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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本文利用有关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西部地区农户家庭基本特征$农户储蓄情况$

农户金融需求基本特征#并运用多分类逻辑回归模型分析了其信贷可得性的影响因素及各因

素的作用机制% 最后从进一步满足农户的金融需求$非正规金融向正规金融转化机制的完善$

农村金融成长机制的设计$以供应链金融带动西部地区农村金融成长等四方面给出了政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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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西部 #! 省区拥有全国 F#(M[的土地#

!$[的人口!却只有全国 #G(N[的 SRT0!""G 年

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全国平均

水平的 $"(G[!东部平均水平的 IF(G[0而 !""G

年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FH(M[!东部平均水平的 N$(N["

! 可见!西部落

后!农村落后!西部农村更落后!而如何加快西部

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问题" 农

村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农

村金融的发展和支持!而针对于农村金融的各项

改革都应围绕农户来进行!农户是未来农村金融

改革的中心!农户的特征#需求则成为农村金融改

革的起点,李锐!!""N-"

为了解我国西部地区农户的特征及其信贷可

得性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使用了中国人民银行联

合国家统计局在全国范围内针对农户借贷情况的

调查问卷所提供的数据!在此谨向该项目调查组

的全体成员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该调查涉及内蒙

古#吉林#江苏#安徽#福建#河南#湖南#四川#贵

州#宁夏 #" 个省,自治区-!除河南调查 ! "N" 户

外!其他各省均 ! """ 户!共计有效样本农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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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户" 笔者选择内蒙古#四川#贵州#宁夏等四

个西部省,区-的$ """户农户作为基本研究对象!

分析这些农户的特征和影响其信贷可得性的因

素!并提供改善西部地区农村发展落后的局面#推

动我国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总体上讲!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文献!不论国

内国外!都十分丰富0近 !" 年以来!专门研究中国

农村金融问题的文献也多了起来" 当然!农村金

融问题研究的起点是农户行为的描述!其次才是

农村金融需求受到抑制#供给不足以及由此所引

申出的农村金融成长机制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证

研究"

在农户行为的研究方面!舒尔茨'波普金

,?72+/>d!#GIN!T*Ve5-!#GFG-的(理性小农)命题

和蔡亚诺夫'波拉尼'斯科特,12.8.-*=!#G!M!

T*/.-85!#GMF!?7*>>!#GFI-的(道义经济)命题!虽

然从是追求利润还是谋求生存的相反角度刻画了

农户行为的特征!但存在着能否准确解释中国农

户行为特征的质疑" 这是因为中国的农户除了一

般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消费外!还存在着其特殊

的消费行为!如(面子消费),张杰!!""H-" 因此!

与西方不同!中国社会的特点是以个人为中心向

血缘基础上的家族扩展!按人际关系的远近#亲疏

继续向外延伸的(圈层结构)" 与此相对应的是

崇尚礼俗#克己的熟人社会,王芳!!""M-" 所以!

要解读中国农户!黄宗智提出的(小农命题)及其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著名(拐杖逻辑)!就有着较强

的解释力" 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现在

的农户是否依然是传统意义的小农!尤其就中国

西部地区而言!是否更是如此!仍缺乏相应的证

据!需要进一步关注"

从农户信贷需求特征来看!主要表现在*需求

主体居住分散!收入较低!单笔存贷款规模小!生

产有明显季节性且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较大!农

业生产的自然依赖性导致信贷的地区风险大!缺

乏必要的担保及抵押品!这决定了农村信贷服务

的风险较大!农户作为一个基本的生产消费和生

活消费单位!既需要生产性贷款!又需要生活性贷

款,姚耀军!鲁涛!!""N0姚耀军!!""I-" 但在农

户信贷需求中!非生产性信贷需求往往占更大比

重,王芳!!""M-!这就决定了中国农村信贷的互

助性#友情性和高利贷性" 因而农户的信贷需求

仍将长期遵循以下逻辑顺序*农户收入'''非农

收入'''友情借贷'''国家借贷'''高息借贷

,张杰!!""M-" 针对农户需求特征!由于非正规

金融在信息上的优势和交易上的灵活性!就成为

农户信贷需求供给的主渠道" 然而!由于我国幅

员辽阔!不同区域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也

极不均衡!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尽相同的各地区!农

户借贷行为偏好#农村金融市场的构成自然会存

在差异!农户信贷的供给和需求也必然具有区域

性的特征" 因此!中国西部地区农户金融需求是

否存在这样的特点与结构!还有待调查与分析"

