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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业经济在一国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具有不可替代性，尤其像我国这样处于特殊阶段的农业大国，地域
幅员辽阔，但人均资源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而言“三农”问题的解决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
持续健康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关于农民或农业贷款的研究在国内外都是作为一项重要课题来供
学者探讨和研究，而这在金融深化程度和金融相关率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更是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发展，
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农民的生活水平太低，农业始终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
另外在农业投入上主要依靠的是自身家庭的原始积累，而这种积累远不能满足农业自身发展的需要，
并且由于农业的低回报率使的很多以盈利为目标的金融机构不愿意涉入，恶性循环便由此开始。在孟
加拉国尤纳斯就是一个研究并实践农民银行的先行者，并取得了成功。而中国的农业经济由于资本产
出效率的低下直接导致了很多金融及非金融实体不愿将其资金投入其中，然而从长远考虑这种局面必
将使农业经济的发展陷入不良的循环态势。我们知道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农信社）是中国农村
金融服务的主力军，对于中国大多数农村居民和农村中小企业而言可以享受的金融服务的有的仅仅是
来自于农信社的垄断性供给。由于这种金融机构具有点多面广贴近农民生活并且能够很好的服务于农
业经济，它已经成为广大农民经济生活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就是这样的一支重要的农业信贷力
量究竟在我农业经济中扮演着一个什么的角色呢？就此，本问将借助于一些计量模型和数据指标对其
进行初步分析。 
二、文献回顾 
对于我国农村信用社对农业信贷问题，国内很多学者都做过详细的研究。李忠义（2000）认为农信社
的资金来源主要渠道是农民自身，只有农民自身的发展才能给农信社注入新鲜血液，而农民的自身发
展必须以充足的农业资金投入为前提，所以必须做好两者的统一。温涛（2005）利用实证研究的方法
发现了农信社的贷款并不能为农业的增长带来贡献，并进一步说明了资本的投入是对农业及农民是很
必要的，但前提是必须充分考虑到贷出资金的利用效率。詹春来（2005）认为，农信社信贷支农应从
分析农贷机制，提高支农认识，优化农贷投向，全面支持“三农”，加强农贷管理等几方面着力下
手，积极引导和帮助农村经济繁荣，加速商品流通，有效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
王科（2006）的观点则是，金融是国家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民经济的神经中枢。农村信用社作为合
作金融组织，是农村金融体系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农业信贷在支持农业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
献，农村经济为此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但是要注意到的是有些制度，信用及历史遗留因素还是给信
贷发展带来的很大的阻力，必须要加以改善。而本文的研究侧重点在于通过研究各个因素与农业生产
总值的相关性，并以此进一步来客观分析信贷因素以及其他因素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并提出相
关的建议和措施。 
三、指标选取与数据 
本文中，我们选取了农业领域中的年度数据作为样本，本文在考虑到农业生产的复杂性后，为了能尽
可能客观充分的说明农信社信贷对农业经济的影响，本文选取了七个指标，其中Y农业生产总值作为因
变量，其余六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分别为X农信社信贷余额，L农业劳动力投入，M为耕地面积，J为
农村劳动力初中文化程度比重，Z为自然灾害程度，G为农作物的肥料使用总量，e为随机变量。样本的
时间跨度为1987~2006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官方网站，农业贷款余额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1988
~2007年》，其余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发展报告2007年》。 
四、模型的建立 
在农业经济发展中不仅受到个性因素的限制如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同样也承受着来自共性因素的影
响如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及技术使用等。所以在农业生产函数模型上本文将采取具有不变要素替代弹性
的C-D生产函数建模分析。而农村信用合作社对农业经济的影响本文将用农信社对农村发放的贷款余额
这一变量来表示。根据C-D生产函数我们可以将模型初步设为Y=■（X1X2……XN为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
全部投入要素）。据此建立起来的模型为Y=YXaLbMcGdediejp。本文采集的原始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
并且利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进行分析如下：笔者通过使用逐步回归分析法进行分析，最后依次剔
除了耕地面积，农业劳动力人口以及肥料使用量这三个指标变量，最终选出了对农业总产出影响较为
显著的三个因素，分别为农业信贷余额，农业劳动力初中文化比重和自然灾害程度，并对此建立如下
回归模型： 
Y=-18666.11+0.8589X+116907.2J-249.52Z
  4664.02 0.3271 12524.69 94.9862
t值：-4.0021 2.6256 9.3341  -2.6269 
R2=0.9739  ■=0.9790  DW=0.8782  F=199.228
模型结果显示出DW值较小，再对残差进行序列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 
表 1 

 

由于LM检验的统计量N*R2等于7.757245，概率等于0.0206<0.05，所以拒绝原假设，认为该残差存在序
列相关性，因此要对该模型进行调整。我们利用AR模型对残差进行调整，结果如表2： 
由表可知经调整后新模型的各个参数的t检验显著，F检验也通过，并且拟合优度也很高，DW值得到较
大改善，然后再对新模型的残差再进行序列相关性检验，结果如下表： 
表 3 

 



由表可知LM检验的统计量N*等于2.520976，其概率等于0.283516>0.05，所以接受原假设。接下来再对
残差进行White异方差性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 
表 4 

 

