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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户特征、家庭禀赋及社会资本对农户信贷约束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金融抑制对农户信贷约束具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提升农户受教育水平，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农户家庭人均收入，降低农户贷款利率水平，

加强农村金融机构覆盖面，对于降低农户金融抑制程度，缓解农户信贷约束具有基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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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分析

１．社会资本与农户信贷约束
一般认为，社会资本通过充当抵押品和信号

传递影响农户信贷约束。

首先，通过减少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影响农

户信贷约束。农户生产经营规模小、抵押品缺乏，

这使得银行在向农户提供融资时面临较高的信息

不对称，农户的“抵押约束”特性也使得抵押贷款

这一专门用于克服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费用的

交易制度很难适用于农户，银行可以通过获取声

誉、信任、规范与网络等“软信息”表征的社会资

本，减少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

其次，通过“同伴监督”减少道德风险影响农

户信贷约束。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农户地理上的

相对分散往往导致金融机构搜寻信息和监督农户

信用行为的成本很高，依赖于与借款人之间的、基

于地缘及人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资本，可以传

递金融机构需要的农户信息，通过“同伴监督”建

立正向激励机制，“代理”监督借款人的贷款使用

过程，减少借款人资金使用的道德风险，提高农户

信贷资金的可获得性。

再次，通过“同伴压力”强化契约执行影响农

户信贷约束。虽然金融机构对违约借款者实施有

效制裁的能力有限，如果农户之间的社会网络足

够强，一旦出现农户的故意违约行为，就会招致社

区内成员和金融机构的“制裁”①，比如受到社区

成员的排斥和孤立，这种成员间的“制裁”相较于

法律制裁，其效果往往更加有效，有利于信贷契约

执行，增加农户信贷资金获得②。

２．金融抑制与农户信贷约束
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肖③和罗纳德·麦金

农④等人把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市场机制没有

得到充分发挥、金融资产类型单调、金融机构形式

单一、过多的金融管制和金融效率低下等现象，概

括为金融抑制现象。

在我国农村信贷市场上，供给型金融抑制和

需求型金融抑制并存，共同制约着农户信贷约束。

从信贷供给侧来看，国有银行纷纷撤离农村领域，

而体制外的农村民间金融受到政府的严厉管制，

剩下的中国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以及信用合

作社等正规金融机构信贷的有限供给，导致了农

户借款受阻，无法满足农户的信贷需求。从信贷

需求端来看，农业投资的高自然风险，农户经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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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场风险，农村地区的低市场化程度和农村社

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是导致农户减少农业生产性

投入，造成需求型抑制的动因。首先，由于较长的

农业生产周期，以及农产品流通、市场销售链条延

长，农户利用借款进行农业投资存在着较高的自

然风险；其次，农户在信息、技术以及市场等方面

处于劣势地位，农户经营通常面临着比较明显的

市场风险；再次，相较于城市，我国农村地区商品

化程度较低，市场化进程缓慢，农村中的市场渠道

难以拓展，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作用不明显，农户投

资缺乏有效的市场拉动。

３．农户禀赋与农户信贷约束
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对农业生产技术的掌

控能力、信贷流程和政策的了解程度就相对较强，

正规金融机构对其信贷约束就越弱，有助于其获得

信贷资金。农户的年龄与信贷需求（即是否发生信

贷行为）之间为倒“Ｕ”型关系；农户家庭生命周期、
受教育程度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信贷需求；农户的

家庭收入、家庭规模、家庭负担率以及是否购买养

老保险对农户的信贷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研究假说

借鉴国内外现有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经

验，通过前文对影响农户信贷约束因素的理论分

析，构建如图１所示的农户信贷约束主要影响因

素假说模型。该模型包含了５个结构变量，分别
为农户信贷约束、农户特征、社会资本、家庭禀赋

和金融抑制。单项箭头表示“因”变量对“果”变

量的直接效应，双箭头表示两个变量间的相关

关系。

二　量表设计、数据收集与模型设定
（一）量表设计

通过前文分析，农户信贷约束主要受农户特

征、家庭禀赋、社会资本、金融抑制等因素的共同

影响。本文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结合农户信贷约束调查的实际需要，针对农户信

贷约束假说模型设计问卷，采用封闭式题型设计

量表；２０１６年 ９月选择衡阳市进行了预调研，后
征求专家意见对问卷进行分析与修改，最终，调查

问卷的内容包括：（１）农户自身特征，如户主性
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和健康状况等内容；（２）家
庭禀赋状况，包括家庭劳动力人口、家庭人均纯收