在农户信贷可得性影响因素的研究方面!冯

旭芳,!""F-对满足农户信贷需求的决定性因素

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户主年龄#劳动力水平#

家庭负担水平#户主文化程度#农户耕地面积#年

末住房价值#年末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年末金融

资产余额#农户总收入#农户非农就业能力#农户

借贷倾向#借贷利率#偿还期限#地理区位等指标

均是影响农户获得信贷支持的决定性因素" 李锐

和李宁辉,!""N-运用全国 #" 个省份的农户调查

数据分析了农户的借贷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他们

发现!农户受教育年限#土地规模#非农收入#所在

村庄的发展水平和同一村庄其他竞争农户的特征

对特定农户的借款数额具有显著的影响0此外!农

产品价格对农户借款数额也具有显著影响!产粮

区的农户获取借款的难度明显比其他地区的农户

大得多" 张惠茹,!""$-利用 #G$N'!""N 年期间

的相关数据!分析了影响农户金融服务需求的因

素!她认为宏观经济的稳定程度#政府的政策偏向

以及法律和监管框架的充分程度是影响农户金融

需求的根本原因" 虽然!以上学者都根据实际调

研情况分析有关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但我

们发现!很少有学者对影响我国西部地区农村金

融供需的因素进行分析0此外!对其他地区的研究

中!具体因素,如年龄因素等-的影响机制问题还

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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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户特征分析

"一$ 农户家庭基本特征分析

#(家庭人口结构" 我国西部地区的样本农户

中!户均常住人口 N(# 人!其中男性人数 !(# 人0

户均在校学生 "(G 人0户均劳动力 !(F 人!劳动力

平均年龄 HG(M 岁!户均外出务工劳动力 "(I 人0

有 M#(M[和 !H($[的样本农户家庭最高文化程

度为初#高中教育!小学及以下的文化程度占比约

为 !"[" 可见!在农户普遍接受了初高中教育和

外出务工较为普遍的前提下!对外出务工人员的

金融支持与服务应成为农村金融机构重点支持的

对象"

!(农户生产经营活动情况" 在农业生产经营

活动方面!我国西部地区样本农户户均经营耕地

面积 #N(FM 亩!并且有 FN(![的样本农户从事传

统的农作物种植业!有 !H(I[的样本农户从事畜

牧业!仅有 #(M[的农户未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

动" 在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方面!F#(M[的样本

农户没有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分别有

$(I[#N(F[#H("[的样本农户从事建筑业#住宿

餐饮业及交通运输业" 可见!西部地区样本农户

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相对集中于传统的农作物种植

业!并且大多数农户不从事非农生产经营活动"

由于传统农业的不确定性较大!从而使得我国西

部地区的农户形成(原始积累)比较困难!这也可

能对农户的金融需求带来一定影响"

H(收入来源" 我国西部地区的 $ """ 户样本

农户中!FH(N[的样本农户以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为主要收入来源!#F($[的样本农户以工资性收

入为主要收入来源!I(N[的样本农户以非农业生

产经营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而 !(M[的样本

农户以其他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 可见!西部地

区农户收入的来源相对集中于农业生产经营收

入" 不过!农业是高风险#低收益的行业!我国西

部地区的农业更是如此!因此!我国西部地区的农

业产业化#经济结构升级等经济问题对农村金融

的发展形成一定的制约!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二$ 农户储蓄情况分析

#(资金处理方式" 我国西部地区的 $ """ 户

样本农户中!有 $"(NF[的样本农户愿意将资金

储蓄在银行#农信社#邮政储蓄等正规金融机构!

有 #M(F"[的样本农户愿意将资金存放在家中!

仅有 H($H[的样本农户愿意将资金用于打会#借

给小额贷款组织#购买股票债券等投资行为" 此

外!在正规金融机构的储蓄中!有 FI(N$[的农户

选择以活期储蓄存款形式存储资金" 可见!我国

西部地区的样本农户将现有资金存入正规金融机

构的意愿较强!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适合我国西

部地区农户投资的金融产品还比较少!同时农户

也无大额#稳定的闲置资金!而且农户所接受的有

关现代金融#理财等方面的知识总体上还比较

有限"

