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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农业信贷投入的经济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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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面板模型对西部地区１９７８—２００９年农业信贷投入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
业信贷投入促进农业产出增长的作用比较明显，而在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方面则显得比较乏力；农业信

贷资金的产出弹性逐渐得到改善，农业产出对信贷投入的响应更趋积极；农业产出和农村居民收入对农业

信贷利率的变化不敏感，农村金融市场上信贷配给的现象依然普遍；农业信贷投入的经济效应存在省际差

异。因此，应完善农业信贷的征信机制，增加农业信贷资金的有效供给并调整投入结构，调整西部地区农业

生产结构，改善农民收入结构，以增强农业信贷投入的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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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业信贷资金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促进

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要素。我国西部地区自然条

件相对恶劣，区域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二元结构”

特征明显，在农业信贷方面，资金投入不足，农户和

农村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比较突出。在这一背

景下，厘清农业信贷资金的经济效应，有助于提高

农业信贷资金利用效率以及改善农业信贷资金投

放结构。

农业信贷资金投入的经济效应问题长期被国

内外学者所关注。经济学家 Ｌｅｗｉｓ（１９５４）提出，信
贷资金对于小农业和小工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Ｎｅｌｓｏｎ（１９５６）在其“低水平均衡理论”中指出，只有
对农村经济进行大量的资本投入，才能使其收入增

长冲出“低收入陷阱”。Ｍａｄｉｓｏｎ（１９７４）对 ２２个国
家的实证分析显示，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为５５％。Ｊｏｈａｎ等（１９９９）对９个中东欧国家的实证
研究表明，高通胀、土地产权制度缺失、农业低效率

和较高的信贷交易成本是农业信贷效率低下的主

要原因，而政府为改变上述现象而采取的短期措施

并不是最优的解决方案。Ｋｏｅｓｔｅｒ（２００１）则发现，在
缺乏有效农村金融市场体系的经济转型国家，农村

资金的配置效率往往是低下的。Ｔｏｗｎｓｅｎｄ等
（２００１）提出，在缺乏风险管理的情况下，政府主导
的农业信贷的效率比较低下，而农业信贷的低效率

会加大农村金融风险。Ｍｏｈａｎｅ等（２００２）认为解决
发展中国家农业信贷资金效率低下问题必须改革

投融资体制，规范政府行为。南非国家信用管理局

（２００８）对南非农业中小企业融资状况的调查显示，
信用记录的缺失是其难以获得必要信贷支持的主

要原因。Ｘａｖｉｅｒ（２０１１）对泰国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
融的比较研究显示，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下降

可以刺激农户的贷款需求，而非正规金融机构的金

融创新可以增强其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替代作用。

随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推
进，农业信贷投入问题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国内学

者关于农业信贷投入问题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

两类：

一是关于农业信贷投入的经济效应研究。温

涛等（２００５）的实证研究发现，农业贷款的增长并没
有成为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

资源要素。朱喜等（２００６）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分

析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贷款投入在长

期与农民收入、农村投资之间不存在均衡关系，在

短期也未能有效促进农村投资的增加和农民收入

的增长。姚耀军等（２００４）运用协整分析方法检验
中国１９７８—２００２年的农业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关系，
认为二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农业金融发展会

影响农业经济的增长。裴辉儒（２０１０）基于面板模
型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农业信贷与农业经济增长

的相关性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赵书海（２０１１）的
研究表明农业 ＧＤＰ与金融机构农业信贷投入存在
长期均衡关系，而从短期来看，农业 ＧＤＰ的增长来
自于短期农业信贷投入。

二是关于农业信贷投入模式的研究。张杰

（２００３）、何广文（２００３，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刘民权等
（２００５）、王家传等（２００３）、翟照艳等（２００４）、林江鹏
等（２０１０）认为，政府对非正规金融的过度排斥导致
农业信贷市场主体过分单一、垄断和不开放。冉光

