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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选取我国1772个县(市)2006—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农村金融发展的收入效应进行了比较与分

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县域农村金融的发展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分区域层面看,东、中、西部地区农

村金融发展和农户收入呈负相关,并且农村金融发展的负面收入效应强度在以上地区依次递减。我国县域农村

金融发展与农户收入的关系并不满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关系,原因在于我国县域农村金融发展存

在结构和功能失衡。对此,提出了要继续加强县域农村金融改革,引导资金在农村不同地区的合理配置,实现农

户收入的共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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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域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突出。
到2008年底,我国县(市)地区生产总值为14.88万

亿元,约占全国GDP的50%。但是县域农村金融

的发展与县域经济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极不相

符。2007年末,县域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达到9.11
万亿元,占全国金融机构各项存款的比重为23.4%;
全部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为6.12万亿元,占全

部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22.0%。2008年县域贷款

只占全国贷款的19.2%,到2010年末,县域贷款余

额12.3万亿元,在全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占

比超过25%。此外,农村资金还面临着严重的外

流,仅2007年全国县域信贷资金净流出1.2万亿

元,占同期全国县域金融机构储蓄总额的13.2%。
而在经济市场化和货币化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金
融在促进农业产业的发展、农村经济的增长和农民

收入的提高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1]。从2003年开

始的连续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出了要大力发展

农村金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带动农民收入的

增长。那么,我国当前的县域农村金融发展是否有

效促进了农户收入的增长?

  一、文献回顾

早期的关于金融发展对个人收入影响的理论分

析都由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所替代,鲜
有文献直接分析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

系[2]。经典的金融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

存在引导与促进作用,其后理论的发展更加巩固了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认为金融系统在

调动储蓄、评估项目、管理风险、监督管理者和便利

交易 等 方 面 的 积 极 作 用 都 有 助 于 经 济 增 长。

Schumpeter[3]和Patrick[4]提出了金融发展能够促

进经济增长的供给导向观点,其认为功能完善的银

行能够甄别和在金融上支持最有可能成功地进行创

新的企业家,从而刺激创新,推动经济增长。Rob-
inson[5]提出了需求遵从观点,其主张金融发展只是

经济增长对金融服务需求的被动反映,具有好前景

的经济体需要金融中介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以维持

好的前景。由于采用的指标不同,实证研究对于“金
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大致形成支持、不支持

与不明确3类观点。
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框架,学者们就我国农村

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归

纳起来有2种观点:一是农村金融发展并没有促进

农户收入的增长。许崇正等[6]从历年的统计数据出

发,就农村金融对增加农民收入的实证研究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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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1980—1990年,农民信贷投资是影响农民收入

的重要因素;但在1991-2002年,信贷投资对于农

户人均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温涛等[2]运用1952
-2003年的实际数据,对我国整体金融发展、农村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我
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农
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民收入之间不存在长期关系。
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关系直接替代金

融发展与农民收入的增长关系,与我国经济发展的

事实并不相符,原因在于我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

增长存在制度和结构的失衡。余新平等[7]认为以往

文献中提出的金融发展水平指标过于单一,因此,其
提出了用保险、存款、贷款表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
并运用1978-2008年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其与

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农村存款、农
业保险赔付与农民收入增长呈正向关系,而农村贷

款、农业保险收入与农民收入增长呈负向关系;农业

贷款促进农民增收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期,乡镇企业

贷款不仅没有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相反却在

一定程度上抑制着农民收入的增长。二是农村金融

发展促进了农户收入的增长。王虎等[8]运用1980-
2004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之

间的相关性和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农民

收入有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作用是通过资本积累、
农村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变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以

及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持等各种渠道实现的。钱

水土等[9]利用我国23个省级地区1988-2008年

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农村金融的收入效应进行了

分析表明,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

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并且东部的效应大

于中部。
综合上述文献,发现现有的研究基本上都从全

国或省级层面来考虑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的关

系,忽视了省内各个县(市)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区域

不平衡性。而事实上,我国一个省内不同地区的经

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农村金融发展也有很大的差

异,因此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国家或省级层面。鉴

于此,本文将使用来自我国1772个县(市)的数据

从更微观的层面分析不同区域县域农村金融发展是

否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选取县(市)作为本文的研

究样本也基于我国农村经济的现实考虑。县域经济

是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和关键环节,也是和我国将

近60%的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系统,促进县

域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农民的富裕、社会的稳定与和

谐社会的构建。

  二、模型设定、分析变量与数据来源

1.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综合温涛、余新平、王虎等[2,7-8]人的分析,考虑

