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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２０１１年调查数据，运用独立混合截面数据模型分析农户从正规金融途径借贷和非正规金融途径

借贷对其增收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户偏好从非正规金融借贷，非正规金融借贷规模是正规途径借贷规模的

４．１５倍，在满足生活消费和生产性投资方面发挥着较正规金融更为重要的作用。不到５０％的非正规途径借贷农

户将资金用于生产性投资，而从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的农户９０％是用于生产投资，且二者的生产性资金投向存在较

大差异，非正规金融借贷资金主要投向畜牧业和非农产业，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则主要投向种植业和农机具补贴，资

金借贷规模和资金用途是致使非正规金融绩效高的原因所在。基于此，提出解禁非正规金融，提高农村金融覆盖

率，加快基于农户实际需求的金融产品设计，尤其是抵押担保品创新，防范非正规金融市场金融风险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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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目 前 我 国 正 规 金 融 市 场 表 面 上 形 成 包 含 合 作

性、商业性和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内的农村金融体系，

但实质上，政策性银行主要调节农产品流通市场和

价格，商业性银行业务逐渐偏离农村金融市场，实际

上仅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真正服务于三农，农

村信用社包袱沉重，２００３年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之

后有所改善，但内部人控制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改

善。邮政储蓄银行深入农村基层的网络布局结构为

服务三农提供了可能，但由于成立时间较短，支农力

量仍然有限。严格的贷款程序和贷款抵押的要求，

仍将大部分的农村资金需求者拒之门外，正规金融

根本无法满足农村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贷款难，

难贷款”已成为制约农村金融发展的瓶颈。而正规

金融制度的不足，为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存在和发展

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发展中国家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之间共存且

互动。［１］已有研究显示，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农民很难

从正规金融获得贷款，非洲５％左右，亚洲和拉丁美

洲可能仅有１５％，而且借贷资金大部分提供给少数

的大 生 产 者，５％的 贷 款 者 的 贷 款 者 使 用 了 大 约

８０％的借款［２］。在中国，非正规途径 融 资 占 融 资 规

模的７０％以上［３］。

借贷途径和用途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较为

普遍的观点是发展中国家正规信贷主要是满足农户

生产性需求，非正规信贷主要是非生产性需求［４，５］。

在许多贫困农村地区，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信贷存在

较为严重的逆向选择问题，即借贷被用于农户看病、

小孩上学和支付乡村干部工资等用途［６］。经济发达

地区的非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资金主要是用于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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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用于生活以及非正常用途的比例则较低，而传