和等（２００５）论证了中国农村金融不可持续发展的
根源在于农村信贷市场的不健全。陈军等（２００８）
认为，传统的正规农村金融机构通常将农村低收入

农户排斥在农村信贷市场之外，而微型金融机构的

产生使这一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何广文等

（２００４）认为，要加快发展中小型金融机构，培育农
村信贷市场竞争机制。张杰等（２００６）的实证研究
表明，微型金融机构也可以实现较好的风险控制和

经营业绩，但受诸多现实因素的限制，微型金融机

构很难惠及广大低收入的纯农业生产者以及农户

的生活性金融需求。姚先斌等（１９９８）、李军培
（２００５）、刘西川等（２００７）的研究显示，我国小额信
贷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机构产权不明晰、资金来源狭

窄、利率低、金融产品单一、客户目标上移等。孙若

梅（２００５）、何广文等（２００５）、张立军等（２００６）和褚
保金等（２００８）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小额信贷的发
展有助于降低贫困，增加农户的家庭收入。

国内外学者在对农业信贷投入的经济效应及

其制约因素方面的研究是广泛和充分的，但由于分

析方法和样本选择的差异性，众多学者关于农业信

贷投入的经济效应的研究，结论并非完全一致，而

针对西部地区农业信贷投入经济效应的研究则更

为稀少。本文通过构建面板模型，对１９７８—２００９年
西部地区农业信贷投入的经济效应进行定量分析，

旨在揭示其农业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与制约因素。

０２

高云峰，王子健：西部地区农业信贷投入的经济效应研究



二、模型设计

本文借鉴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生产函数模

型分析农业产出的决定及影响因素，基本模型表示

如下：

Ｙ＝ｆ（Ｋ，Ｌ，Ｅ） （１）
其中Ｙ代表农业总产出，Ｋ代表投入的资本存

量，Ｌ代表投入的劳动力，Ｅ代表土地。该模型也可
表述成以下形式：

Ｙ＝γＫαＬβＥθ （２）
其中α、β、θ为资本、劳动力、土地的产出弹性

系数，γ为常数，０＜α、β、θ＜１；取对数，则得到：
ＬｎＹ＝Ｌｎγ＋αＬｎＫ＋βＬｎＬ＋θＬｎＥ （３）
公式（３）表明农业产出增长率主要取决于存量

资本增长率、劳动力的增长率和土地投入的增长

率。对农业产出的资本投入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

部分是自有资本，一部分是借入资本，两者则都属

于可贷资金，而利率变化会影响可贷资金的投入。

因此，资本存量的函数式可以表示如下：

Ｋ＝ｆ（Ｒ，Ｆ） （４）
其中Ｆ表示可贷资金，Ｒ表示可贷资金的利率。

根据可贷资金理论模型，Ｆ和Ｋ正相关，Ｒ和Ｋ负相
关。因此，公式（１）又可以表示为：

Ｙ＝ｆ（Ｒ，Ｆ，Ｌ，Ｅ） （５）
根据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本文

假定农村居民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前期的第一产业

的产出和储蓄，而储蓄又是利率和可贷资金的函

数，因此将农村居民收入函数表述为下式：

Ｓ＝ｆ（Ｒ，Ｆ，Ｙｔ－１） （６）
Ｓ表示收入，Ｙｔ－１代表前期产出。根据 ＩＳ—ＬＭ

模型，可贷资金的供给增加，首先会导致利率水平

的下降，然后促使农业投资增加，并通过乘数效应

带动产出和收入的增长。这种影响机制可以表示

如下：

Ｆ↑→Ｒ↓→Ｉ↑→Ｙ↑→Ｓ↑
其中 Ｉ表示农业投资。为便于分析，上述模型

可变形为下列形式：

Ｙｉｔ＝ρｉＴｔ＋λｉＦｉｔ＋ηｉＲｉｔ＋ωｉＬｉｔ＋θｉＥｉｔ＋
ＣＹ＋ｄｉ＋εｉｔ （７）

Ｓｉｔ＝ψｉＴｔ＋κｉＦｉｔ＋φｉＲｉｔ＋τｉＹｉｔ－１＋ＣＳ＋
ｄｉ＋μｉｔ （８）

模型（７）用来分析第一产业产出的决定与影
响因素，模型（８）用来反映农民人均收入的决定与

影响因素。其中 Ｔ是时间虚拟变量（Ｔ＝１９７８，
１９７９，…，２００９），它反映 ρｉ、ψｉ随时间的变化；ＣＹ
为模型（７）的共同截距；Ｃｓ为模型（８）的共同截距
项；ｄｉ为截面虚拟变量；εｉｔ、μｉｔ为随机扰动项；λｉ、ηｉ
分别为金融机构农业贷款、银行利率对第一产业