入与家庭经营类型等 ３项内容；（３）社会资本因
素，主要包括农户的政治与组织关系、金融机构关

系、亲戚关系和邻里关系４项内容；（４）金融抑制
因素，主要包括农户与金融机构距离、可贷金融机

构家数与农户对利率的主观认知等３项内容。相
关变量的含义和取值见表１。

图１　农户信贷约束影响因素的假说模型

表１　变量的测量指标

潜变量
观测变量

符号 变量释义

农户特征

（ＦＣ）

ＦＣ１ 户主年龄：２０岁以下＝１；（２０－３０］＝２；（３０－４０］＝３；（４０－５０］＝４；（５０－６０］＝５；６０岁以上＝６

ＦＣ２ 受教育年限：３年以下＝１；（３－６］＝２；（６－９］＝３；（９－１２］＝４；（１２－１５］＝５；１５年以上＝６

ＦＣ３ 健康状况：丧失劳动能力＝１；经常生病＝２；偶尔生病＝３；一般＝４；比较健康＝５；非常健康＝６

家庭禀赋

（ＦＥ）

ＦＥ１ 劳动力数量：１人＝１；２人＝２：３人＝３；４人＝４；５人＝５；６人＝６；７人以上＝７

ＦＥ２ 人均纯收入：０．５万以下＝１；（０．５－１］＝２；（１－１．５］＝３；（１．５－２］＝４；（２－２．５］＝５；（２．５－３］＝６；３万以上＝７、

ＦＥ３ 经营类型：普通农户＝１；兼业农户＝２；专业农户＝３；非农户＝４

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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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潜变量
观测变量

符号 变量释义

社会资本

（ＳＣ）

ＳＣ１ 组织与政治关系：中共党员或村干部＝１；不是＝０

ＳＣ２ 金融机构关系：有亲戚或朋友是乡镇干部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１；没有＝０

ＳＣ３ 亲戚关系：亲戚数量５家以下＝１；（５－１０］＝２；（１０－１５］＝３；（１５－２０］＝４；２０家以上＝５

ＳＣ４ 邻里关系：非常不和睦＝１；比较不和睦＝２；一般＝３；比较和睦＝４；非常和睦＝５

金融抑制

（ＦＲ）

ＦＲ１ 与最近金融机构距离：１公里以内＝１；（１－２］＝２；（２－３］＝３；（３－４］＝４；（４－５］＝５；（５－６］＝６；６公里以上＝７

ＦＲ２ 可贷金融机构家数：５家以上＝１；５家＝２；４家＝３；３家＝４；２家＝５；１家＝６；无可贷金融机构＝７

ＦＲ３ 对贷款利率主观认知：显偏高，很低＝１；较低＝２；一般＝３；较高＝４；很高＝５

信贷约束

（ＣＣ）

ＣＣ１ 供给型约束：向金融机构申请过贷款，没有全部批准＝１；向金融机构申请过贷款，全部批准＝０

ＣＣ２ 需求型约束：需要贷款，但没有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１；不需要贷款，且没有向金融机构申请过贷款＝０

　　（二）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调研范围为湖南省，首先，采用逐级

分层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怀化、湘西自

治州、岳阳、常德、衡阳、永州、长沙和湘潭分别为

大湘西、环洞庭湖、湘南３市和长株潭４大区域板
块中的代表，并在怀化、湘西自治州、岳阳、常德、

衡阳、永州、长沙和湘潭分别确认沅陵、溆浦、古

丈、花垣、平江、华容、桃源、石门、衡南、常宁、祁

阳、江永、宁乡、浏阳、湘潭和湘乡选择样本进行调

查。为使样本对总体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本次调

研在每个采样县市区随机选择２个乡镇，在每个
乡镇随机选择１个行政村，在每个行政村随机选
择１２户农户。共计发放问卷 ３８４份，回收问卷
３２１份，有效回收率为８３．６％。

