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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约束与农户创业行为抑制

———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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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户创业是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是促进国民经济活跃重要手段。鉴于

金融支持农户创业的重要性,利用我国1992-2011年的相关数据,建立VAR模型,对农户创业和金融支持进行

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农户创业是金融支持的Granger原因,金融支持不是农户创业的Granger原因;农户创业

和金融支持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相关关系。针对金融支持农户创业的市场失灵现象,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突破金融约束满足农户创业项目的筹资需求;通过改革金融供给结构、完善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来支撑农户创

业,改善农户创业外部软环境;政府在制定宏观政策时应该考虑到滞后现象,防止过激干预和管制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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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依旧存在、农民增收

仍然 缓 慢、三 农 问 题 依 然 严 峻。党 的 十 八 大 和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明确提出,要积极培育农

村新型经营主体,提升农业经济发展活力。农户

创业符合我国当前城乡经济的趋势和发展方向,
也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环境的要求相吻合。积极

鼓励农户创业是增加农民收入、促进过剩劳动力

就业、缓解大城市就业压力、促进城乡和谐发展的

有效途径。
整体上看,近年来农户收入虽有增加,但农户的

收入主要用于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支出,和医疗、教
育、养老等必需的消费支出,资金积累较少,“贫困累

积循环”特征明显,维持生活和简单生产性支出的自

有资金不足以满足创业的资金需求。就融资渠道而

言,除去民间借贷,农户创业最有效、最可能的资金

来源是金融机构。而农户创业风险较大,又缺乏有

效担保,金融机构出于自己利益考虑对农户“慎贷”
“惜贷”现象普遍。因此,完善金融制度建设,消除人

为因素和制度障碍,引导金融服务“三农”,满足农户

创业的融资需求,是当前应当关注的焦点。

  一、文献回顾

近些年,关于农户创业的问题受到学者们的关

注。在农户创业作用方面,刘光明等认为农户创业

对城市化的贡献大于工业化、对农业结构调整也有

积极的作用、间接的促进了农村公共设施的建设[1]。
刘志荣等指出,农户创业实现了个人财富增加、国家

税收增加、集体积累增加、周边农户增收的“四增”联
动效应[2]。韦吉飞等通过分析1992-2007年数据,
验 证 了 农 户 创 业 与 农 村 经 济 增 长 之 间 的 拉 动

效应[3]。
有学者认为金融支持对农户创业至关重要。吴

昌华等从农户创业的组织形式和创业模式方面进行

了研究,并提倡省级以上政府应出台鼓励金融机构

支持农户个体私营企业融资政策[4]。韩俊等根据农

户创业的特点和难点,提出了改善金融服务,为农户

创业提供信贷支持的建议[5]。郭军盈研究了我国农

户创业的区域差异研究,并指出应增强金融支持,完
善农户创业的融资体系[6]。

有研究表明,由于我国金融支持不足,使得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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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对农户创业产生负面影响。刘杰等基于晋、甘、
浙三省894户农民家庭的调查,得出正规金融部门

的流动性约束对农户是否选择创业和创业类型产生

了抑制性作用[7]。肖华芳等从农户创业者的融资渠

道选择和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决策两方面检验

出农户创业的信贷约束的存在[8]。张胜林等通过数

据证明,由于正规金融机构无法对农户的融资需求

形成有效满足,农户会转向非正规金融渠道获取资

金[9]。罗明忠等也认为,资金短缺是农户创业最期

盼得到解决的问题,创业者风险补偿是农户创业最

希望得到的政府优惠政策[10]。
上述研究明确了农户创业的作用,也阐明了金

融支持对农户创业的重要意义,但是并没有从现实

数据出发,分析金融约束对农户特别是农户创业的

影响,没有分析农户创业行为选择对金融支持的现

实需求。基于此,本文采用计量方法,具体研究农户

创业和金融支持之间的关系,厘清二者内部关联和

相互的作用关系,强化金融对农户创业的必要性,探
讨金融支持农户创业的有效路径。

  二、理论分析

农户经济行为特征是农户决策的基础。作为有

限理性的行为个体,农户会否愿意为创业而进行借

贷融资,是结合自有资本情况、外部金融环境以及对

未来风险和收益的预期等而做出的利己判断[11]。
当基于就业压力、改善生活条件,或存在外部环境诱

导、推动和相关创业主体现实示范等原因农户有了

创业的意图,由于自有资金的限制,在比较风险和收

益的基础上,农户会作出通过借贷来解决资金问题

的决策。现阶段,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背景下,农
户创业活动愈发活跃,对金融需求比较强烈。农户

