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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价标准，构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衡量指标体 

系，运用Tobit计量模型分析各指标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程度，分析表明：中国农业银行分地区人民币 

贷款累计回收率对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其他指标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并 

不显著。因此，加强农村诚信环境的建设是优化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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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Rural 

Finan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 
-- Based on Financial Resources Allocati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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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rural finan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valuation criteria made by the China People’s Bank，this article 

designs measurement index system of the rural finan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uses Tobit quantitative model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degree of each index on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allocation efficiency．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regional RMB loan 

accumulated recovery efficiency of China Agricultural Bank has obvious positive infl uence on rural resources allocation efficiency and 

other indexes have unclear impact on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allocation efficiency．Thus．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rural finan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mainly influenced by rural credit environment，so strengthening rural credit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is the 

focus to optimize finan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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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金融生态环境问题一直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 

金融生 态 (Financial ecology)最 早 是 由周 小 川 

(2004)基于中国各地区间的差异而提出的，认为法 

律环境是影响中国金融生态环境的关键 1j。徐诺 

金(2005)在周小川的基础上结合生态学完善了金 

融生态的概念，认为生态金融是与其生存环境及内 

部金融组织间的相互作用而执行一定功能的动态 

平衡系统，且从法律制度、诚信环境、企业破产问题 

和行政制度方面分析了我国金融生态环境的现状 

和存在的问题 J。苏宁(2005)认为影响金融生态 

环境的因素包括法制环境、市场环境、信用环境、制 

度环境及经济环境等 。韩平 (2005)认为金融生 

态环境包括内部与外部环境，并且内外部环境相互 

牵制、相互影响，金融生态是通过资金媒介和信用 

链条为主要要素而形成的 。而李扬 (2005)认为 

金融生态是一种仿生学概念，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 

呈网状结构的组成部分 J。林永军(2005)将系统 

论的观点应用于金融生态的研究，分析金融生态内 

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决定中国金融生态 

的各种深层要素 。腾春强(2005)从制度经济学 

角度分析了我国区域金融生态失衡的现状，并在此 

基础上认为区域金融生态差异是由既定的经济体 

制和法律 法规 等 制度 环境 所 决定 J。萧 安 富 

(2005)把金融生态的外部环境分为了宏观和微观 

两大层面，并分别作 了阐述和分析 J。李 爱喜 

(2006)基于“三农”的视角指出了农村金融生态的 

层次性缺陷的问题 J。金才鑫(2008)认为农村金 

融内部生态系统的非 自然运行违背了金融生态的 

自身运行机制与规律，导致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可 

持续发展受到威胁 ⋯̈。 

总体而言，对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大多还 

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对具体金融生态环境状态进 

行实证分析和研究还很少。目前研究一般都是采 

用各种评价方法构建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指标，在此 

基础上提出改进的对策和建议。伍旭川(2005)认 

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体系包括总量增长速度指标、 

平均增长速度指标与结构相对指标三类  ̈。朱子 

云 (2005)认为金融生态环境的指标包括经济发展 

水平、金融资源水平、社会信用水平  ̈。黄庆安 

(2005)认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应从金融生态环境 

的评价标准、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评价标准、农村 

金融生态调节机制的评价标准三方面加以衡量  ̈。 

徐小林(2005)认为金融生态环境包括经济资本回 

报率、银行部门贷款平均收益率、加权风险度和法 

律信用环境等  ̈。张守凤(2008)认为农村金融生 

态环境包括农村经济基础、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农 

村社会保障、农村法制环境、农村信用环境、农村金 

融体系运行环境 。许红莲(2008)参考了黄庆安 

的指标，并考虑到指标的可量化性和资料的可得 

性，对经济环境、政策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等 

指标进行了量化  ̈。但已有文献表明，我国农村金 

融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不仅受到国内金融生态环境 

条件状况的影响，还受到金融生态主体状况和关系 

互动状况的影响。要改善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不能只改善经济环境、法律环境和诚信环境，还应 