通过分析，发现受访农户信贷约束严重。在

３２１名受访农户中，有９７名农户向正规金融机构
申请了贷款，占总人数的 ３０．２％，其中 ４７人（１４．
６％）获得了全额贷款，其余５０人（１５．６％）没有获
得全额贷款，面临供给型信贷约束的农户占样本

总量的１５．６％；在没有向银行申请贷款的 ２２４人
中，有１０２名（３１．８％）受访者是因为不需要贷款，
其余１２２名（３８．０％）受访者不申请贷款是因为不
知道如何申请、估计贷款不会被批准、申请过程麻

烦以及贷款利率太高等，面临需求型信贷约束的

农户占样本总量的３８．０％，总体上受到信贷约束
农户占样本总量的５３．６％。

（三）模型设定

结构方程模型（简称 ＳＥＭ）包括结构模型和
测量模型两个基本的模型，结构模型是潜在变量

间因果关系模型的说明，测量模型由潜在变量和

观测变量组成，是一组观测变量的线性函数。农

户信贷约束属于农户的主观认识，具有难以直接

测量与难以避免主观测量误差的基本特征，结构

方程模型为难以直接观测的潜变量和难以避免的

误差，提供观测和处理的分析工具，因此，本文将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信贷约束及其主要影

响因素。

结构方程模型一般由三个矩阵方程式表示：

η＝Βη＋Γξ＋ζ （１）
Ｙ＝Λｙη＋ε （２）
Χ＝Λｘξ＋σ （３）
方程（１）为结构模型，η作为果的内生潜在

变量，ξ作为因的外生潜在变量，Β和 Γ分别为
结构系数矩阵，ζ是结构模型中的干扰因素或残
差值。方程（２）和方程（３）为测量模型，Χ为外生
潜在变量的观测变量，Ｙ为内生潜在变量的观测
变量，Λｘ与Λｙ为指标变量（Ｘ、Ｙ）的因素负荷量。

三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效度与信度检验

效度表示测量工具或手段准确度量被测事物

的程度，主要包括内容效度和建构效度。内容效

度是指所设计的调查问卷选项是否具有代表性，

能否测验检测对象的特质，达到所要测量的目的。

本次调查问卷潜变量题项的设定是基于相关理论

与文献综述，并多次由专家审查和修订，内容上具

有良好的逻辑基础，因此，问卷题项具有较好的内

容效度。问卷的建构效度是指测量工具能够测量

理论的概念或特质的程度。通常来说，如果选择

的样本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则认为样本数据具

有较好的建构效度。我们将数据输入 ＳＰＳＳ２２．０
软件以后，如表３所示，农户信贷约束及其主要影
响因素的 ＫＭＯ测试数据介于 ０．７８４与 ０．８７４之
间，均大于０．７，同时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检验值达到显著，说
明样本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各观测变量的因素

负荷量介于０．７７３～０．９４３之间，均大于０．５０小于
７２１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０．９５，表示量表的基本适配指标理想；各潜变量的
累计方差解释介于７５．８９７％～８２．３７９％之间，大于
评价标准值 ７０％，调查量表具有较高的建构
效度。

信度检验用来测量问卷结果的稳定性或一致

性的程度。我们采用了常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
系数作为信度检验的测量指标。一般来说，如果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系数小于０．６，认为问卷的信度
不足；如果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系数在 ０．６～０．８之
间，表示问卷具有相当的信度；如果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系数大于０．８，表示问卷的信度非常好。农
户信贷约束方程模型各潜变量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系数（见表２），介于０．７４０～０．８９０之间，大
于评价标准值 ０．６，说明调查量表具有较高的
信度。