由表可知道因为N*为11.16867，概率为0.264324>0.05，故接受原假设，所以残差不存在异方差性。故
此时此模型就是一个较为理想的模型，最后根据以上分析建立起来的回归方程如下： 
Y=-15275.31+1.7397X+82527.53J-89.33812Z+1.3556AR(1)-0.6886AR(2)
  7262.81 0.5142 20560.54 33.50 0.2238 0.2130
t值：-2.1032 3.3829 4.0139 -2.6665 6.0578 -3.2326 
R2=0.9906   ■=0.9867   DW=2.2126   F=254.038
εt=1.3556εt-1-0.6886εt-2
在此回归方程的各变量检验中农信社的贷款余额，受灾害程度以及农业劳动力的教育文化程度三个变
量均达到了显著水平，从原因分析上很容易对此三个变量进行解释。当前我国农业在产业结构中仍属
于弱质产业，它不仅受到市场风险的干扰，同时也面临着自然灾害风险的影响，并且这种灾害对我们
的农业生产的影响程度是较大的，而自然条件制约因素作为一个外生变量我们几乎无法对其进行人为
控制及操作。另外模型显示农业的劳动力文化程度对总产出的影响较为显著，二者呈较明显的正相关
关系。很明显在索洛经济发展模型中也认为当今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人口的增长和技术的增长，技
术的增长与劳动力的文化水平是密切相关的。但我们也要清醒的意识到随着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很低且
农业规模经济的问题在一定时间段内还难以发挥，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的快速发展，所以我
们更要找到一个突破口从另外的方面来摆脱这种约束。信贷资金的投入对经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从世界各国有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产出研究来看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但是如果单从我国的农业
产出与农业信贷方面来佐证这一关系似乎并不能令人满意，1.7397的产出弹性显示出这一作用在当前
发挥的并不是十分理想。那么如何在现阶段的我国农业生产中充分发挥农信社信贷这支力量就变的十
分重要。 
目前在我国农业发展中最突出的矛盾在于农业资金有效需求的不断扩大与有效资金供给的缩小。随着
农业多种经营的投入不断增加和农民社会保障机制的先天欠缺，如果仅仅依赖于过去农户自己迫于提
高储蓄的替代经济保障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合作金融机构的支持。现在的任务是要
壮大这种角色的力量并为其逐步创造出良好的微观和主观条件，使其为农业发展做出更突出的贡献，
然而农信社作为支农大军的信贷机构在实施农贷方面还存在和面临很多问题：诸如农信社风险管理理
念与农业经济发展中不断调整的产业结构存在矛盾，支农服务理念贯彻与宣传不到位，风险管理手段
落后，信贷业务发展缓慢，以及信贷业务中存在大量的道德风险。这些都是制约农业信贷发展的强大
阻力，为此管理机构要做的是必须尽快解决以上问题，以便为农业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发展平台。 
五、完善农信社在农业信贷方面的对策 
（一）从微观因素上寻找突破口 
1．努力实现自己的经营理念，强化科学的管理方法。首先必须逐步端正自己的经营理念，在农村金融
领域，要从立足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战略高度出发，以服务农业、农村、农民为服
务宗旨，以金融支持“三农”、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为根本经营目标。突出风
险管理，要使农村信用社一方面制定合理的贷款利率，另一方面做好借款人的信用评估工作，并对借
款人的信用情况做跟踪评定，一旦发现贷款人信用情况恶化则采取相应措施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从
而尽可能降低不良贷款率。 
2.加强对农信社在发展农业经济中所起作用的宣传力度，农信社可以对农户农业贷款积极提供窗口指
导，促使其农业经营逐步产业化。农信社的工作人员与农村干部要真正走向“田间地头”做好宣传和
指导工作，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业都存在显著的约束性，这导致了规模不经济和比较效益低等问
题的存在，这一问题的直接后果是不仅农村经济领域以外的资金望而却步，而且就连农业经济领域内
的少量资金都欲外逃。农信社可以通过加强与其他金融机构联系，通过自身及这些金融机构与那些与
他们有业务往来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取得联系，农信社在对农户农业发放贷款时对其进行经营性指导，
逐渐促进其产业化。 
3.从农信社的内部管理体制上进行改革。加强融资程序化，逐步完善农户农业贷款办法，简化贷款手
续，降低贷款利率使农户在农业生产上能够更加以积极的精神面貌去对待。在农信社内部改造上应加
快信息平台建设以及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以便各种信息能够及时快速的汇集到相关部门使其能有更
多的精力细分市场并进行审慎监督。目前改革中的农信社正在建立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县联社一级法
人模式，农村商业银行模式，农村股份制银行），所以在面对政策性与经营性矛盾的角色冲突下所能
做出的选择更加明确了。有必要将信贷业务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一定要放在工作的重要位置，通过加强
法制思想教育，加强各项内控制度的执行与监督机制以及采取法律手段，保障信用社信贷资金安全来
规避道德风险的发生。 
（二）从宏观因素上去考虑 
1.中央人民银行有义务为农信社卸下其沉重的历史包袱。为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都能够享受双剥离待
遇而农信社却难以剥离这些历史性的包袱，也为农信社创造出一个更为宽松的环境。而且国家在调整
利率和税收政策时根据信用合作社是社员入股，为“三农”服务和投资效益相对低的实际适当降低利
率或减免所的税。我们知道目前的农村所处于农村储蓄与投资相分离的这样一个金融环境中，存款机
构多贷款机构少，像邮政储蓄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基础货币导致了大量资金流向盈
利高的市场，这更加造成了增量资金汇流不足和后续力量不足的问题，所以金融管理当局应考虑多给
予农信社多吸收存款的权利，以其弥补流动资金不足。 
2．此外整个社会发展的优良环境是构建在良好的信用体系这个平台上的。不可否认农信社不良贷款的
居高不下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户的信用度不高，信用意识还不强，再者，目前也没有较健全的信
用体系予以弥补。所以必须要加强对农业从业人员的信用宣传教育力度，让农户通过贷款产生的经济
效益认识到违约带来的所机会成本较高，从根本上降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给农信社所带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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