产值的影响系数；κｉ、φｉ分别为金融机构农业贷
款、银行利率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影响系数；τｉ
为前期产出对农民人均收入的影响系数；ωｉ、θｉ分别
为劳动力和土地投入对农业产出的影响系数。根

据理论模型，我们预计系数 λｉ、κｉ、ωｉ、θｉ为正，即农
业贷款投放、劳动力和土地投入的增加会促进农业

产出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预计系数 ηｉ、φｉ为负，
即利率水平的上升会抑制农业产出和农村居民收

入的增长；系数 τｉ为正，即前期产出增加有助于当
期收入的增加。

三、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农业信贷资金产生的经济效应是综合且复杂

的，本着可计量的基本原则，本文主要对其农业产

出效应和农村收入效应进行分析。根据金融发展

理论，把信贷资金作为解释变量，把农业产出和农

村居民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把劳动力、土地投入

作为控制变量。

考虑到西部地区多个省区数据资料的可比性、

可得性以及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本文以

各省区第一产业产值（ＰＩ）作为农业产出水平的代
理变量，并对 ＰＩ进行对数处理，令 Ｙｉｔ＝Ｌｎ（ＰＩ）；用
各省区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ＡＩ）作为收入水平的
代理变量，也对 ＡＩ进行对数处理，令 Ｓｉｔ＝Ｌｎ（ＡＩ）；
用各省区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总额（ＦＬ）作为信贷资
金投入的代理变量，对ＦＬ进行对数处理，令Ｆｉｔ＝Ｌｎ
（ＦＬ）；Ｒ为实际利率，即用通货膨胀率调整后的一
年期银行贷款利率（如果本年度利率水平发生过多

次调整，则采用其加权平均值）；以各省区第一产业

劳动力人口数（Ｌａｂｏｒ）作为劳动力投入的代理变量，
人口数单位为千万，进行对数处理，令 Ｌｉｔ＝Ｌｎ
（Ｌａｂｏｒ）；以各省区农作物播种面积（Ｌａｎｄ）作为土
地投入的代理变量，土地面积单位数为千公顷，进

行对数处理，令Ｅｉｔ＝Ｌｎ（Ｌａｎｄ）。
本文研究样本地区包括西部地区１２个省、市、

自治区，时间为１９７８—２００９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
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新中国６０年统计资
料汇编》和各省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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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模型分析与实证检验

１．各变量的面板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需对Ｙ、Ｓ、Ｆ、Ｒ、Ｌ、Ｅ等变量进

行单位根检验。我们选择４种主要的方法同时进行
检验，取４种方法检验一致的结果，以增强检验的可
靠性。这四种检验方法分别是 ＬｅｖｉｎＬｉｎ＆Ｃｈｕｔ检

验、ＩｍＰｅｓａｒａｎ＆ＳｈｉｎＷｓｔａｔ检验、ＡＤＦＦｉｓｈｅｒＣｈｉ
ｓｑｕａｒｅ检验和 ＰＰＦｉｓｈｅｒ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检验。表１是６
个原始变量及差分变量的检验结果，结果表明，Ｙ、
Ｓ、Ｆ、Ｒ、Ｌ、Ｅ的原始序列均没有通过单位根检验，但
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都通过了４种方法的检验，说
明这６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

表１　Ｙ、Ｓ、Ｆ、Ｒ、Ｌ、Ｅ的单位根检验

变量 ＬｅｖｉｎＬｉｎ＆Ｃｈｕｔ ＩｍＰｅｓａｒａｎ＆ＳｈｉｎＷｓｔａｔ ＡＤＦＦｉｓｈｅｒ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ＰＰＦｉｓｈｅｒ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Ｙ －３．１６５１ １．７６４８ ９．３５２９ １８．０２３３