!(储蓄动机分析" 西部地区样本农户的储蓄

动机分布中!有 NN(FG[的样本农户表示储蓄的

目的是用作以后的生活开支!有 !H(!I[的农户

表示储蓄将用做孩子上学的支出!有 $(HF[的样

本农户表示储蓄的目的是筹备建房资金!而出于

看病#婚嫁#还借款等目的进行存款的农户占比分

别为 !($F[#N(#"[#"(M$[" 若我们将用于生

活开支#上学#建房#看病#婚嫁#还借款等方面的

支出视为生活性支出!则我国西部地区样本农户

用于生活性支出的储蓄达到 $N(#G[!而用于经

商#购买生产资料等生产性支出的比重仅为

#M($#[" 可见!我国西部地区样本农户储蓄兼有

生产性与消费性动机!但以消费性为主" 不过

!H(!I[的教育储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由于教育

支出具有正的外部性!社会和国家也将因教育投

资而获取直接收益!同时教育投资等对金融体系

的可持续发展也具重要意义" 因此!应加大对西

部地区农村教育等项目的财政支出!银行等正规

金融机构也应以合适的形式#开发合适的产品对

此进行一定的投入"

"三$ 农户金融需求现状分析

#(基本情况

我国西部地区的 $ """ 户样本农户中!约有

MF($H[的样本农户表明其需要从银行#信用社或

其他人等渠道借款!而 N!(#F[的样本农户不需

要借款" 在不需要借款的农户中!分别有 I!(

HG[##H(IG[##!($I[#$($[表示不需要借款的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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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自己有资金#没有好项目#无借钱习惯#打

工有钱" 一般来讲!自己有资金#无借钱习惯#打

工有钱不用借钱这三者表示农户通过自身积累以

获取生活#生产所需要的资金!若将这三者所占的

比重加总起来!该比例高达 $!($#[" 这充分说

明!我国西部地区相当部分的农户更倾向于通过

自身积累来解决生产生活中的资金需要!只有在

自身积累无法满足自身的资金需求时才选择从外

部借款"

!(对正规金融的需求情况

我国西部地区的 $ """ 个样本农户中!大约

有 H!(IN[的样本农户表示其从正规金融机构得

到过贷款!而 IF(HI[的样本农户没有从正规金

融机构中得到过贷款" 有没有从正规金融机构得

到贷款的农户中!有 $N(HF[的样本农户没有向

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过贷款0不向正规金融机构申

请贷款的农户中!有 N"(MG[的样本农户认为利

息或其他成本,请客#送礼等-太高而不愿意向正

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有 #N(I#[的样本农户担

心还不起而不愿申请!有 #N(!H[的样本农户担

心申请也得不到从而就不申请" 可见!样本农户

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比例较低!结合 $"(

NF[的样本农户愿意将资金存入正规金融机构的

事实!我们很容易发现!农村的一些正规金融机构

是农村资金的(抽血机)这一现实!这些机构有可

能#也有动力将西部地区农村的资金带出农村#甚

至带出西部地区!从而使得西部地区的农村陷入

(贫穷'''打工'''得到资金'''存入当地储蓄

机构'''资金外流'''贫穷)的恶性循环"

H(对利息的承受情况

数据分析表明*在急用情况下!我国西部地区

有 I"(##[样本农户愿意多付利息!有 HH($M[的

样本农户不愿意为争取获得贷款机会而多付利

息!有 I("N[的样本农户则认为只要有能获得贷

款的机会就愿意多付利息" 就具体情况而言!在

看病急需借款#孩子上学需借钱#建房需借款#农

业生产经营需借款#发展工商业需借款#归还其他

借款需借钱等情况下!我国西部地区样本农户所

能承受月利率的极差为 !(Hj" 这就表明*样本

农户对贷款的利息有一定的承受意愿!而农户在

选择借款时较为理性" 结合我国对利率严格管制

的现实!政府所提供的有关贷款利率管制以保护

农户利益的有关政策!不仅对金融机构业务的开

展造成一定的影响!更有甚者!大多数农户可能并

不需要这样的政策保护!因此!应适当改革我国有

关贷款利率管制的政策!让市场的力量来决定具

体的利率"

四%农户信贷可得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分析影响我国西部地区农户信贷可得性的

因素! 本研究拟使用多分类逻辑回归模型

,]+/>5-*Y5./U*35;>57_&3,&;;5*- Y*9&/-对我国西

部地区 $ """ 个农户样本进行分析"