统的农业种植区以及经济欠发达地区通过非正规渠

道融资的用途较多是用于平滑家庭消费，且用于非

正常支出的比例有增加趋势［７］。

面对同样的农村市场，外部强制进入的正规金

融和内生的非正规金融在信息甄别、资金成本以及

风险偏好等方面都存有差异，制定信贷决策各不相

同。对农户而言，信贷绩效与其借款渠道是否有关？

哪种金融服务方式的绩效更高？解决这些问题，不

仅可以为农村金融发展寻求理论和实证的支持，而

且能够解释现阶段农村金融发展中，外生性金融（正

规金融）和内生性金融（非正规金融）哪一种服务方

式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农村和农户，以便为农村金融

改革的方向提供建议。

一、理论框架分析：借贷农户收益

最大化条件分析

农户自有资金无法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时，就

会寻求外源性帮助，与资金过剩者共同构成了农村

借贷市场。在贫穷国家的农村地区，农村借贷市场

的制度结构相当复杂，不仅包含正规制度安排，如商

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以及新型农村金融机

构等，还包含着非正式金融市场交易行为，例如专业

放贷者、亲戚朋友间的非正式贷款等。多种交易制

度安排的共存并互动，使得市场交易条件随借款人

和贷款人特征的不同而显著不同［１］。

（一）完全信息条件下借贷农户收益最大化

假设所有的贷款者和借款者都是风险中立者，

即借款的目的不会是为了缓解收入约束，而是用于

生产性活 动。假 定 村 庄 内 每 个 个 体 的 土 地 面 积 相

等，且投入成本固定，如果项目投资失败，则产出为

０，反之，项目成功，单位收益Ｒ＞１，项目获得成功的

概率为项目成功的概率ρ（ａ），其中０≤ρ≤１，是借贷

者的项目努力指数，ρ（ａ）严格递增且为凸函数，借贷

者项目单位投资成本为Ｃ（ａ），借贷者项目努力指数

ａ主要取决于农户个体特征Ｄ，如年龄、学历、信 用

等要素。如果放贷者所提供的 资 金 总 量 为Ｃ，借 贷

资金的利率指数（即１加上利率）为ｉ（ｉ≤Ｒ，借贷资

金的利率指数是小于单位收益的，否则借贷者不存

在借贷资金的利益动机），则借贷市场均衡时，农民

与放贷者的均衡收益为：

借贷方 放贷方

成功 Ｒ－ｉ－Ｃ（ａ） ｉ
失败 －Ｃ（ａ） Ｃ

　　考虑到机会成本，如果在一个无风险的资本市

场，放贷者的资金回报为Ｗ（Ｒ＞Ｗ≥１），借 贷 方 不

从事项目生产，其从事其他行业可获得的回报为Ｗ
（Ｒ＞Ｗ≥１），因 此 借 贷 者 的 预 期 收 益 可 以 表 示 为：

Ｕ１（ｉ，ａ）＝．ρ（ａ）（Ｒ－ｉ）－Ｃ（ａ），放贷者的预期收益

为：Ｕ２（ｉ，ａ）＝．ρ（ａ）ｉ，显然借贷 市 场 实 现 均 衡 的 条

件即：

ｍａｘρ
ｉ，ａ
（ａ）（Ｒ－ｉ）－Ｃ（ａ） （１）

Ｓ．ｔ．ρ（ａ）ｉ≥π；ρ（ａ）（Ｒ－ｉ）－Ｃ（ａ）≥Ｗ
在此均 衡 条 件 下，借 贷 者 的 努 力 投 入ａ＊ 由ρ’

（ａ）Ｒ＝Ｄ’（ａ）决定，利率ｉ＊＝π／ρ（ａ），则 放 贷 者 利

益为０，借 贷 者 的 预 期 净 收 益 为Ｕ１＊ （ｉ＊，ａ＊）＝ρ
（ａ＊）（Ｒ－ｉ＊）－Ｃ（ａ＊）≥Ｗ。

由此可见，完全信息市场条件下，假设农户总收

益、投入成本和放贷者资金回报固定不变，则农户借

贷收益主要是取决于贷款成本即利率指数ｉ。由于

ｉ＝π／ρ（ａ），取决于农户的努力程度，与农户的年龄、

学历、信用等要素相关。

（二）不完全信息市场下借贷农户收益最大化的

条件

显然，上述模型的假设条件过于简单。实际上，

一旦项目失败，放贷方的收益不可能为零，他会要求

借贷者尽其最大可能归还借款，从而使得损失最小。

而且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放贷者对借款者的努

力程度无法做出准确判断，即可能存在道德风险，因

此放贷者为了防范道德风险，大多要求借款者提供

抵押担保品来实现。假定借贷者提供担保的资产为

Ｉ（Ｉ≥Ｒ），一 旦 项 目 失 败，担 保 资 产Ｉ归 放 贷 者 所

有。因此道德风险存在的借贷市场，借贷农户收益

最大的条件为：

ｍａｘ
ｉ，ａ

ρ（ａ）（Ｒ－ｉ）－（１－ρ（ａ））Ｉ－Ｃ（ａ） （２）

Ｓ．ｔ．ρ（ａ）（Ｒ－ｉ）－（１－ρ（ａ））Ｉ－Ｃ（ａ）≥Ｗ

ρ（ａ）ｉ＋（１－．ρ（ａ））Ｉ≥π

ρ（ａ）（Ｒ－ｉ）－（１－ρ（ａ））Ｉ－Ｃ（ａ）≥ρ（ａ’）（Ｒ－

ｉ）－（１－ρ（ａ’））Ｉ－Ｃ（ａ’）

一阶求导，可 得Ｉ＊＝ｉ＊＝π＊。抵 押 担 保 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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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借贷市场上，借贷者承担了交易中所有的风险，能