到本文研究不同县(市)在不同时间点上的农村金融

发展与农户收入的关系,牵涉到不同的横截面和时

间序列,因此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较合适。为了

减少异方差性,本文同时对两边去取对数后建立以

下实证模型:
lg(Yt)=C+αlg(FD i,t)+βtlg(Xi,t)+ui,t

其中,Y 表示人均GDP,FD表示金融发展规模,

X 表示 其 他 控 制 变 量,具 体 包 括 教 育 发 展 水 平

(EDU)、产业结构(IS)、政府财政支出(GEB)、就业率

(EMP)、固定资产投资(RINV)。
面板数据通常有3种:①若α固定时,即无论任

何个体和截面,回归系数α和β都相同时,该模型称

为混合模型;②若α不固定,是随机变量,表示对于i
个个体(或t个时间)有i个不同的截距项,且变化

与Xi,t有关系,则此模型称为固定效应模型。固定

效应模型分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时点固定效应模

型和个体时点双固定效应模型;③若α不固定,为随

机变量,但其分布与Xi,t无关时,此模型称为随机效

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分为个体随机效应模型、时
点随机效应模型和个体时点双随机效应模型。由于

面板数据的两维特性,模型设定的正误决定了参数

估计的有效性。
因此,首先要对模型的设定形式进行检验,即主

要是检验模型参数在所有横截面样本点和时间点上

是否具有相同的常数。本文使用F 检验和 Haus-
man检验,检验如下两个假设:

H1:αi=α模型中不同个体的截距相同(真实模

型为混合模型);

H2:个体效应与回归变量无关(真实模型为个

体随机效应模型)。

2.分析变量的选择

(1)农村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提高的

一个主要表现为金融资产规模相对于国民财富的扩

展。考虑到我国大多数县(市)金融资产结构相对简

单并且资本市场不发达,因此用贷款余额除以GDP
来衡量县域农村金融发展规模(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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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民收入(Y)。用人均GDP代表县域农户

的收入水平。具体用县域总的GDP比上总的人口

数(RGDP)。
(3)其它控制变量包括:①教育发展水平。反映

教育发展的总体趋势及其对农户收入的长远影响。
个人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越可能得到高收入,反之

可能只得到低收入,而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

主要途径。考虑到中学教育对居民收入的重要影响

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总人口中每百人在

校中学生人数反映教育水平(REDU)。②产业结构。
在工业化进程中,生产要素从边际生产效率较低的

农业部门向边际生产效率较高的非农业生产部门转

移,直到两个部门的边际生产效率相等为止。因此,
某一区域内,非农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越高,意
味着农户越可能会获得更多收入。本文采用第二、
三产业产值的增加值占当期GDP的比重来表示产

业结构(IS)。③政府财政支出。主要用来反映地方

政府对当地经济的支持力度。地方政府业绩的重要

考核指标是GDP增长率,因此,地方财政支出主要

是为了发展当地经济,促进农户收入增长。本文采

用地方财政支出占当期GDP的比重来衡量地方政

府经济行为(GEB)。④就业率。农户的充分就业使

其能获得更多的收入。本文用县域中农村从业人员

数和城镇从业人员数的总和比上总的人口数来表示

就业率(EMP)。⑤投资水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是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本文用县(市)固定资

产投资比上总人口数来表示投资水平。由于无法获

取县(市)中农村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本文用人

均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来代表整个县(市)的人均投资

额(RINV)。

3.数据来源

以上变量的数据时间段为2006-2009年,数据

来源于2007-2010《我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

鉴》、我国银监会官方网站中农村金融图集收集的

2006-2009年各个县市的银行类和经济类统计数

据、国研网县级经济数据以及2010各个省份的统计

年鉴。剔除数据缺失或数据不合格的样本县(市),
本文最终选取了1772个县(市)作为本文的样本数

据,占我国总县(市)的76.2%,能够代表我国农村

地区金融发展的情况。其中,东部地区431个县,中
部508个县,西部639个县。各个变量数据的统计

学描述如表1。

表1 各个变量数据的统计学描述

变量 平均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数

RGDP 1.414 1.082 1.098 0.128 9.464 7088
FD 0.433 0.374 0.249 0.036 2.542 7088

REDU 5.906 5.779 1.584 0.492 15.517 7088
GEB 0.201 0.162 0.141 0.030 1.604 7088
IS 0.746 0.752 0.125 0.125 0.989 7088
EMP 0.501 0.508 0.094 0.064 0.983 7088
RINV 0.601 0.420 0.578 0.026 5.832 7088

