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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testify in what extent the rural credit accelerated farmers income, we establish a cointe-
gration regression Model for double-variables , an ECM Model and Granger causality tests, based on per cap-
ita loans and incomes during 1985 to 2006. We find there is a strong co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 
capita loans and incomes, and the increase of rural credit can evidently arose progress of farmers incomes. So 
we sugges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tick to strengthen the policy kind of credit system and support those 
emerging privat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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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验证农村信贷对农民增收作用的实际效果，以１９８５－２００６年的农民人均贷款和

农民人均纯收入数据为基础,建立双变量协整关系的回归方程、误差修正模型及格朗杰因果检验。结果

表明，农民人均贷款与农民纯收入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有单向的 Grange 因果关系，即农村信贷对促进

农民增收的作用非常显著。建议加强农村的政策性金融力度和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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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回顾 

最早主张利用农业信贷作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

手段是 20世纪 80年代以前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农村金融

理论。该理论认为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户没有储蓄能力，

农民需要的资本远超过他们的储蓄,农民面临着资金不

足问题,而商业银行出于利润动机不可能为农民提供所

需资金,因此需要政府从外部注入低息的政策性资金,以

满足农民的资金需求。后来，该观点也慢慢遭到了质疑。

Jensen（2000）指出政府资助的农业信贷体系会对农村

信贷市场造成扭曲，他经过实证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

政府主导的农业信贷体系在促进农业投资方面缺乏效

率，而发达国家的市场化融资方式和国家必要的干预措

施明显是更有效的。［１］ 

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课题组（2005）的研究表明

农业贷款对农民增收的确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对农

民增收的贡献度下降，原因主要是农村生产模式制约和

农村金融体系效率低下。［２］温涛等（2005）指出我国

财政支农资金和农业贷款的增加并没有成为促进农民

收入水平提高的关键因素，仅仅依靠政府的资金支持，

不提高资金配置效率，难以有效解决农业和农村发展的

资金短缺问题。［３］尹志超（2004）的研究表明乡镇企

业贷款对农民收入的各项指标影响均十分显著。工资性

收入是农民从非农产业获得的收入，其对乡镇企业贷款

的弹性为 0.52。［４］ 

2 我国农村信贷发展的现状与问题 

从总量上看，以农业贷款为例：1978 年-2007 年，

我国金融机构发放的农业贷款总额从 115.6 亿元增加

到 2007 年的 15429.3 亿元，增加了 133.5 倍。但从比

重上看，1998 年金融机构发放的农业贷款占金融机构

全部贷款余额 5.14%，发放的乡镇企业贷款占全部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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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余额的 6.45%；而到 2007 年年末，这两个比例分别