够激励借贷者投入最大的努力，而放贷者的回报不

会受到借贷方努力程度的影响，因此道德风险问题

也不复存在。借贷农户的最大收益为Ｕ１＊（ｉ＊，ａ＊）

＝ρ（ａ＊）（Ｒ）－Ｉ－Ｃ（ａ＊），由此可见，不完全信息市

场条件下，借贷农户收益取决于担保资产价值，而不

取决于借贷利率。

但是如果借贷者是风险厌恶者，不愿意提供担

保来承担借贷市场交易所产生的全部风险。此外，

被作为抵押担保的商品较为缺乏，大多是农户难以

提供的，因此道德风险问题实际上是难以有效解决

的，也进一步说明了在政府干预下的供给型农村金

融无法有效满足农村资金需求者的需要。

（三）多种交易制度安排下借贷农户收益最大化

分析

欠发达地区金融制度的安排往往是正式金融制

度安排和非正式金融制度共存且互动。正式金融制

度作为国家政府干预下的产物，对信贷市场的资金

需求者难以做出准确地衡量，因此大多要求借贷者

提供担保品，在抵押担保产品缺乏的背景下，产生了

正规金融制度的借贷配给。正是正规金融制度的借

贷配给约束为非正式金融制度提供了发展的空间。

此外中国乡村社会典型的“圈层结构”即以家庭为核

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向外延伸，由小家到村邻。由

村到镇及县，再依次扩展到地市、省、国家等，每个农

户都可以在某个圈层找到自己的位置。家庭内保障

的要求也因此赋予每个人为其亲戚朋友提供必要帮

助的义务，由此便形成了农村当中普遍的熟人借贷

和友情借贷［２］。农村社会的这种“圈层结构”的存在

进一步促使了非正规金融借贷屡禁不止，经久不息。

多种交易制度共存的情况下，考虑不同类型的

借贷者：第一种愿意且能够提供担保品的农户；第二

类不能提供或不愿提供担保品的农户；第三类只愿

意提供部分担保品的农户。大致对应的是仅从正规

金融市场借贷的农户、仅从非正式金融市场借贷的

农户以及从两种途径均获得贷款的农户。

非正式金融市场借贷以关系借贷为主，信息相

对透明，但放贷者的收益不会因为项目失败为零，借

贷者一旦赖账，必然会受到道德惩罚，道德惩罚相当

于信用担保，因此第一类和第二类借贷者都符合不

完全信息信贷市场的假设。第三类借贷者是正规金

融和非正规金融两类市场的集合，对于第三类借贷

者而言，最少要满足不完全信息借贷市场的条件，借

贷农户的收益可表示为：

ｍａｘ
ｉ，ａ

ρ（ａ）（Ｒ－ｉ１－ｉ２）－（１－ρ（ａ））Ｉ－Ｄ（ａ）（３）

Ｓ．ｔ．ρ（ａ）（Ｒ－ｉ１－ｉ２）－（１－ρ（ａ））Ｉ－Ｄ（ａ）≥Ｗ

ρ（ａ）ｉ１＋（１－．ρ（ａ））Ｉ≥π

ρ（ａ）（Ｒ－ｉ１－ｉ２）－（１－ρ（ａ））Ｉ－Ｄ（ａ）≥ρ（ａ’）

（Ｒ－ｉ１－ｉ２）－（１－ρ（ａ’））Ｉ－Ｄ（ａ’）

其中，ｉ１ 是正规金融借贷利率，ｉ２ 为非正规金融

借贷利率。对方程一阶求导，均衡条件下，借贷者的

努力投入ａ＊ 由ρ’（ａ）（Ｒ１＋Ｒ２－ｉ２）＝Ｄ’（ａ）决定，

如果资金借贷是关系借贷，名义利率ｉ２＝０，则均衡

条件与不完 全 信 息 下 从 正 规 金 融 借 贷 均 衡 条 件 相

同，但借贷同样数额的资金，提供的担保品价值要小

于仅从正规金融借贷。

理论分析结果说明，农户借贷收益与借贷成本

无关，主要取决于借贷抵押品价值的大小。同样，抵

押价值越大，可获得借贷资金越多，可能产生的收益

越大，因此可用于生产的借贷资金数量是决定农户

收益的最为重要的因素。非正规途径借贷虽然无需

提供实际的抵押担保品，但是乡里民俗的道德规范

约束的隐性成本不可忽视。

二、样本农户借贷行为特征分析

按照优、中、差的原则，样本最终确定３个乡镇，

每个乡镇内选取２～３个村庄。此次共调查８个村

庄，每 个 村 庄 平 均 完 成 问 卷３２份，调 查 农 户 样 本

２５８户，其 中 有 效 问 卷 ２５６ 份，问 卷 有 效 率 为

９９．２％。调查内容主要涉及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农户家庭

经济基本情况和借贷情况，对农户收入、支出、借贷

来源、用途、规模等情况进行深入细致地调查。

（一）农户借贷以非正规借贷为主，尤其偏好亲

戚朋友借贷

按 照 对 连 续 多 年 农 户 重 复 计 算 的 原 则 对 农 户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借贷笔数和规模进行统计（见表１）。

结果显示仅 从 非 正 规 途 径 融 资 的 有８８户，占 比 为

６０．６９％；仅 依 赖 正 规 金 融 渠 道 贷 款 的 农 户 数 量 为

３９户，占比为２４．７３％；从两种途径同时获得贷款的

农户数 量 为１８户，占 比 为１２．４１％。显 然，农 村 金

融体制改革后正规金融对农户贷款增加显著，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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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正规金融贷 款 农 户 比 重 已 占 近１／３，农 户 多 途 径

筹措资金的态势已经显现，但非正规途径仍是农户

最主要的融资渠道。

表１　农户正规和非正规金融渠道借贷笔数和规模

指标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合计

笔数（户） 金额（万元） 笔数（户） 金额（万元） 笔数（户） 金额（万元） 笔数（户） 金额（万元）
正规

金融

８

（１７．７８）

３４．８

（１９．４２）

１５

（３１．１１）

３６．３

（２１．２７）

１６

（２９．６３）

７３．５

（３２．７）

３９

（２６．９）

１４４．６

（２４．７３）
非正规

金融

３０

（６６．６７）

９０．６５

（５０．５９）

２４

（５３．３３）

１１１．２９

（６５．２）

３４

（６２．９６）

１２８．７６

（５７．２９）

８８

（６０．６９）

３３０．７

（５６．５６）
组合

贷款

７

（１５．５５）

５３．７５

（２９．９９）

６

（１５．５６）

２３．１

（１３．５３）

５

（７．４１）

２２．５

（１０．０１）

１８

（１２．４１）

１０９．３５

（１８．７１）

合计
４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９．２

（１００．００）

４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０．６９

（１００．００）

５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４．７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５