创业对金融的需求及金融供给曲线见图1。

图1 农户创业对金融的需求及金融供给曲线

如图1所示,一开始,农户创业对金融的需求

(D1)是稳定的,与金融供给(S)处于一个稳定的状

态,即A点。当农户创业人数增加时,会对金融产

生更大的需求,即D1向D2移动,与金融供给(S)相
交于新的点B。但由于贷款门槛过高、供给结构和

需求结构不一致、贷款减值风险过高等原因,导致正

规金融对农户创业行为产生信贷约束[12]。此时,D1

仅移动至D3,农户的借贷需求受到抑制,会进一步

减少农户的创业行为,此时便出现市场失灵现象。
符合刘杰、肖华芳等提出的正规金融缺失形成的金

融约束,对农户创业产生消极作用的观点[7-8]。
可见,当农户创业对金融需求增加时,政府应当

合理引导金融行业的资源至金融供给上来,通过各

种方式克服农户创业遇到的信贷约束,以消除市场

失灵的负作用,达到帕累托资源最优配置[13]。如果

政府没有进行合理的引导与支持,会导致农户群体

创业积极性下降,进而减少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力。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金融约束将抑制农户创业行为的选择,约
束程度越高对农户选择创业的阻碍越高。

H2:完善的信贷市场和充分的创业信贷支持将

有利于促进创业的产生和成长。

  三、实证分析

1.模型、变量及数据来源

为了解决传统的经济计量方法不足以对变量之

间的动态联系提供严密说明的问题,本文采用非结

构性方法来建立各个变量之间关系的模型,即向量

自回归模型(vectorauto-regression,VAR)。
一般的VAR模型的表达式为:

Yt=C+Φ1Yt-1+…+ΦYt-p+
ΦpYt-p+HXt+εt   t=1,2,…,T (1)

式(1)中:Yt 是k 维内生变量列向量,Xt 是d
维外生变量列向量,p 是滞后阶数,T 是样本个数。

k×k维矩阵Φ1,…,Φp 和k×d维矩阵H 是待估计

的系数矩阵。εt 是k 维扰动列向量,它们相互之间

可以同期相关,但不与自己的滞后值相关且不与等

式右边的变量相关。
由于我国农民的行为决策是以家庭为单位,农

民主要以家庭经营为主体,农民的生产经营行为围

绕家庭进行,而创业资金更是以家庭固有资金为主,
在申请贷款等获取金融支持时,也主要以家庭其他

财产比如房屋等进行抵押担保,这一点已经为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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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所认同[7,14-15]。因此,本文选择农户家庭为基

本创业决策单位。考虑到农户创业数据的可获得

性,参考韦吉飞等[3]和古家军等[16]的研究选取农村

私营企业投资者人数和农村个体户创业者人数之和

来作为农户创业的指标(NC),该数额越大,说明农

户的创业人数越多,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户的

创业活跃度。鉴于农户贷款的数据不可获得,另选

取农业贷款(XD)作为金融支持的主要指标。农业

贷款是指金融机构针对农业生产的需要,提供给从

事农业生产的企业和个人贷款,其包含了针对从事

农、林、牧、副、渔、工商业经营的农村居民的贷款额,
能较好的反映出金融机构对农户创业行为的金融支

持程度。

为 消 除 异 方 差、对 各 变 量 取 自 然 对 数,用

lnNC、lnXD 来表示。本文选取1992-2011年数

据为样本(由于1992年改革开放的深化,农村私

营企业投资者和农村个体户才开始活跃,故统计

数据从1992年起始),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新中国 六 十 年 统 计 资 料 汇 编》《中 国 金 融 年 鉴

(2011)》。

2.结果分析

(1)单位根检验。为防止伪回归问题,本文采用

Dickey和Fuller提出的ADF 单位根检验来对自变

量和因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由表1可得,自变量

和因变量的ADF 统计量均小于5%的临界值,说明

lnNC和lnXD 均为平稳数列。
表1 单位根检验

项目 检验形式(C,T,K) ADF统计量 5% Pro. 稳定性

lnNC (C,0,4) -3.8256 -3.0810 0.0128 平稳

lnXD (C,t,4) -11.0778 -3.7597 0.0000 平稳

 注:(C,T,K)中,C为常数项,T 为趋势项,K 为滞后期。

  (2)VAR模型。因可获得的样本数量较少,在小

样本条件下,最大似然比检验(likelihoodratio,LR)会
比赤池信息准则准则和施瓦茨准则更有意义。所以

本文选择LR检验来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长度

为4,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后,输出结果如下:

VAR(4)模型各参数的t统计量均显著,且方程

(2)和(3)的拟合优度分别为:R2
lnXD =0.9939,

R2
lnNC=0.9553,方程的整体拟合度较高。

从以上方程可以得出,lnXD 与自身的滞后值

有较大联系,且逐渐增强,在第三期达到最大,受到

lnNC长期持续的影响;lnNC 主要与自身的滞后值

有较大的联系,第一期影响最大,后逐渐减弱;并受

lnXD 的第二期影响较大。
(3)Johansen协整检验。本文采用Johansen协

整检验来验证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长期动

态关系,所得结果见表2。
lnXD=9.4739-0.6892lnXDt-1+0.2443lnXDt-2+0.8872lnXDt-3+0.6442lnXDt-4-

1.9189lnNCt-1+1.0277lnNCt-2-1.3044lnNCt-3+0.9764lnNCt-4+e1t (2)

lnNC=0.9462+0.1453lnXDt-1+0.1785lnXDt-2-0.0523lnXDt-3-0.2870lnXDt-4+
1.6236lnNCt-1-0.9035lnNCt-2+0.6587lnNCt-3-0.4904lnNCt-4+e2t (3)

表2 各变量间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零假设:
协整方程数目

迹检验

统计量 5%临界值 Pro.**
最大特征值检验

统计量 5%临界值 Prob.**

None* 18.5584 15.4947 0.0167 18.4551 14.2646 0.0103
Atmost1 0.1034 3.8415 0.7478 0.1034 3.8415 0.7478
 注:*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Pro.**表示在10%的可能性下;None表示没有协整关系;Atmost1表示至多存在一个

协整关系

  由表2可知,lnNC 和lnXD 之间存在协整关

系,农户创业人数和农业贷款之间的长期协整方程

如下:

ECt=lnNCt+0.3495lnXDt (4)
由式(4)可以看出,1992-2011年上述变量之

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4)格兰杰因果检验。本文采用Granger因果

检验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见表3。格

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逻辑意义上的因果

关系有所不同,它主要是衡量一个变量对于另一个

表3 格兰杰因果关系

零假设 样本量 F-Statistic P值 是否接受

lnNC不是lnXD的格兰杰原因
16

16.1557 0.0012 拒绝

lnXD不是lnNC的格兰杰原因 2.1066 0.1833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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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具有的延期影响。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有助于

发现变量之间特有的动态影响,也有利于提高模型

的预测效果。
如表3所示,lnNC 是lnXD 的格兰杰原因,说

明农户创业人数的增长,农户创业积极性的提高,会
对农业贷款有更多的需求。lnXD 不是lnNC 的格

兰杰原因,说明由于制度、环境、法律等的不完善,且
农户惧怕风险和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即使增加农

业贷款的数额,也不能促使农户产生创业的动机。

(5)脉冲响应分析。格兰杰因果分析仅能说明

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但不能说明这种关系的大小。
故本文采用Koop等提出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来进

一步验证自变量和因变量相互之间的影响程度。变

量间脉冲响应结果见图2~图5。
由图2~图5可知,lnXD 和lnNC 均受自身影

响较大,均与其自身的滞后值有很大的关联。而

lnXD 受到lnNC的结构冲击后,经过短期波动调整

于第4期开始呈稳定的正相关关系。

图2 lnNC 对lnNC 的脉冲响应 图3 lnNC 对lnXD 的脉冲响应

图4 lnXD 对lnNC 的脉冲响应 图5 lnXD 对lnXD 的脉冲响应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通过建立 VAR模型、Granger因果检验、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证明农户创业

和农业贷款之间存在长期正相关关系,表明农户创

业对金融具有很强的需求,金融支持对农户创业有

积极的正向作用,金融约束将会严重抑制农户的创

业热情,影响农户创业行为的选择,良好的金融支持

环境将有助于农户创业的产生与发展,验证了之前

的研究假设。而农户创业和农业贷款受自身滞后期

影响较大,这一结果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相符。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建议:(1)突破金融约

束,满足农户创业项目的筹资需求。由于农户缺乏

自有资金积累,通常通过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来

融资。为了突破金融约束,满足农户创业的筹资需

求,政府应从5个方面来着手:第一,引导正规金融

机构深入农村,发放涉农贷款;第二,适当增加对中

小商业银行的再贷款投入,积极为农户创业的发展

提供资金支持;第三,发挥农村信用社的农户创业筹

资融资主渠道作用,加大小额信贷建设力度;第四,
拓展农户创业者的借款渠道,积极发展农村社区村

镇银行、农业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小型金融

机构;第五,规范民间借贷,使非正规金融成为为农

户创业服务的工具。(2)通过改革金融供给结构、完
善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来支撑农户创业,改善农户