  三、结果分析

根据样本数据,本文利用Eviews6.0软件针对

原假设分别进行检验,以选择合适的面板数据模型,
检验结果显示:表2中的4个模型均是P<0.05,拒
绝原假设H1,即拒绝建立混合模型;Hausman检验

结果显示P<0.05,所以拒绝原假设 H2,拒绝建立

个体随机效应模型,即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因此判

断得出,4个模型均适用面板数据模型。通过进一

步的分析发现,全国适用时点固定效应模型,东、中、
西部地区适用个体时点固定效应模型。
表2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户收入关系面板数据分析结果

变量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FD -0.183*** -0.225*** -0.212*** -0.162***
(-19.835) (-13.940) (-15.021) (-17.517)

REDU -0.012 -0.011 0.057*** -0.022
(-0.695) (-0.428) (2.630) (-1.508)

GEB 0.044*** 0.103*** 0.055*** 0.033***
(3.861) (6.022) (3.208) (2.796)

IS 1.179*** 0.100 0.428*** 0.647***
(37.683) (1.177) (10.785) (13.529)

EMP 0.023 0.075* 0.063** 0.059**
(0.963) (1.904) (1.977) (2.357)

RINV 0.391*** 0.056*** 0.069*** 0.037***
(50.899) (5.310) (6.882) (5.371)

C 0.764*** 0.647*** 0.101 0.113***
(18.497) (9.239) (1.617) (2.668)

AdjustedR2 0.597 0.963 0.972 0.974
选择面
板类型

时点
固定

个体时
点固定

个体时
点固定

个体时
点固定

观测数 7088 1996 2248 2844

 注:*代表在10%水平下显著,**代表在5%的水平下显著,

***代表在1%的水平下显著。

首先从全国层面看,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

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呈显著的负相关,表明我国

样本县(市)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存在着显

著的负面效应。分地区层面看,东、中、西部地区农

村金融发展和农户收入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的负

相关。以上的结论并不能否定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

增长之间的正向作用关系适用于我国县域地区农民

收入增长理论的有效性,本文用温涛和李林等[2,10]

所揭示的我国金融发展在功能和结构2个层面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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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实际需求不协调来

解释。
(1)功能失衡。从2003开始的我国县域农村金

融机构改革一直遵循着企业化、商业化、股份化、市
场化方向发展,使国有金融逐渐显露出按规模经济

和利润最大化行事的“嫌贫爱富”的本性,我国1998
年开始的部分金融分支机构的撤并改革及从2003
年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以来,县域银行机构大幅撤并