为 5.89%和 2.78%，10 年间农业贷款的比重仅上涨了

0.75 个百分点，而乡镇企业贷款比重大幅下降。 

从贷款期限上看，无论是农村信用社的贷款还是

金融机构中的农业贷款都是以短期贷款为主。［５］以农

业贷款为例：2007 年，农村信用社发放的短期贷款占

其全部贷款种类的 84.6%,而中长期贷款仅占全部贷款

的 12.1%。 

从贷款种类上看，在农村信用社的贷款种类中，

以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为主。而农业贷款中，又

以农户贷款为主。以 2007 年年末农村信用社的贷款情

况为例：农业贷款占其总贷款的比例为 51.1%，乡镇

企业贷款占其总贷款的比例为 15.6%。农户贷款，农

业经济组织贷款，农村工商业贷款占其农业贷款总额

的比例分别为 52.1%，14.6%，10.1%。 

从办理农村信贷的机构上看，在农村贷款的发放

尤其是农业贷款的发放上，农村信用社的主力军作用

愈加突出。2007 年农村信用社发放农业贷款余额 1.43

万亿元，占其各项贷款的比例由 2002 年末的 40%提高

到了 46%，占全国金融机构农业贷款的比例由 2002

年末的 81%提高到了 93%。当然随着国家一系列政策

的发布，越来越多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成立并开始办

理农村信贷业务，信贷供应主体更加完善。 

从农村信贷的发放地区上看，在总量上投放到东

部地区的农村信贷较多。以 2007 年农村信用社发放的

全国各地区农业贷款情况为例：东部，中部，西部，

东北部占农村信用社全部贷款的比例分别为 32.6%，

23.0%，23.6%和 7.3%。在人均上东部，中部，西部，

东北部农村人均贷款分别为 4999.53 元，2794.80 元，

2728.69 元和 3697.25 元。可见，东部获得的农村贷款

依然最多，东北其次，而中部与西部相对较少。 

3 农村信贷增长对农民增收作用的实证分析 

3.1 变量的选取与建模 

农村信贷主要包括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农

民收入选用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因变量。为了保证可

比性和单位的一致性，我们用农民人均贷款作为自变

量（农业贷款与乡镇企业贷款之和/乡村人口数）。由

于 1981-1985 年期间乡村人口统计资料缺失，因此本

文将对 1986-2006 年期间的农民人均贷款与农民人均

纯收入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根据《中国金融年

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各

期整理所得。将模型初步设定为线性、双对数、对数、

指数、二次多项式等不同形式加以比较，考虑模型回

归系数的符号及数值是否合理，解释变量及常数项是

否通过了 t 检验，模型是否显著，是否为高拟合度等，

发现双对数模型是解释农民人均贷款与农民人均收入

关系的最佳模型。设 X 表示农民人均贷款，Y 为农民

人均收入。如图 1 所示，LnY 和 LNX 大致呈线性相

关，中间部分出现曲折，可能是由于统计数据口径的

变化导致斜线的上移或下移，LnY 随着 LNX 的增加

而增加。所以，我们将模型设定如下： 

LnYt=C0+C1LnXt+μt           (1) 

3.2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首先对两个时间序列变量作单位根(ADF)检验，

以判定其平稳性。设两个序列都含趋势项和常数项，

检验结果表明，两变量的原序列是非平稳的，而它们

的一阶差分都通过了检验。说明 LnY、LnX 都是一阶

单整时间序列,即为 I(1)。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LnX 和 LnY 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二阶差

分变量

ADF 

统计量

1% 

临界值

5% 

临界值 

10% 

临界值 

是否 

平稳 

LnX -1.3866 -4.4679 -3.6449 -3.2615 不平稳

LnY -2.4117 -4.6162 -3.7105 -3.2978 不平稳

△LnX -4.0339 -4.6678 -3.7332 -3.3103 平稳* 

△LnY -3.3218 -4.5716 -3.6908 -3.2869 平稳** 

注: *(**)表示 5%（10%）显著水平上拒绝零假设。 

3.3 协整检验 

在两变量都为一阶单整的基础上，对LNY和LNX

进行 Johnson 协整检验，发现在 5%的置信水平上存在

两个协整方程，1%置信水平上存在一个协整方程，具

体结果见表 2。 

 
表 2. LnY 和 LnX 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 

零假设 特征值 迹统计量 
1% 

临界值

5% 

临界值

不存在协整向量
**
 0.5580 26.465 24.60 19.96 

至多一个协整向量
*

0.3976 10.136 12.97 9.24 

注：*(**)表示在 5%（1%）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下面我们可以用 OLS 法估计方程(1)。回归结果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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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Y = 2.5582 + 0.7107LnX                (2) 
(13.8034)  (25.7840) 

R2 = 0.9708, DW = 0.5670，括号中为 t 统计值。 

因为 n＝22，k＝1，取显著性水平 ＝0.05 时，

查表得 Ld ＝ 0.997 ， Ud
＝ 1.74 ，而 0<0.5670 ＝

DW< Ld ，所以存在（正）自相关。对其偏相关系数

进行检验，发现序列存在一阶序列自相关，为消除自

相关性，加入 AR 项，重新估计方程（1）的结果如下： 

  LnYt=2.6355+0.6989LnXt＋0.7210AR(1)       (3)               
(4.1811) (7.9717) （4.3387） 