Ｓ －０．３１１１ ２．９０２４ １２．２９１３ １２．１４２８

Ｆ ０．０７３３ ４．４６２３ ９．３９７９ ８．４５０３

Ｒ １．８７３１ １．８４８６ ７．８３１５ １０．３３４１

Ｌ －２．５９１５ －１．０２９８ ３７．３２７５ ４１．５６１０

Ｅ ３．９８７６ ４．９２６０ １０．７７５７ ７．１６８７

ＤＹ －１３．７２１１ －１４．０３８５ ２００．６９６０ ２０３．５２９０

ＤＳ －６．９８８９ －１０．４３９３ １４５．３１１０ １５４．２６９０

ＤＦ －１８．１５９２ －１８．５６２９ ２６１．８２６０ ２７３．５４００

ＤＲ －１３．１０９５ －１０．７１５９ １４６．６５９０ １４１．３７３０

ＤＬ －８．５７６７ －８．７９８６ １２８．６８２０ １３５．６８２０

ＤＥ －１３．４４０８ －１２．４４７７ １７５．９０２０ １８６．４７００

注：４种方法的零假设都是具有单位根；最优时滞采用 ＡＩＣ准则确定；表中的检验结果的显著水平为５％；在原始变
量前面加Ｄ，表示对此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后的新序列。

２．协整检验和协整方程的估计
由于Ｙ、Ｓ、Ｆ、Ｒ、Ｌ、Ｅ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存在协

整的可能，因此可以采用二步检验法进行协整检

验。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本文先对模型（７）、（８）
进行无约束回归分析，并对回归分析产生的残差进

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方程的残差序列没有单位

根，说明可能存在协整关系；然后再进一步进行协

整检验。本文主要采取 ＥｎｇｌｅＧｒａｎｇｅｒ二步法的协
整检验和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迹（ｔｒａｃｅ）检验方法的面板数据
协整检验，表２是基于 ＥｎｇｌｅＧｒａｎｇｅｒ二步法的协整
检验结果。

表２中的检验结果否定了原假设，说明模型
（７）和（８）中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而基于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的ｔｒａｃｅ协整检验结果也支持模型（７）和

（８）中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用面
板模型对两个方程进行回归分析。

表２　基于ＧｒａｎｇｅｒＥｎｇｌｅ二步法的Ｋａｏ协整检验

模型（７）ＡＤＦ检验 模型（８）ＡＤＦ检验

ｔ值 概率 ｔ值 概率

－４．４４２６ ０．００００ －４．３４９１ ０．００００

　注：协整检验的零假设是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

本文利用 ＥＶＩＥＷＳ６．０对模型设定进行协方差
检验，分析结果显示采用等斜率模型较优；然后采

用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和 ＲｅｄｕｎａｎｔＦ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ｓ检验，结
果表明选择截面固定效应与时期随机效应模型较

优。模型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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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模型（７）、（８）主要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７）———产出效应 模型（８）———收入效应

变量 回归系数 Ｔ检验值 概率值 变量 回归系数 Ｔ检验值 概率值

ＣＹ １．３２７４ １２．０７９９ ０．００００ ＣＳ ４．７９９８ ２９．０３９０ ０．００００

Ｆ ０．１７８４ ４．３１６３ ０．００００ Ｆ ０．０５２６ ６．７８２７ ０．００００

Ｒ －０．０９５９ －１２．８１４５ ０．００００ Ｒ －０．０７２３ －１４．４３５１ ０．００００

Ｌ －０．３４５３ －５．２５７２ ０．００００ Ｙｔ－１ ０．４３１３ １８．８２０３ ０．００００

Ｅ ０．８６５０ １２．１２５４ ０．００００

模型（７）的Ｒ２＝０．９７４７，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７３９．１９８０ 模型（８）的Ｒ２＝０．９３１７，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２６９．３５２１

　　模型中各系数的符号与我们理论预期相一致。
其中农业贷款和第一产业产值是正相关的，说明贷

款增长率每增加１％可以促进第一产业产出增长率
上升０．１７％，；而利率和第一产业产值是负相关的，
说明利率下降１％可以刺激第一产业产出增长率上
升０．０９％；在第一产业产值增长率的影响因素中，
土地播种面积增长率的影响作用最大。模型（８）中
Ｆ的系数为正，说明农业贷款投放与农村居民收入
水平之间是正相关的，既农业贷款增长率每增加