（１００．００）

５８４．６５

（１００．００）

　　备注：括号内为所占比重

　　（二）不同借贷途径的借贷用途分析

把农户贷款用途 分 为９个 项 目：１种 植 业、２养

殖业、３购 买 农 机 具、４非 农 产 业、５子 女 上 学、６买

房／造房、７婚 丧 嫁 娶、８看 病 就 医、９其 他。按 照 生

产性用途和生活消费性划分，前 四 类 归 为 生 产 性 借

贷支出，１、２、３项是涉农贷款，４项为非农贷款，５、６、

７、８是生活消费性借贷支出。将调查农户借贷用途

按此标 准 进 行 归 类，结 果 显 示５５．４２％农 户 借 贷 是

为了用于平滑生活消费，用途次序分别是房屋投资、

子女上学、婚丧嫁娶 和 看 病 就 医４个 方 面。生 产 性

借贷支出中，用于农业生产的农户比重为３３．１３％，

非农产业贷款农户为１１．４５％，从趋势看，生产性投

资是农户增收的主要渠道，有 能 力 的 农 户 对 生 产 性

资金需 求 十 分 迫 切，用 于 平 滑 消 费 的 资 金 呈 下 降

趋势。

　　　　　　　　　　　　　表２　农户借贷用途与借贷途径关联分析 笔数

贷款用途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合计

正规 非正规 正规 非正规 正规 非正规 正规 非正规

生

产

性

借

贷

涉

农

贷

款

种植业 ３　 ２　 １７　 ６　 ７　 １　 ２７　 ９
养殖业 ３　 ３ — ３　 １　 ２　 ４　 ８

购买农机具 — — — １　 ３　 ３　 ３　 ４
合计 ６　 ５　 １７　 １０　 １１　 ６　 ３４　 ２１

非农产业贷款 ３　 ４　 ２　 ２　 ３　 ５　 ８　 １１
合计 ９　 ９　 １９　 １２　 １４　 １１　 ４２　 ３２

生

活

借

贷

子女上学 ３　 １０ — ５　 ３　 ９　 ６　 ２４
房屋投资 ２　 １２　 １　 ３　 ３　 １０　 ６　 ２５
婚丧嫁娶 ２　 ４　 １　 ８ — ３　 ３　 １５
看病就医 ２　 １ — １ — ３　 ２　 ５

其他 — ２ — ２ — ２　 ０　 ６
合计 ９　 ２９　 ２　 １９　 ６　 ２７　 １７　 ７５

总计 １８　 ３８　 ２１　 ３１　 ２０　 ３８　 ５９　 １０７

　　一般来 说，农 户 的 生 产 性 投 资 为 其 收 入 增 加 提

供了可能。对于不同 途 径 获 得 资 金，农 户 是 用 于 生

产还是消费，正规金融借贷道德风险是否存在，主要

取决于农户如何使用从不同 渠 道 获 得 的 借 贷 资 金。
对农户借贷途径和用途进行 关 联 分 析，结 果 显 示 正

规金融途 径 借 贷 中，１０．２４％的 农 户 是 用 于 生 活 消

费，如果排除子女上学贷款是 国 家 助 学 贷 款 以 及 在

城市购 房 的 农 户 数 量，用 于 生 活 借 贷 的 比 重 仅 为

８．４７％，即 发 生 道 德 风 险 的 农 户 比 重 为８．４７％；非

正规金融途径借贷中，３０％的农户借贷是用于生产，

７０％的农户目的是用 于 平 滑 生 活 消 费，因 此 经 济 欠

发达 地 区 非 正 规 渠 道 融 资 较 多 是 用 于 平 滑 家 庭

消费［７］。
从借贷数量看，农 户 非 正 规 途 径 借 贷 数 量 是 正

规途径借贷数量的１．８５倍，进一步分析借贷金额与

用途间的关系，可以发现非正 规 金 融 用 于 生 产 性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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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的借贷数量与用于消费的 资 金 数 量 相 当，但 高 出