R2 = 0.9835，DW = 1.6445 

估计过程经过 9 次迭代后收敛；调整后模型 

DW=1.645 查表得 Ld ＝0 .997， Ud
＝1 .74，而 

Ld <1.6445＝DW<4－ Ud
，说明模型不存在一阶自相 

关性。对式（3）回归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也

是平稳的。由于各变量都是对数形式，因此协整关系

反映了长期弹性，方程（3）的含义是：人均农村信贷

增长与农民人均收入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当

农民人均贷款增加 1%时，可以带动农民人均纯收入增

加 0.6989%左右。 

3.4 建立 ECM 模型 

以上检验证实了农民人均收入和农民人均贷款之

间存在协整关系，根据 Granger 定理，如果若干个非

平稳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则这些变量必有误差修正模

型表达式存在，所以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以描述它

们之间的长期关系和短期波动，并在其中加入了调整

项 AR(1)，结果如下：  

lnYt = 0.7391+0.8610lnYt-1–0.1021lnXt+0.1645lnXt-1+0. 

   6773AR(1)                              (4) 

R2 = 0.9936，DW = 1.3054 

从各项检验值看，除与 LnX 相关的两个系数 t 值

较小外，其他基本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可根据公式

推得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这表

明非均衡误差以 0.139 的比例影响下一期人均收入，

也就是说人均收入 13.9%的偏离均衡的部分会在一年

之内得到调整。即 Y 在受到干扰后能以较快的速度调

整到它的长期均衡路径上。 

3.5 因果关系检验 

以上结果尚不能确定是农村信贷增长引起了农民

收入增长。这种因果关系可以通过 Granger 因果检验

方法来判定。检验结果见表 3。 

表 3 Granger 因果检验 

零假设 期数 F 统计量 相伴概率 

LnY 不是 LnX 的

Granger 原因 
20 0.76864 0.4811 

LnX 不是 LnY 的

Granger 原因 
20 6.26878 0.0105 

 

在 1%的显著水平下，LNX 是 LNY 的 Granger 因，

即农村信贷投资增长是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的原因，反

之则不成立。这个结果证实了我们的判断，农村信贷

确实有效地促进了农民增收入。 

总体分析表明，农民人均贷款增长与农民人均收

入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当农民人均贷款增加

1%时，带动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 0.6989%左右；另外，

上期的农民收入对本期的农民收入也有惯性影响。短

期来看，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对长期均衡水平的偏离，

将在下一年度以较快的速度（13.9%）被修正。 

4 结论及启示 

实证结果表明，农民人均贷款和农民人均收入存

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农村贷款对提高农民

收入的促进作用是很显著的。Granger 因果检验结果表

明，农民人均贷款增长是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农民收入的增长却不是贷款增长的原因。可能的解

释是农村信贷具有一定的政策性。纯商业性的农村贷

款风险还是相对比较高，盈利水平偏低，许多金融机

构不愿涉及，这个结果也反映了我国在该时期金融机

构在农村信贷市场上的“去农化”和“城市化”的倾

向。即使农民收入增加，相应的信用水平提高也没有

引起金融机构商业性贷款的追加。 

研究证明了农村贷款对提高农民收入确实曾经发

挥了重要促进作用。今后随着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政

策的放开，农村金融活动在推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可是当前我国

的农业贷款的总体规模依然不够大，人均贷款额低，

贷款发放的区域结构和主体结构不够合理。由于长期

以来农村融资渠道过窄，正规金融机构业务“去农化”、

农户贷款手续复杂，使许多农民不得不通过地下金融

方式获得贷款并为此承担了很高的融资成本，制约了

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中西部地区的贷款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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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力度不够，人均贷款相对较低，难以有效地发挥“促

收入增长”的效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

我国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信贷投放量猛增，但

流向农村的贷款比例偏少，可能会对农村经营主体不

利。事实表明，农村金融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和引导，

尤其是政策性金融应当发挥示范作用，运用保险、贷

款担保或直接贷款等形式带动商业性贷款增长。发展

农村金融也亟需丰富服务于农村的金融机构，虽然已

放开了准入限制，降低了门槛，鼓励兴办村镇银行，

但监管要求标准较高，对地下金融组织缺乏吸引力。

政府应以“先发展，再规范”的方式活跃农村金融市

场，并对农村金融机构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引导社

会投资兴办村镇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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