创业外部软环境。单纯增加资金的供给,无法增加

农户的创业活跃度。原因在于农户创业动机不强、
创业意识薄弱、缺少创业技能、惧怕风险等。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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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持力度不够、创业氛围较低、农村的基础设施

不完善、保障农户创业的法律法规缺失等也是农户

创业的阻碍。(3)政府在制定宏观政策时应该考虑

到滞后现象,防止过激干预和管制过度。由于农业

信贷和农户创业均会受到自身滞后期的影响,在发

放农业贷款时,应提前做好预测,做到发放适量,起
到为农户创业雪中送炭的作用,而非是过度发放或

发放不足,扰乱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

参 考 文 献

[1] 刘光明,宋洪远.外出劳动力回乡创业:特征、动因及其影

响———对安徽、四川两省四县71位回乡创业者的案例分析

[J].中国农村经济,2002(3):65-71.
[2] 刘志荣,姜云长.关于农民创业发展的文献综述———以西部地

区农民创业为重点[J].经济研究参考,2008(66):37-47.
[3] 韦吉飞,李录堂.农民创业、分工演进与农村经济增长———基于

中国农村统计数据的时间序列分析[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0(4):24-31.
[4] 吴昌华,邓仁根.基于微观视角的农民创业模式选择[J].农村

经济,2008(6):90-92.
[5] 韩俊,崔传义.我国农民工回乡创业面临的困难及对策[J].经

济纵横,2008(11):4-5.
[6] 郭军盈.我国农民创业的区域差异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

2006(6):70-74.
[7] 刘杰,郑风田.流动性约束对农户创业选择行为的影响———基

于晋、甘、浙三省894户农民家庭的调查[J].财贸研究,2011
(3):28-35.

[8] 肖华芳,包晓岚.农民创业的信贷约束———基于湖北省930家

农村微小企业的实证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1(2):102-
110.

[9] 张胜林,李英民,王银光.交易成本与自发激励对传统农业区民

间借贷的调查[J].金融研究,2002(2):125-134.
[10]罗明忠,邹佳瑜,卢颖霞.农民的创业动机、需求及其扶持[J].

农业经济问题,2012(2):14-19.
[11]STIGLITZJE,WEISSA.Creditrationinginmarketswith

imperfectinformation[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81,

71(3):393-410.
[12]CARTERMR.Equilibriumcreditrationingofsmallfarmag-

riculture[J].JournalofDevelopmentStudies,1988,28(1):

83-103.
[13]徐辉,李录堂.完善我国农民创业支撑体系的对策[J].经济纵

横,2008(4):74-76.
[14]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2-34.
[15]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

局,1992:45-56.
[16]古家军,谢凤华.农户创业活跃度影响农民收入的区域差异分

析———基于1997-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农
业经济问题,2012(2):19-23.

FinancialConstraintsandInhibitionofFarmers’EntrepreneurshipBehavior
———AnEmpiricalAnalysisBasedonVAR

LIUXin-zhi,LIUYu-song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outhe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

Abstract Farmer’sentrepreneurshipistheeffectivewaytoincreasefarmers’incomeandnarrow
theincomegapbetweenurbanandruralareas,itisalsotheimportantmeanstopromotethenationale-
conomy.Becauseoftheimportanceoffinancialsupportforfarmer’sentrepreneurship,thispaperuses
VectorAuto-regressionModel(VAR)tostudytherelationshipbetweenentrepreneurshipoffarmersand
financialsupportbasedonthedatafrom1992to2011.Theresultshowsthatentrepreneurshipoffarmers
istheGrangerreasonofthefinancialsupport,financialsupportisnottheGrangerreasonoffarmer’s
entrepreneurship.Thereisalong-termstabilityofcorrelationbetweenfarmers’entrepreneurshipandfi-
nancialsupport.Thispaperfinallyconcentratesonmarketfailureoffinancialsupportforfarmer’sen-
trepreneurshipandproposesseveralcorrespondingpolicysuggestionsincludingmeetingfinancingde-
mandoffarmers’entrepreneurshipprojectsbybreakingfinancialconstraints;perfectingtherelevantfi-
nanciallawsandregulationstosupportentrepreneurshipoffarmersthroughthereformoffinancialsup-
plystructuressoastoimprovetheexternalenvironmentoffarmers’entrepreneurshipandgovernment’
sconsideringlagphenomenonwhenmakingmacropoliciesinordertopreventoverlyaggressiveinter-
ventionandcontrol.

Keywords entrepreneurshipoffarmers;financialsupport;VectorAuto-regressionModel;market
failure;ruralcr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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