正规金融生产性投资１２．１万元，这意味着上述仅考

虑借贷农户数量所 得 出 的 结 论 并 不 可 靠。此 外，农

户非正规途径借贷资金用于生活消费数量是正规金

融的４．１５倍。毫无疑问，即使在传统农区或者欠发

达地区，非正规借贷在农户生 产 性 投 资 和 生 活 性 消

费支出都发挥着较正规金融更为重要的作用。在生

产性投资上，正规金融和非正 规 金 融 的 借 贷 资 金 具

有互补性，即正规金融借贷资 金 多 是 投 向 种 植 业 和

购买农机具，而非正规金融借 贷 资 金 多 流 向 养 殖 业

和非农产业。
（三）不同收入群体的借贷渠道选择分析

农户对不同借贷途径的选择是否会受到其家庭

收入的影响，通过对三年内农 户 借 贷 渠 道 和 收 入 之

间的关联分析，结果显示从非 正 规 金 融 渠 道 获 得 借

贷的农户的人均总收入分布 接 近 正 态 分 布，较 多 集

中在５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元，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

农户 的 人 均 收 入 分 布 接 近 χ
２ 分 布，较 多 集 中 在

１０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元，因 此 农 户 非 正 规 金 融 借 贷 的 目

标客户群体较正规金融更为 广 泛，贷 款 的 满 足 程 度

更高，其供给弹性会小于正规金融机构。此外，农户

家庭人均总收入集中在１０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元之间的中

高收入群体，是非正规金融与 正 规 金 融 共 同 关 注 的

客户群体，正规金融借贷对这 一 群 体 借 贷 比 重 增 加

最快。因此对中高收 入 群 体 的 借 贷 上，正 规 金 融 和

非正规金融呈现竞争性，正规 金 融 借 贷 较 少 顾 及 低

收入和高收入水平的农户。

　　　　　　　　　　　　　　　表３　农户人均总收入与借贷渠道关联分析 ％

人均总收入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合计

非正规 正规 非正规 正规 非正规 正规 非正规 正规

５　０００元以下 １５．３８　 ３．８５　 １６．００　 ６．００　 ７．０２　 ３．５１　 １２．５８　 ４．４０
５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元 ２３．０８　 １．９２　 ２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２６．３２　 ３．５１　 ２３．９０　 ５．６６
１０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元 ２６．９２　 １９．２３　 １４．００　 ２２．００　 ２６．３２　 ２６．３２　 ２２．６４　 ２２．６４
３０　０００元以上 ５．７７　 ３．８５　 ８．００　 ０．００　 ７．０２　 ０．００　 ６．９２　 １．２６
合计 ７１．１５　 ２８．８５　 ６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６６．６７　 ３３．３３　 ６６．０４　 ３３．９６

三、模型设定、指标选择与估计分析

（一）横截面时间序列模型设定

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是包含若干个体在一个时

间区间内的样本。不 仅 具 有 横 截 面 的 数 据，还 包 含

时间序列的数据，将具有时间 序 列 和 横 截 面 数 据 同

时包含在一个模型内，不仅可 以 解 决 样 本 容 量 不 足

的问题，而且能够估算某些难 以 度 量 因 素 对 被 解 释

变量的影响，同时也有助于正 确 理 解 经 济 变 量 间 的

关系［８］。横截面 时 间 序 列 数 据 大 致 分 为 两 类：一 类

是独立混合截面数据，主要是 不 同 时 点 从 大 样 本 独

立抽取观测值构成的数据序列；另一种是面板数据，

即不同时间观测同一主体单元。

独立混合截面数据估计的模型一般形式为：

Ｙｉｔ＝α０＋βＫＤＫ＋αｉＸｉｔ＋εｉｔ （４）

式中，ｉ表示横截面单位数，ｉ＝１，２，…，ｎ；ｔ表示

在Ｔ 时期中任一期 的 观 测，ｔ＝１，２，…，Ｔ０；Ｙｉｔ是 因

变量，Ｘｉｔ是自变量集，ε为误差项。由于总体在不同

时期会有不同的分布，可以通 过 引 进 虚 拟 变 量 的 方

法，在不同年份 设 定 不 同 的 值，式 中Ｄ 表 示 时 间 的

虚拟变量，ｋ为虚拟变 量 的 个 数，ｋ＝１，２…，ｔ－ｌ，即

其数目应该不多于（Ｔ－１）个。
（二）指标选择

以上理论分析 假 设 借 贷 资 金 只 用 于 生 产，实 际

上农户的一部分借贷是为了 平 滑 生 活 消 费，因 此 要

考察农户 从 正 规 金 融 和 非 正 规 金 融 借 贷 的 实 际 绩

效，不仅要考虑其从不同途径的借贷额（Ｂｉｔ和Ｆｉｔ），
还必须要考虑其借贷用途（ＹＴｉｔ）。此外农户个体特

征要素，如家庭耕种面积和年龄、上学年限等因素不

仅是影响项目成功与否的重 要 因 素，也 是 影 响 农 户

收益较为重要的因素，因此需 要 将 农 户 家 庭 耕 种 面

积、年龄和文化程度等变量纳入方程。此外，理论分

析结果显示借贷利率不影响 农 户 借 贷 收 益，因 此 模

型构建时不引入利率变量。构建模型如下：

Ｙｉｔ＝Ｃ＋α１Ｂｉｔ ＋α２Ｆｉｔ ＋α３ＹＴｉｔ ＋α４ＧＤｉｔ ＋
α５ＡＧＥｉｔ＋α６ＳＣＨＯＯＬ＋α７Ｄ１＋α８Ｄ２＋εｉｔ （５）

其中ｉ＝１，２，…ｎ，表示调查农户个体，ｔ＝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Ｙｉｔ表示调查农户人均收入，Ｂｉｔ和Ｆｉｔ分