收缩。截至2009年,全国还有2792个金融空白乡

镇。就连国家明确定义在农村领域的农村信用社,
为了自己脱困,也开始了走规模经营、撤并集中之

路,业务非农化。2007年农村信用社县域网点数为

5.2万个,比2004年减少9087个。事实证明农村

经济主体在产生金融需求的时候,更多的是依赖民

间。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曾做过一个调查,发现

调查对象中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

与了民间借贷,个人参与民间借贷的数量比企业多。
被调查的6家大型企业中有1家参与民间借贷,而
中小企业则有60%左右的企业参与其中。而国家

对非正规金融发展实行更加严格的限制,甚至长期

遭到压制和打击,从一开始就走上了“邪路”[7],金融

发展自然难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2)结构失衡。目前我国县域里面商业性金融、

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并存并呈现多元化,但这些

农村正规金融似乎都不自觉地遵循着“偏农离农的

路径”。邮政储蓄“只存不贷”,只是简单地把并不丰

富的农村资金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城市和工业,而对

农村本地的投资缺乏引导和支持;新型农村金融机

构发展缓慢。截至2009年末,共有172家新型农村

金融机构开业,目前,已开业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贷款

余额181亿元,但这相对于我国农村资金的巨大需

求无疑是杯水车薪;4家大型商业银行的网点陆续

从县域撤并,从业人员逐渐精简,部分农村金融机构

也将信贷业务转向城市。2007年末,全国县域金融

机构的网点数为12.4万个,比2004年减少9811
个。2008年县域贷款只占全国贷款的19.2%,到

2010年末,县域贷款余额12.3万亿元,在全国金融

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占比也仅仅在25%左右。县

域金融的发展水平与我国县域经济占全国GDP的

50%的地位严重不对称。此外,我国县域金融机构

的资金外流严重,且县域资金存贷比偏低。据人民

银行的统计,2007年全国县域信贷资金净流出1.2
万亿 元,占 同 期 全 国 县 域 金 融 机 构 储 蓄 总 额 的

13.2%。2008 年 县 域 银 行 金 融 机 构 存 贷 比 为

53.6%,而同期城市地区存贷比则为65.2%。
此外,东、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系数的绝

对值依次递减,这表明了东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的

负收入效应强度要大于中部地区,其次是中部地区

高于西部地区。也意味着在县域农村金融发展的功

能和结构存在失衡的情况下,东、中、西部地区的经

济发展和农户收入受到的影响依次递减。这也进一

步验证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和收入的重要影响。
通过简要分析各控制变量的表现表明,从全国

层面看,产业结构、财政支持和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对

农民收入的提高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这与大多数文

献相一致。近年来,财政对于农业支持力度的加大、
县域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对农民收入的增长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东部地区财政支持和固定资产投资水

平对农民收入的提高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中部地区

人力资本、产业结构、教育水平、财政支持和固定资

产投资水平都与农民收入的提高呈显著的正相关;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财政支持和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显著的提高了农民的收入。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得出了如下的几点结论:一是我国农村金

融的发展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分区域层

面看,东、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户收入呈

负相关,并且农村金融发展的收入效应强度在以上

地区依次递减。我国县域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户收入

的关系并不满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关

系,原因在于我国县域农村金融发展存在结构和功

能失衡。二是产业结构、教育水平、财政支持和固定

资产投资水平对农民收入的提高有显著的正面影

响。不同地区农户收入受到不同变量的影响。以上

的实证分析结果揭示了我国县域农村金融结构和功

能失衡导致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实际

需求在全国和各个区域层面不协调这一事实,而发

展功能良好的农村金融体系将会更好的推进县域内

部城乡统筹发展和促进农户收入增加,从而更好实

现和谐社会建设目标。本文这一结论验证了温涛

等[2]提出的“我国金融发展中防止结构和功能失衡”
这一重要的命题。由此,可提出以下2点政策建议。

(1)以农民收入增长为目标,继续深化现行县域

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比如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涉农

贷款税收优惠、定向费用补贴、增量奖励;积极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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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农金融机构践行社会责任,加大农村金融资源的

投入;引导农村民间金融的规范化成长,健全农村金

融组织体系;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于农村经济的功能,
实现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

(2)我国农村金融改革要充分考虑我国农村经

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区域差异性,坚持区别对待的

原则,不搞一刀切,要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

制宜地采取适合三农发展的改革模式。此外,还要

提高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增加

农村的固定资产投资,这都能够有效地提高农民的

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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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meEffectofChina’sRuralFinancialDevelopment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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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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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onthepaneldatafrom1772counties(cities)from2006to2009,thispaperanaly-
zesandcomparestheincomeeffectofChina’sruralfinancialdevelopment.Theresultshowsthatfrom
theperspectiveofthewholenation,thedevelopmentofChina’sruralfinancehasasignificantnegative
effectonfarmers’income.Fromtheperspectiveofdifferentregions,ruralfinancialdevelopmentinthe
eastern,centralandwesternregionshasanegativerelationshipwithhouseholdincome,whiletheeffect
ofruralfinancialdevelopmentontheincomeintheeastern,centralandwesternregionsissuccessively
decreasing.Theaboveconclusionsverifythepositiveeffectonrelationsbetweenthefinancialdevelop-
mentandeconomicgrowthowingtotheimbalanceofstructureandfunctionduringChina’sfinancialde-
velopment,whichdoesnotexistintheruralareas.Therefore,thispapermakesseveralsuchpolicyrec-
ommendationsasstrengtheningtheintra-countyruralfinancialreformandguidingrationalallocationof
fundsindifferentruralareassoastoachievethecommongrowthonhouseholdincome.

Keywords intra-countyeconomics;ruralfinance;financialdevelopment;householdincome;in-
come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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