"一$ 模型简介

]+/>5-*Y5./U*35;>57_&3,&;;5*- 主要应用于当

因变量水平数大于 !!且水平之间不存在等级递

减或等级递增关系的回归!通过一种广义U*35>模

型, S&-&,./5d&9 /*35>;Y*9&/-的方法来进行" 若

因变量有 \个水平!则除一个对照水平外!每一

分类与对照水平作比较!拟合 \个广义 U*35>模

型" 以本研究为例!因变量有四个水平*仅有正规

金融机构的借款#仅有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借款#同

时有正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借款#没有任何借

款" 以没有任何借款为参照水平!得到三个

U*35;>57函数*一个是仅有正规金融机构的借款与

没有任何借款相比!第二个是仅有非正规金融机

构的借款与没有任何借款相比!第三个是同时有

正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借款与没有任何借款相

比" 这三个模型分别如式,!-#式,H-#式,N-所

示!而,#-式为参照组简式"

U*35>,F

&

- G/-

F

&

F

[ ]
&

G/-# G" ,#-

U*35>,F

H

- G/-

F

H

F

[ ]
&

G/-

F,7GHI

!

-

F,7G& I

!

[ ]
-

G

"

H

J

"

!#

K

#

J3 J

"

!>

K

>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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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35>,F

.

- G/-

F

.

F

[ ]
&

G/-

F,7G.I

!

-

F,7G& I

!

[ ]
-

G

"

.

J

"

H#

K

#

J3 J

"

H>

K

>

,H-

U*35>,F

)

- G/-

F

)

F

[ ]
&

G/-

F,7G) I

!

-

F,7G& I

!

[ ]
-

G

"

)

J

"

N#

K

#

J3 J

"

N>

K

>

,N-

CC同时还应该满足*

F

&

JF

H

JF

.

JF

)

G# ,M-

CC"二$ 变量的定义

就因变量而言!样本农户获得金融供给的方

式有四种!具体定义方式如表 # 所示"

表 #C变量的定义及说明

因变量

信贷需求

同时有正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借款,gh"-

仅有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借款,gh#-

仅有正规金融机构的借款,gh!-

没有任何借款,ghH-

自变量

人口

劳动力

学生

年龄

教育

教育平方

土地

土地平方

收入

储蓄

收入来源

距离

认知

信用评级

非正规金融

家庭常住人口

家庭 #I 岁以上劳动力人数

家庭在校学生人数

劳动力平均年龄

劳动力最高受教育程度!# h未上学!! h小学!H h初中!N h高中!M h中

专!I h大专及以上

劳动力最高受教育程度的平方

家庭实际经营耕地面积

家庭实际经营耕地面积的平方

家庭总收入!# h不大于 M """ 元!! hM """ k# 万元!H h# 万 k! 万元!N

h! 万kM 万元!M hM 万k#" 万元!I h#" 万元以上

家庭储蓄水平!# h# """ 元以下!! h# """ kH """ 元!H hH """ kM """

元!N hM """ k#" """ 元!M h# 万k! 万元!I h! 万kM 万元!F hM 万k#"

万元!$ h#" 万元以上

收入来源!# h农业生产经营收入!! h非农业生产经营收入!H h工资性

收入!N h其他

距正规金融机构的距离

是否知道农村信用社开展的农户小额贷款项目!# h是!! h否

信用社是否对农户进行过信用评级!# h是!! h否

农户所在地是否有其他形式的有息借贷活动!# h是!! h否

CC可以看出!没有任何借款!成为仅有正规金融

机构的借款#仅有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借款#同时有

正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借款的共同参照组"

"三$ 计量结果及其说明

#(计量结果

结合相关数据!对表 # 所定义的自变量和因

变量建立 ]+/>5-*Y5.//*35;>57模型!具体结果如表

! 所示"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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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结果分析

根据调查数据!以没有任何借款为参照组!以

标识为(同时有正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借款)

部分为第一个广义 /*35>模型,#-的参数估计!标

识为(只有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借款)的部分为第

二个广义/*35>模型,!-的参数估计!标识为(只有

正规金融机构的借款)的部分为第三个广义 /*35>

模型,H-的参数估计" 参数估计结果表明!与没

有任何借款的农户相比!各因素对农户信贷可得

性的影响的显著性#影响方式及相应的解释如表

H 所示"

表 !C农村金融供给影响因素的]+/>5-*Y5.//*35;>57估计结果

gh"

: @XV,:-

gh#

: @XV,:-

gh!

: @XV,:-

1

人口

劳动力

学生

年龄

教育

教育平方

土地

土地平方

收入

储蓄

收入来源

距离

认知

信用评级

非正规金融

P!(!#G

!

"(#HN

!

"("M$

!

P"("$H

P"("#N

!

"(H"!

!

"("HI

"(""N

!

"("""

"("IN

!

P"("N$

!