别表示第ｉ个农户ｔ年从正规金融途径和非正规途

径的借贷规模，ＹＴｉｔ为借贷资金的用途（生活性借贷

消费＝０，种植业＝１，畜牧业＝２，购置农机具＝３，非
农产业 投 入＝４），ＡＧＥ 表 示 被 调 查 家 庭 户 主 的 年

龄，ＳＣＨＯＯＬ表示被 调 查 家 庭 户 主 的 文 化 程 度（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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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１，初中＝２，高中＝３，高中以上＝４），εｉｔ是 随 机

误差项，ｔ＝２００８，Ｄ１＝１，反之则等于０，ｔ＝２００９，Ｄ２
＝１，反之则等于０。

（三）模型估计与分析

１．模型检验与判断。运用Ｅｖｉｅｗｓ６．０对方程４
进行估计，首次估计结果显示效果不好，Ｒ２ 值较小，

多个变量ｔ值未通过检验，变量可能存在异方差、序

列相关或者多重共线性的问 题，需 逐 步 对 模 型 进 行

检验。
（１）异方差检验。首先利用Ｐａｒｋ检验对模型的

异方差问题进行诊断，其基本 思 路 是 以 残 差 的 平 方

或者绝对值为解释变量，以模型中某一解 释 变 量Ｘ
为解释变量，建立模 型，对 模 型 进 行 估 计，如 果 模 型

显著，则说明原模型 存 在 异 方 差。构 建 残 差 序 列 与

非正规金融借贷金额的方程：

Ｒｅｓｉｄｅｉ＝ｆ（Ｆｉ）＋εｉ （６）

回归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残差序列与非正规金融借贷的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ｔ检验值 概率

Ｆ　 ２．２００　４　 ０．２３７　６　 ９．２６２　２　 ０．０００　０
Ｒ２　 ０．１０３　６　 Ｄ．Ｗ．值 １．９６４　４

　　根据表４的回归结果，解释变量系数值为零的概

率几乎为零，因而拒绝原假设，即首次建立的独立混

合截面数据模型存在严重的异方差性。消除模型中

存在的异方差性，可利用首次估计模型的误差绝对值

的倒数即１／ａｂｓ（ｒｅｓｉｄｅ）作为权数，进行加权最小二乘

法（ＷＬＳ）估计。加权平均后的Ｒ２ 和部分变量ｔ值改

善较大，但个别变量的ｔ值仍然不显著，因此需要进一

步检验。
（２）序列相关性检验。在序列相关检验中，采用

拉格朗日乘数检验方法，ＬＭ 检验方法也克服了Ｄ．
Ｗ．只能检验一阶自相关的问题，可以对高阶序列相

关和模型是否存在被解释变量滞后的问题进行检验。

该方法的前提 条 件 假 设 是 不 存 在 序 列 相 关，通

过对随机误 差 项 是 否 存 在Ｐ 阶 序 列 相 关 来 判 断 原

方程是否存在 序 列 相 关，ＬＭ 的 统 计 量 是 服 从 自 由

度为Ｐ 的χ
２ 分布，如果ＬＭ 的统计量小于χ

２ 分布

的临 界 值，则 序 列 不 存 在 自 相 关。滞 后 两 阶 的ＬＭ
＝ｎＲ２＝１６１×０．００３　８２＝０．００２　３＜χ

２
０．０１＝９．２，接受

原假设，序列间不存在自相关。

虽然变量个 别ｔ值 不 显 著，但 是 基 于 理 论 模 型

分析，所选择变量均十分重要，因此模型的多重共线

性问题不予考虑，接受消除异方差后的回归结果。

２．模型估计结果及解释。运用Ｅｖｉｅｗｓ６．０进行

加权最小二乘法对方程４估计，结果见表５。
表５　加权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Ｔ值 Ｐｒｏｂ．

Ｆ　 ０．１５５　９　 ０．００４　８　 ３２．１７２　７　 ０．０００　０
Ｂ　 ０．１１９　４　 ０．００５　２　 ２３．０４９　６　 ０．０００　０
ＹＴ　 １　５５２．６６９　７１．６２２　６　 ２１．６７８　５　 ０．０００　０
ＧＤ　 ５．９８０　１４　 ２４．４３６　３　 ０．２４４　７　 ０．８０７　０
ＡＧＥ －２１．３１８　６　６５．９２７　７ －０．３２３　４　 ０．７４６　９