改善风险状况、结构状况、活力状况、维护状况和协 

调状况等。因此，有必要对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状 

况做出科学的评估，并厘清影响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改善的主要原因，以促进农村金融资源的合理利 

用，为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借 

鉴。基于以上思考，本文运用 Tobit计量模型对我国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进行评价和分析，并结合模型分 

析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主要影响因素。 

二、模型的建立 

如果将金融生态环境的各个组成部分看作是 

影响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直接的内生原因，那么，金 

融生态环境的组成部分究竟包括哪些?各部分对 

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作用有多大?为了准确地判 

定各个特定部分的影响大小，下面建立 i地区金融 

生态模型①。由于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直接表现为 

当地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本文用农村金融资 

源配置效率代表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程度，其 

①该模型建立在传统的理性人假设的基础上，即：金融生态环境存在优化空间，并且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金融生态环境 

在发生改变；使用金融资源的农民是理性的经济人，在既定的技术水平下会最大限度地利用金融资源进行生产，对生态环境的 

改变能做出能动的反应 ；优化当地的金融生态环境，可提供更大的金融支持、改变生产可能性边界、提高边际产量，并使得当地 

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所以，假定改善一地的金融生态环境后，由于金融环境的优化会加快其经济增长，即金融生态环境 

的改善会影响当地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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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各指标的具体内容参照了中国人民银行德阳支 

行关于金融生态指标体系的设计 。模型可以表 

述为： 

Y L=oLTI+8Ui+ v L+8Wi+XXi+sl+R L+s 

其中 表示i地区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改善的直接表现为当地的农村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表示金融生态环境条 

件的一组特征向量，包括经济环境、法制环境与诚 

信环境；U 表示金融生态主体形态的一组特征向 

量，包括风险环境、结构环境与活力环境； 表示金 

融生态关系互动的一组特征向量，包括维护环境与 

协调环境；Wi表示 i地区区域的一组特征向量；X 

表示一组难以测量但又对当地经济增长的影响极 

大的变量；s 反映整个宏观经济环境在特定的时期 

内对i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一个常数； 表示农 

户可以测量的特征向量；s 是误差项， =(肿 十 

咖 )+( ，+ )+e ( 和 是待估计的参数； 

和 分别是与 和 非自相关的其他地区的区域 

特征和金融生态状态的特定误差)； 、／3、 、6和 是 

被估计的参数。 

对于抽样调查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度 

， ，包括 、 和 的改善，则 是全部的金融生 

态环境空间 中的一个元素。一定时期内的生态 

环境改变量定义为z，z={ ∈ ：Z=> ( 

+ )对于那些 ； ，∈U。； ，∈ }，Z由整个 

i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形成的可能性空间，它是全 

部可能性的资源组合 的一个子空间。 

为了确定当地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是由宏观 

经济变化s．所带来的，还是由于当地农村金融生态 

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本文采用的方法是在收集数据 

的时候收集相同或相似宏观经济环境下的参照组的 

数据来消除由于时间变化的影响，即使得S =0。 

由金融生态环境条件特征向量的个数确定；C 

态特征向量的个数确定；c =(C(1)，c(2)，⋯，c(s))，V： 

78 

由于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值指数 ∈[0， 

1]，数据被截断，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的参数 

是严重的有偏和不一致。所以，第二步采用 Tobit回 

归分析，该方法可解释截取数据，以此来判断各因 

素对农村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程度。对于 i地区， 

标准的Tobit模型为： 

rY =卢+C1×T+C2 X U+C3×V+ 

{Y =Y (Y >0) 

Y =0 (Y ≤0) 