P"(##G

!

"("!G

!

"(I$M

!

#("GI

!

"(MGM

!

'

#(#NN

#("I"

"(G!"

"(G$I

"(FHG

#("HI

#(""N

#("""

#("II

"(GMH

"($$$

#("H"

#(G$H

!(GG!

#($#H

P"(I""

"(""#

!

P"("MN

!

"(#$$

!

P"(""F

!

"(""!

!

P"(""H

"("##

!

"("""

"("IM

!

P"(#!F

!

P"("N#

!

"(""#

!

"(#FM

"(#NM

!

"(#H$

!

'

"(GGG

"(GNF

#(!"F

"(GGH

#(""!

"(GGF

#("##

#("""

#("IF

"($$#

"(GI"

#(""#

#(#G#

"($IM

#(#N$

P!(FFF

!

P"(##M

!

"("FM

!

"("H$

P"(""N

!

"(#H#

!

P"("!"

"("H"

!

"("""

"(#HF

!

P"("N!

!

P"(HI"

!

P"(""F

!

"(GNN

#(FM"

!

P"(H!H

!

'

"(IHI

"(FHI

"(IF$

"(GIF

"(HNM

"($!N

#("#H

#("""

"(II"

"($#"

"(NN#

"(G$F

"(GF"

H(M$F

"($$M

以ghH 为参照组

CCCCCC注*

!表示在 "("M 的显著水平下"

表 HC农户信贷可得性的决定因素及其作用方式

自变量 因变量 显著性 方向 解释

人口

正规b非正规

非正规

正规

显著

显著

显著

正向

正向

负向

常住人口较多的家庭!其用于生活#生产的支出也较多!信贷

需求也较多!在存在正规金融抑制的条件下!其向非正规金

融机构的借款也有所增加!结果也使得其借入的款项中既有

正规也有非正规金融机构的"

劳动力

正规b非正规

非正规

正规

显著

显著

显著

正向

负向

正向

家庭的劳动力越多!其生产能力也较强!资金也相对宽裕!其

向非正规金融机构借款的概率也将有所减少!而正规金融机

构将对其资信给予较高的评价!综合起来使得其同时获得正

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的供给越多"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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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自变量 因变量 显著性 方向 解释

学生

正规b非正规

非正规

正规

不显著

显著

不显著

P

正向

P

学生学杂费等主要支出在需要借贷的情况下!其主要向亲朋

好友借款!家庭在校学生数自然对农户的非正规金融需求有

显著影响" 由于西部样本农户情况的复杂性!正规金融的供

给情况难以形成较为统一的结论"

年龄

正规b非正规

非正规

正规

显著

显著

显著

负向

负向

负向

年龄越大!其对外部资金的需求也较少!即向对非正规金融

申请借款的概率也比较低0其生产活动所能获得的收入也越

少!正规金融机构对其资信状况的评分也降低!正规金融的

供给也将受到约束"

教育

正规b非正规

非正规

正规

显著

显著

显著

正向

正向

正向

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户家庭的经营范围也越广!家庭收入也

越高!其获得非正规金融供给的概率也越大0其对信用社#银

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政策与程序也比较了解!加之强烈

贷款需求!为农户获得正规金融的供给也提供了可能性"

土地

正规b非正规

非正规

正规

显著

显著

显著

正向

正向

正向

农户经营的土地面积越广!其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金融需求也

越多!加之较为广泛的社会关系和比较好的资信状况!其获

得正规与非正规金融供给的概率也将有所增加"

收入

正规b非正规

非正规

正规

显著

显著

显著

正向

正向

正向

农户的总收入水平越高!其在生产#生活中所需的流动资金

也越多!其获得正规金融的借款也较容易0丰富的社会资源

也使其获得非正规金融的概率增加"

储蓄

正规b非正规

非正规

正规

显著

显著

显著

负向

负向

负向

储蓄存款主要以活期的形式储存!农户靠自己的资金就可以

解决自己的资金问题!因此其较少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

借款0具有较多储蓄农户即使有借贷意愿!但其为获得资金

所做的努力有限!因此其取得的金融供给也是比较有限的"

收入

来源

正规b非正规

非正规

正规

显著

显著

显著

负向

负向

负向

更多地依靠非农业收入的农户!其自有资金可能更加宽裕!