１％可以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上升０．０５％；Ｒ的
系数为负，表明利率的调整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是

负相关的，利率下降１％可以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
率上升０．０７％。

模型（７）Ｆ的系数大于模型（８）中Ｆ的系数，说
明农业信贷促进农业产出的增长的作用是比较明

显的，而在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方面的作用比较弱，

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西部地区农村信贷投入结构偏重于农业

生产。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西部地区农村贷

款中投向农业生产类的贷款占比约为８０％，农村乡
镇企业贷款的占比约为２０％；与之相比，东部地区
农业生产类的款占比约为６０％，农村乡镇企业贷款
的占比约为４０％。显然，就贷款投入对第一产业的
贡献来看，投放于农业生产的贷款的产出效应要强

于投放于农村乡镇企业贷款的产出效应，这就导致

了西部地区农业信贷投入的产出效应要好于其收

入效应。

二是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特殊性。

根据有关统计资料，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中

占比由高到低依次是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

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分别为 ６５．９％、

２７．９％、４．０％、２．２％，第一产业生产是西部地区农
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从第一产业的内部分工来

看，农民始终处于产业价值链的最低端，因此尽管

第一产业产出水平在增加，但农民收入的增长却并

不明显。

综合两个模型来看，Ｆ的系数的绝对值都要大
于Ｒ的系数的绝对值，说明农业产出和农村居民收
入对农业信贷利率的变化不敏感。这是因为在农

村金融市场，信贷配给的现象十分普遍，在相对落

后的西部地区，农村信贷供给缺口更大，即使利率

水平发生较大幅度的变化也很难抑制相对旺盛的

信贷需求。

３．信贷资金投入经济效应的省际比较
在等斜率模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截面虚拟变

量ｄｉ的差异性可以对农业信贷的区域效应差异予
以反映。表４给出了个体固定效应截面虚拟变量ｄｉ
的回归结果，为了能够清晰地反映上述差异，本文

对该结果进行了降序排列。

模型（７）的实证结果显示，在西部地区的１２个
省、市、自治区中，农业信贷对第一产业产出作用由

强到弱的依次是四川、广西、云南、内蒙古、贵州、重

庆、陕西、新疆、甘肃、青海、宁夏、西藏，其中排序靠

后的４个省份的截面虚拟变量回归系数为负，说明
这四个省份农业信贷的投放对第一产业产出的影

响作用比较弱。

模型（８）的实证结果显示，农业信贷对农村居
民收入作用由强到弱的省份依次是西藏、宁夏、青

海、内蒙古、重庆、新疆、甘肃、陕西、贵州、广西、云

南、四川，其中排序靠后的９个省份的截面虚拟变量
回归系数为负，说明这９个省份农业信贷促进农村
居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比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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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模型（７）、（８）个体固定效应截面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

省、市、

自治区

模型（７）
系数

省、市、

自治区

模型（８）
系数

四川 １．６１２６ 西藏 ０．７７９８

广西 １．０５４６ 宁夏 ０．６５８５

云南 ０．７８４７ 青海 ０．６１５９

内蒙古 ０．４３０１ 内蒙古 －０．１１８６

贵州 ０．３８５７ 重庆 －０．１２０７

重庆 ０．３８０９ 新疆 －０．１９０２

陕西 ０．３５２６ 甘肃 －０．２６２８

新疆 ０．２１５３ 陕西 －０．３４８４

甘肃 －０．０５３６ 贵州 －０．３８０６

青海 －１．６２３７ 广西 －０．４１４９

宁夏 －１．６４９８ 云南 －０．５１３２

西藏 －１．８８９２ 四川 －０．７２９５

注：本文对模型（７）、（８）截面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分别
进行降序排列。

如果将１９７８—２００９年农业贷款额与第一产业
ＧＤＰ比值的均值进行比较后会发现，比值最高的
两个省分别是宁夏、甘肃，比值最低的两个省分别

是西藏、青海，详见图１。由此可见贷款投入过多
或过少都不利于第一产业产出的增长。信贷投入

不足很难激发农业潜在的生产能力，从而无法形

成有效产出；而贷款投入过多会降低资本的边际

产出率。此外，农业生产所需的土壤、水资源等要

素也会制约农业信贷的产出效应。西藏、青海、宁

夏的耕地面积占比在西部地区处在最末三位，而

宁夏、甘肃的人均水资源量排在西部地区倒数一、

二位，农业信贷资金很难在短期内产生好的效果。

因此信贷投入相对不足的地区要继续加大信贷投

入，而信贷投入相对较多的地区则要调整农业生

产结构，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图１　１９７８—２００９年西部地区各省区农业贷款总额与第一产业产值比值的均值