其中，Y 为潜在变量，Y 为观察到的因变量， 

为自变量， 为相关系数向量， 。为独立的且 ～Ⅳ 

(0， )。 

三、研究指标及数据的选取 

1．模型指标及数据选取 

运用上述模型评价各因素对农村金融资源配 

置效率的影响时，首先要确定各项金融生态环境的 

指标，并兼顾样本数据的可比性、可得性、科学性与 

影响的重要程度，本研究构建了金融生态环境的指 

标体系(见表 1)。 

2．数据来源 

农村金融生态优化率是由数据包罗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方法求得  ̈。DEA的 

线性规划模型为： 

Min[ 一 (eT$～。+e 。)] 

(∑A +s 。=Ox。，∑A —s一。=Oyo) 

与 ，分别表示第 i个地区的第 种金融资源 

投入与产出总量，若 =1，且s枷 =0或sIo =0， 

称该地区的金融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本文运用 

matlab编写程序解 出各地 区金融资源配置的效 

率值。 

]，m由金融生态主体形 
由金融生态关系互动特征向量的个数确定。 

、 、●● ●● ● ●● ●● ／  ～ 

S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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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金融生态环境的指标体系 

类别 指标 代码 预计影响 

农村金融生态优化率 各地 区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l，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增长率(％) + 
经济环境 

农村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上 

中国农业银行分地区人 民币贷款累计回收率(％) + 
诚信环境 

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回收率(％) 上 

风险环境 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分布情况(％) Ul 

活力环境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增长率(％) c，2 + 

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与农户储蓄存款余额之比 + 
协调状 况环境 

农村信用社存贷款余额之比 

其他互动环境 农村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法制环境 

不易量化的指标 融资结构合理性 Xi 

信 用结构投放合理性 

自变 量指标 数据 来源 于 《中国统计 年鉴 

(2008)》、《中国经济统计年鉴(2008)》、《中国金融 

年鉴(2008)》、《中国农业年鉴(2008)》、《中国各省 

市县大辞典》、《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8}，经 

过整理组成2007年我国27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 

市的截面数据(Cross—sectional Data)。西藏的数据 

不全，故不进入分析；北京、天津和上海农村经济指 

标差异化较大，亦不进人分析。 

表2 2007各地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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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四、实证结果分析 

运用Eviews 5．1软件，将表 2各个金融生态环 

境指标数据带人 Tobit模型求解，得到2007年我国 

各地金融生态环境对当地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影 

响的结果(见表3)。 

表 3 金融生态环境各指标分析 

注： 、一、⋯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下显著 

80 

那么，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金融生态影响 

指标的关系为： 

Ln(Y)= 一1．619 01+ 

(0．002 734，0．004 461，0．012 561，一0．000 76) 

(_。‘。。0 5,0．010 243 ( J+ 

r， ] 
(0．250 3，一0．405 38，0．008 846)I l 

l J 
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农业银行分地区人 

民币贷款累计回收率对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影 

响显著，也就是说农村的诚信环境对金融生态环境 

的建设有显著的影响，且这种影响是正向的，而其 

他指标对金融资源配置影响不显著。 

五、研究结论 

整体而言，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需要多方 

面的统筹和兼顾，其中首要的因素是加强农村诚信 

环境的建设。本研究的启示是：从影响金融生态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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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各个因素来看，农村诚信环境的改善是真正解 

决当地生态环境的重要保证。为此，全面改善农村 

金融生态环境，推动农村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必 

须培育农村的诚信环境。 

本研究未解决的问题是：本文只是得出了改善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因素和办法，并没有指出导致 

农村金融生态恶化的原因，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是不 

是先要解决恶化的问题才能谈及改善的方法，这个 

问题有待继续的研究。如本研究的结论表明经济 

环境并不是影响金融生态发展的主要因素，但是腾 

春强(2005)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我国区域金 

融生态失衡的现状，认为区域金融生态差异是由既 

定的经济体制和法律法规等制度环境所决定 。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恶化和改善的原因是否相同， 

解决了农村金融生态的恶化问题是否就意味着优 

化了金融生态环境⋯⋯，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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