因此其获得正规金融供给与非正规金融供给的可能性也相

对较小"

距离

正规b非正规

非正规

正规

显著

显著

显著

正向

正向

负向

距正规金融机构越远!农户所在地越落后!农户融入资金的

愿望也越强烈!但其对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政策#业务#金融工

具的获取途径较少!其向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的可能性也因此

而降低!其强烈的金融需求大部分通过向亲友借贷等非正规

的方式来实现外"

认知

正规b非正规

非正规

正规

显著

不显著

不显著

正向

P

P

对小额贷款认识程度越高的农户!其向正规金融机构融资的

偏好越强0但随着对借款程序了解的深入!其可能也会认为

贷款的程序复杂#借贷较为困难!从而转向其它借贷形式"

具体结果就取决于这两种力量的作用"

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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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自变量 因变量 显著性 方向 解释

信用

评级

正规b非正规

非正规

正规

显著

显著

显著

正向

正向

正向

农户在接受信用社的评级和授信后!其信贷意识有所增强!

借贷需求也有所增加!因此!是否被信用社评级并授予信用

额度对农户是否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具有正向作用"

但授信越多!其经济状况越好!其信贷需求也呈现一定的不

确定性"

非正规

金融

正规b非正规

非正规

正规

显著

显著

显著

正向

正向

负向

农户所在地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程度越高!农户从非正规金融

获得的资金越多!而从正规金融获得的资金越少" 这也在某

种程度上反映了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存在竞争与互

补的双重关系"

CC

五%政策建议

笔者应用相关数据!分析了我国西部地区农

户家庭基本特征#农户储蓄情况#农户金融需求现

状以及影响农户信贷可得性的因素!通过上述分

析可得到以下政策建议"

"一$ 推进金融创新#进一步满足农户的金融

需求

实证分析表明*适合我国西部地区农户的金

融产品与服务还较少!正规金融机构应开发一些

适合农户特点的金融产品,如针对于外出务工人

员的金融产品-" 此外!针对正规金融机构在农

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的成本往往大于其收益的现

实以及因此带来的金融机构脱离农村的现实!政

府应适当考虑在财税#货币政策方面给予一定的

优惠!从而为这些机构提供生存空间!同时也提高

了农村资金流动的效果" 对农户储蓄情况的分析

表明利率成为限制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因

此!应适当改革目前的利率机制!让资金市场的价

格'''利率能适当反映资金的供求情况"

"二$ 加强制度建设#引导非正规金融逐步实

现规范化

实证分析表明*我国西部地区的非正规金融

与正规金融具有竞争与互补的双重关系!而非正

规金融在信息#因地制宜解决抵押和担保等方面

也具有天然的优势" 事实上!规范发展农村非正

规金融组织的核心问题是制度安排问题!政府应

通过准入#准出及其他方面的安排!使其充分发挥

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 因此!应借鉴国内外

经验!首先为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营造公平的市场

环境!再通过完善非正规向正规金融机构结合与

转换的机制等措施!逐步实现非正规金融的正

规化"

"三$ 掌握各层面的重点#科学设计西部地区

农村金融的成长机制

笔者认为!农村金融成长机制的设计可从微

观#中观#宏观三方面入手" 首先!农村金融成长

的微观基础在于包括产品与服务#金融机构#治理

机制等在内的金融创新" 其次!农村金融成长中

观层面的重点在于均衡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力量0

当然!政府与市场作用力量的均衡应从区分财政

与金融的作用领域#利率决定机制的完善#准入与

退出机制的完善#区域差异化政策等方面入手"

再次!我国西部地区农村金融成长的最终出路在

于融合城市与农村金融" 由于历史原因!城乡二

元经济结构致使金融结构也呈现二元化!因此!应

从城乡互动机制的建设#金融体系的完善#信用系

统的建设#制度环境的完善等方面入手!建立协同

发展#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统一的金融体系"

"四$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以供应链金融带动

西部地区农村金融体系的成长

一般来讲!西部地区农户不能获得正规金融

供给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有效的抵押与担保" 近年

来快速发展的供应链金融则围绕资金充裕#信誉

好的中心企业!通过链接该中心企业的上游企业#

下游企业,或分销商-!有效解决了中小企业借款

时缺乏抵押与担保这一问题" 在此!我们可以将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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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金融的思想引入到西部地区农村金融体系

的建设中!通过完善农村的物流#信息流等基础设

施!有步骤地以小组联保#农民协会#农村互助组

织#土地银行#农村中小企业等组织为(中心企

业)!配合土地流转#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农业产

业化发展#城乡经济一体化等农村发展趋势!以供

应链金融联通包括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的西

部地区农村金融成长机制!最终带动西部地区农

村金融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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