ＳＣＨＯＯＬ　６．７８９　８　 ７．７７７　６　 ０．８７３　 ０．３８４　１
Ｄ１ ７　３７８．９３０　４５４．３４９　６　１６．２４０　７　 ０．０００　０
Ｄ２ ３　６０３．６１３　４４４．１９９　０　 ８．１１２　６　 ０．０００　０

加权后的统计值

Ｒ２　 ０．９８４　２　 Ｄ．Ｗ． １．４７８　７
未加权的统计值

Ｒ２　 ０．２５５　５　 Ｄ．Ｗ． ２．０３１　４

　　从回归结果来看，消除了 异 方 差 后 的 回 归 结 果

较为理 想，模 型 中 选 取 变 量９８．４２％的 程 度 上 解 释

了农户总收益。

首先，正规金融（Ｂ）和非正规金融（Ｆ）变量的系

数均为正，不 同 借 款 方 式 均 有 利 于 促 进 农 户 增 收。

实证结果进一步验证了经验 性 的 结 论，即 资 金 借 贷

对农户作用巨大，平滑农户生活消费，使农户能够保

持一种连续稳定的生活状态，优化消费结构，更重要

的是能够为农户扩大再生产 提 供 必 须 的 资 金 保 障，

推动农业产业及其他非农产 业 发 展，提 高 农 户 收 入

和福利，最终推动农村社会发展。

其次，非正规 金 融 途 径 借 贷 变 量 系 数 高 出 正 规

金融借贷２．６个百分点，这一结果显示，欠发达地区

或者传统农区农户并非将大部分的非正规途径借贷

用于生活消费，而且还用于满足生产性支出，较正规

金融发挥的作用更 大。这 与 前 面 的 分 析 结 果 一 致，

农户非正规途径的借贷规模 更 为 庞 大，不 仅 用 于 子

女上学、婚丧嫁娶等生活性支出的比重较大，而且用

于生产性资金的数量也是正规金融的１．８５倍，实际

上，农户更多或者更愿意从非 正 规 金 融 渠 道 得 到 借

款，除了典型的乡情、亲情连结的乡村“圈层结构”影

响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非正 规 金 融 渠 道 借 款 手 续

简便，贷款设计灵活，由于非正规金融的借贷者对农

户信息了解较为充分，即使到期无法偿还借款，也会

相应地设 计 出 合 理 的 还 款 机 制，以 避 免 形 成 坏 账。

而正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比较单一，审批时间长，贷
款手续繁复，贷款一般要求抵押担保产品，在农村产

权不明晰的背景下，多数农户 难 以 提 供 有 效 的 抵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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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品成为正规金融借贷约 束、贷 款 满 足 率 低 的 重