４．农业信贷资金投入的时期效应
表５给出了农业信贷资金产出效应的时期状

况。从模型（７）的时间虚拟变量的系数变化情况来
看，１９９２年以前都为负，１９９３—１９９８年为正，１９９９—
２００３年又转为负，２００４以后为正。从整体趋势来
看，随着时间的推移，时期随机效应虚拟变量的回

归系数由负变正，说明农业信贷资金的产出弹性和

利率弹性在逐渐得到改善。但农业信贷资金的动

态效应改善仍然面临许多不确定性，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年
中国粮食产量出现缓慢增长，人均粮食产量甚至出

现连续下滑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信

贷资金的产出效应。因此，提高农业信贷效率不能

简单依赖资金投放的增加，提高农业生产所需的技

术、劳动力、土地要素的质量也是中国农业健康发

展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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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模型（７）时期随机效应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

年份 回归系数 年份 回归系数 年份 回归系数 年份 回归系数

１９８５ －１．０９７３ １９９１ －０．２９３７ １９９７ ０．２９２７ ２００３ －０．０４８０

１９８６ －０．９７９９ １９９２ －０．２３４５ １９９８ ０．１７７４ ２００４ ０．１３７２

１９８７ －０．８７３７ １９９３ ０．３４４２ １９９９ －０．１５５９ ２００５ ０．２２１９

１９８８ －０．４７６２ １９９４ ０．６２０３ ２０００ －０．１４５８ ２００６ ０．３０３６

１９８９ －０．０３４７ １９９５ ０．７８９０ ２００１ －０．１０４４ ２００７ ０．５９２６

１９９０ －０．２０７９ １９９６ ０．５８６１ ２００２ －０．１１８２ ２００８ ０．７０５２

注：本文使用平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模型（７）的时间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从１９８５年开始估计；由于农业信贷
的收入弹性较低，本表未给出模型（８）的时期随机效应虚拟变量的分析结果。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面板模型对我国西部地区农业信贷

投入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第一，对西部地区各省区的农业信贷投入、银

行贷款利率和第一产业产值及农村居民收入的面

板回归分析表明，农业信贷投入在促进农业产出增

长方面的作用比较明显，而在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增

长方面则显得比较乏力。农业信贷的产出效应强

于收入效应的原因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是西部地

区农业信贷投入结构偏重农业生产，二是西部地区

农村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第一产业。因此调整农

业信贷投放结构和改善农民收入结构，有助于改善

农业信贷的收入效应。

第二，从农业信贷投入的动态经济效应来看，

西部地区农业信贷资金的产出弹性逐渐得到改善，

农业产出对信贷投入的响应更趋积极。相比而言，

农业产出和农村居民收入对农业信贷利率的变化

不敏感，说明农村金融市场上信贷配给的现象依然

普遍，即使利率水平发生较大幅度的变化也很难抑

制相对旺盛的信贷需求。因此，完善农业信贷的征

信机制不仅可以降低农业信贷风险，而且可以增加

农业信贷资金的有效供给。

第三，对个体固定效应截面虚拟变量回归系数

的分析显示，西部地区农业信贷投入的经济效应存

在省际差异。从第一产业产值增长率对农业信贷

增长率的响应程度来看，四川、广西、云南、内蒙古、

贵州、重庆、陕西、新疆等省份的农业信贷投入的产

出效应较好；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率对农业信

贷增长率的响应程度来看，西藏、宁夏、青海等省份

的农业信贷的收入效应较好。对于农业信贷的经

济效应较差的地区，要加大信贷资金投入，调整农

业产业结构，提高技术、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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