑。

粮食安全的逻辑在于以确定性应对不

确定性。粮食生产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

基础，粮食流通和储备是建立在粮食生产

基础之上的，只有粮食丰收了，才能有粮可

运、有粮可储。今年我国粮食丰收来之不

易，不仅面临着结构性短缺、区域性供给不

平衡、资源和环境资源刚性约束、农村劳动

力流失严重等深层次问题，还面临着国际

地缘政治冲突、极端天气、粮价波动等各种

不确定性因素挑战。我国始终紧绷粮食安

全这根弦，千方百计抓好粮食生产，突破制

约粮食生产的瓶颈，深挖粮食增产潜力，以

国内的确定性应对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

突破粮食生产周期瓶颈，是我国粮食

生产连年实现丰收的重要因素。我国是世

界上自然灾害较为严重的国家，灾害严重

影响了我国粮食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高度重视粮食生产，深入实施“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

建设，提升种业自主创新水平，创新粮食生

产经营模式，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我

国应对气候灾害和重大病虫害的能力显著

提高，打破了“两丰两歉一平”的周期性波

动规律，粮食产量连续七年稳定在 1.3 万亿

斤以上，把饭碗牢牢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筑牢经济社会发展的底盘。

面对大豆和油料对外依存度过高的结

构性短缺问题，今年我国在稳定水稻、小麦

和玉米三大主粮的基础上，实施大豆和油

料产能提升工程，千方百计挖掘大豆、油料

增产潜力，能多种一亩是一亩，能多收一斤

是一斤，尽可能提高大豆、油料自给率。从

目前来看，大豆油料扩种成效明显。有关

部门初步预计，今年油菜面积超过 1 亿亩，

产量增加明显；大豆玉米复合种植面积达

到 1500 多万亩，大豆面积增加较多。但也

应该认识到，结构性短缺问题是长期存在

的问题，很难在短期内解决。

面对粮食主产区逐渐向东北地区、黄淮

海地区和长江中下游集中造成的区域供给

不平衡问题，今年我国大力加强南方省份粮

食生产，进一步充实大国粮仓。粮食安全事

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实现全年稳产增产的

目标，不能只盯着主产区，南方省份也要坚

决承担重任。要充分利用光热条件好、水资

源充沛、土地类型和物种资源多样等有利条

件，巩固粮食生产恢复的良好态势。随着南

方省份粮食生产能力进一步加强，我们更有

底气端稳“中国饭碗”。

农民是保障粮食安全的主力军，增加

农民种粮收入是关键。今年国家持续实施

小麦、水稻最低收购价政策，玉米、大豆生

产补贴政策，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

和种植收入保险主产省产粮大县全覆盖等

一系列含金量极高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

增强了农民种粮的底气和信心。在春耕、

夏收、秋粮生产的关键时期，中央财政三次

向实际种粮农民共计发放 400 亿元一次性

农资补贴，缓解了农资价格上涨带来的种

粮 增 支 影 响 ，进 一 步 调 动 农 民 种 粮 积 极

性。同时，要持续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

展，完善粮食生产者利益补偿机制，探索建

立农民收入增加的长效机制，真正让种粮

农民的腰包鼓起来。

四 季 轮 回 ，岁 月 流 转 ，接 续 耕 耘 ，生

生 不 息 。 在

各 方 共 同 努

力 下 ，我 国 粮

食 生 产 持 续

稳 步 迈 上 新

台 阶 ，“ 米 袋

子 ”“ 菜 篮 子 ”

更 加 充 实 ，更

好地满足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需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金融

发展呈现明显的数字化特点。作为金融行

业的重要细分领域，银行业一直以来积极

推进数字化转型，有效提高了自身运营效

率，也提升了金融服务经济发展的质效。

尤其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零

接触”金融服务的优势更加明显，银行业数

字化转型的任务显得更加迫切，对于银行

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推动数字经济有效

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不难发现，银行业数字化转型具有较

好的外部环境条件。从技术层面看，随着

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推进，数字技术越来

越成熟，而且应用领域逐步拓展，为银行业

实施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良好基础；从监管

政策层面来讲，监管部门对银行业数字化

转型予以积极支持；从客户需求来看，经济

发展水平的提高使消费者需求更加个性

化，更注重体验满意度，也更需通过银行业

数字化转型快速迭代产品服务。

行业的发展趋势表明，银行业数字化

转型是必然的方向。银行业已围绕数字化

转型在营销获客、服务渠道、产品创新、风

险管理、机构营运等方面进行了较多探索，

不断加大这方面的人才与资金投入。目

前，国内已有多家银行围绕数字化转型开

展 专 项 规 划 ，并 成 立 专 门 的 机 构 加 以 落

实。此外，银行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惠及相

关机构，而且对消费者也有诸多助益。消

费者通过数字化方式获得金融服务的成本

更低，服务质量也更高。

银行业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的发展也

具有明显优势。比如，对于小微企业而言，

其有时会面临财务信息不健全、缺少足值的抵押物、融资困难较大等

问题，而通过数字化转型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提高小微企业

金融服务的可得性，还能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企业金融服务体验

的满意度。又如，在供应链金融领域，尽管银行在提供融资服务时降

低了对不动产抵押物的要求，但对上下游企业间的信息流、资金流等

有更高的标准。使用金融科技手段发展数字供应链金融后，银行可

实时了解企业经营交易情况，为供应链上下游的小微企业提供更加

优质的服务。

有鉴于此，为更好地推动银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更好地服务实

体经济发展，需要在全面推进的同时突出重点。要利用数字化技术

做好支付结算，服务好城市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经济主体。在服务

好高端客户群的同时，还要通过创新更多的线上化金融产品尤其是

信贷类产品，服务好农村地区和偏远地区经济主体，以及小微企业、

个人客户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要逐步解决服务供给中存在的不

平衡不充分问题，让更多的群体从银行业数字化转型中获益。

与此同时，还要发挥多方力量，提升服务质量。对于银行类

金融机构而言，要关注并支持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的进度，增加

其在这方面的资金与人员投入。金融监管机构对数字化转型既

要鼓励也要规范，在提供良好监管政策环境的同时，也需要同步

探索科学监管，提高监管数字化水平。而消费者既要积极适应

和利用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便利，也要增加对金融常

识的了解，从而自觉远离各类利用科技手段实施诈

骗的行为。

一段时间以来，青岛、石家庄、
合肥、福州等地出台住房租赁方面
相关政策，对维护消费者权益提出
更加明确的要求。住房租赁市场涉
及面广，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
关。各地积极推出有关举措，对住
房租赁市场进行整顿、规范，努力有
效解决由于租赁机构违规经营而侵
害租客和房东权益等问题。接下
来，应落实好相关政策，拓展行业发
展模式，推动住房租赁市场机构化、
专业化运营，加快补齐短板。同时，
要完善从业人员的职业认证和人才
培养体系，推动住房租赁行业向标
准化、精细化、职业化发展。

（时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