要原因。但是正规金 融 资 金 雄 厚，组 织 机 制 和 运 行

机制规范，能够满足农户较大 规 模 的 借 贷 和 更 大 范

围的借贷，而非正规借贷资金量则相对有限，且具有

明显的区域特征，限 制 了 农 户 规 模 较 大 的 借 贷。此

外，非正规金融借贷 资 金 巨 大，资 金 体 制 外 运 行，金

融监管部门难以控制，其间蕴 含 风 险 难 以 预 测 和 控

制，极易引发区域性融资风险。

然后，借贷资 金 用 途 是 影 响 农 户 收 入 的 另 一 重

要因素。显然，借贷资金用于生活消费，虽有利于保

障农户生活的连续稳定，但对 农 户 收 入 增 加 并 无 直

接作用。但用于生产性投资，不论是扩大再生产，还

是用于非 农 产 业 投 入，均 有 利 于 农 户 收 入 的 增 加。

变量系数显示，借贷资金对产 业 的 贡 献 价 值 最 大 的

是非农产业，其他排序分别为购置农机具、畜牧业和

种植业，这与产业特质是一致的。非农产业周期短，

收益高，而传统农业 周 期 相 对 较 长，效 益 相 对 较 低，

因此投入非农产业的收益大于传统种植业。不难推

断，农村地区在发展高效种植产业的同时，也会进一

步加快发展非农产业发展，与此同时，农村地区对资

金需求也会数量剧增和多样 化，但 在 国 家 政 策 引 导

下正规金融机构将资金主要投向种植业和农机具的

购置方面，呈现出资金供给与 农 户 真 实 的 资 金 需 求

错位的格局，也违背了产业报酬规律，致使资金使用

效率大打折扣。今后正规金融机构如何基于农户需

求视角发放涉农贷款，不仅是 关 系 到 金 融 机 构 的 可

持续发展，也是关系国家供给型金融解 决“三 农”的

问题成效大小的关键所在。

最后是尝 试 考 察 农 户 特 征 性 的 要 素 如 农 户 年

龄、文化程度和耕地面积等变 量 是 否 会 通 过 影 响 项

目收益而影响收入，通过分析各变量系数均不显著。

随着农户收入日益多元化和种植业机械化程度的提

高，年龄偏大的农户利用其丰富的种植经验，能够获

得理想的收益，因此户主年龄、文化程度等要素并非

影响农户收入的主要因素，这 一 点 也 间 接 地 反 映 出

农户特征因素不是影响农户 努 力 程 度，即 有 效 使 用

借贷资金的关键性因素，与理论推断不符。

四、提高农户融资绩效的政策建议

实证结果显示，农 户 不 同 渠 道 融 资 都 能 够 增 加

收入，非正规金融融资借贷资 金 作 用 大 于 正 规 金 融

渠道借贷，二者已形成初步的合作竞争关系。因此，

要进一步提高农户收入，推动农村社会发展，提高农

户资金需求的满足率，尤其是 提 高 资 金 实 际 需 求 的

满足率是关键。而要满足农村地区日益增长的多元

化的资金需求，当务之急是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对非

正规金融适当解禁，与正规金融机构适度合作，建立

竞争合作的农村金融体系，全面提高金融覆盖率，推
动农村经济进一步的快速发展。但同时要防范大量

资金体制外运行所带来的金 融 风 险，建 立 金 融 风 险

预警机制，预防区域性风险演化为系统性金融风险，

造成大规模的金融失信，引发区域性的金融危机。

１．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对非正规金融适当解禁，

合理引导与正规金融机构适度合作。非正规金融途

径的借贷在平滑农户生活消费和生产性投资方面都

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农户收入提高作用显著，与正规

金融形成了一定的互补作用，在高收入农户群体，还
呈现出竞争的态势［８］。因此要满足农户多样化的资

金需求，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发挥金

融在农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就 要 根 据 当 地 非 正 规

金融发展的情况和经济特点，逐 步 放 开 农 村 金 融 市

场，允许个 别 地 区 有 条 件、有 步 骤 地 将 非 正 规 金 融

“阳光化”，采用成立小额信贷担保公司、村镇银行或

者其他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将 非 正 规 金 融 机 构 纳 入

到金融监管范围内，与正规金融形成竞争态势，不仅

有利于迫 使 农 村 正 规 金 融 机 构 加 强 自 身 改 革 和 建

设，还能够提高金融的覆盖面，提高农民收入［９］。此

外还有利于加强和规范农村 金 融 市 场，能 够 有 效 防

范大量资金体制外运行蕴含 的 巨 大 风 险，降 低 区 域

性金融危机出现的可能概率。

２．加快金融产 品 创 新，尤 其 是 抵 押 担 保 产 品 创

新。农村正规金融借 贷 手 续 繁 琐，要 求 提 供 抵 押 担

保，由于农户自有资产（房屋等）产权的缺失，使得大

部分急需资金的农户难以获 得 有 效 资 金，制 约 其 生

产发展。究其原因，既有农村抵（质）押 担 保 政 策 限

制，又有抵（质）押物管理难、变 现 难、流 通 机 制 不 健

全等多种因素。调查 区 域 样 本 显 示，正 规 金 融 对 生

产性借贷主要集中于种植业 和 农 机 具 购 买，国 家 重

点资助和补贴的范围，而对农 户 非 农 产 业 和 畜 牧 业

的贷款则十分有限。显 然，农 村 信 用 社 等 正 规 金 融

机构的服务对象被限定在“三农”领 域，刻 意 迎 合 国

家政策的态度相当明显，与真 正 基 于 农 户 需 求 出 发

的、服务于“三农”的农村金融机构还相距甚远。

因此当前农村 正 规 金 融 体 制 改 革，最 为 关 键 的

因素是撇开政策性的诱导或 者 强 制 性 约 束，开 发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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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与农户金融需求有效对接的金融产品。要解决这

一问题，长期来看，需要金融机构加快自身能力的提

高，加快金融产品创新，而短期内就是寻求适宜有效

的抵押担保产品，探索农地承 包 关 系 长 久 不 变 前 提

下，农村土地经营权、农村房屋、生物资产（动物活体

和果树、苗木等）和农业生产设施（大 棚、猪 圈 等）抵

押融资等新型抵押品的可行 性，推 动 促 进 现 代 农 业

与现代农村金融体系互动、耦合发展。

３．加 强 非 正 规 金 融 市 场 监 管，防 范 金 融 风 险。

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相当活 跃，资 金 借 贷 方 式 也 呈

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市场蕴含潜在风险很大，但金融

监管却处于空白。因 此，建 立 一 整 套 有 效 的 金 融 风

险预警机制，对非正规金融市场风险进行有效评估，

并制定有效的应对风险措施，防 止 局 部 市 场 风 险 演

化成系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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