（二）模型拟合

在评价结构方程模型整体和拟合度适配度之

前，首先需要检验模型是否存在“违反估计”，检

验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输出的标准化系数和测

量误差值是否可以接受。为此，我们对前文设计

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从输出结果发现，模型

的各项拟合指标以及路径系数非常小，性别、耕地

面积和家庭年收入的估计值标准化系数超过 １，
且误差变异数为负值，超出了可接受的范围，删除

了性别、耕地面积和家庭年收入３个因素后，最终
得到图２所示的模型。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估
计值显示，标准化系数的估计值都没有超过０．９５，
没有出现负的误差变异数和极端的标准误差，潜

变量间协方差标准化估计值的相关系数没有大于

１，这表明，该模型没有出现“违反估计”问题。
本研究整体模型适配度检验统计量见表 ３。

卡方（χ２）值为 １８７．０２８，卡方自由度为 ２．３３８，小
于评价标准３，说明假设模型与实际样本数据适
配程度良好。ＧＦＩ值为 ０．９３０（＞０．９），ＮＦＩ值为
０９２４（＞０．９），ＩＦＩ值为 ０．９２９（＞０．９），ＴＬＩ值为
０９４４（＞０．９），ＣＦＩ值为 ０．９５８（＞０．９），ＰＣＦＩ值为
０７３０（＞０．５），ＰＮＦＩ值为０．７０８（＞０．５），说明本文
提出的因果关系模型与实际调查数据契合，图 ２
的路径分析的假说模型得到了支持，模型的整体

拟合度很好。

表２　调查问卷的信度与效度分析结果

潜变量 观测变量 ＫＭＯ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检验
（显著性）

因子共同成分
累计方差解释

（％）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

农户特征

ＦＣ１
ＦＣ２
ＦＣ３

０．７９８
６１１．３３７
（０．０００）

０．９１１
０．９４３
０．８６１

８２．０６６ ０．８９０

家庭禀赋

ＦＥ１
ＦＥ２
ＦＥ３

０．７８８
４３９．５８４
（０．０００）

０．９１１
０．８９７
０．８０８

７６．２２２ ０．８４３

社会资本

ＳＣ１
ＳＣ２
ＳＣ３
ＳＣ４

０．８７４
６２５．５１７
（０．０００）

０．７７３
０．９０３
０．８３６
０．８４１

８０．４７６ ０．８５９

金融抑制

ＦＲ１
ＦＲ２
ＦＲ３

０．７８９
２０９．９２３
（０．０００）

０．８０８
０．８１９
０．８０８

７５．８９７ ０．７４０

信贷约束
ＣＣ１
ＣＣ２

０．７８４
２０３．１４９
（０．０００）

０．９０８
０．９０８

８２．３７９ ０．７８６

表３　ＳＥＭ整体适配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及拟合结果

统计

检验量

绝对适配度指标

χ２ χ２／ｄｆ ＧＦＩ ＡＧＦＩ ＲＭＳＥＡ

增值适配度指标

ＮＦＩ ＩＦＩ ＴＬＩ ＣＦＩ

简约适配度指标

ＰＣＦＩ ＰＮＦＩ ＡＩＣ

实际值 １８７．０２８ ２．３３８ ０．９３０ ０．８９５ ０．０６５ ０．９２４ ０．９２９ ０．９４４ ０．９５８ ０．７３０ ０．７０８ ２６７．０２８

标准 愈小愈好 ＜３ ＞０．９ ＞０．９ ＜０．０８ ＞０．９ ＞０．９ ＞０．９ ＞０．９ ＞０．５ ＞０．５ 愈小愈好

结果 理想 理想 理想 接近 接近 理想 理想 理想 理想 理想 理想 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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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路径

　　（三）模型结果分析
１．假设检验及结果
表４给出了农户信贷约束影响因素模型假设

的标准化系数、非标准化系数、标准误差、临界比

率值及Ｐ值。结果表明，所有的理论依据都被调
查问卷获得的相关数据得以证实，都通过了显著

性检验。农户特征对农户信贷约束产生负向的直

接影响效果（β１＝－０．４０）；农户特征对金融抑制产

生负向的直接影响效果（β２＝－０．２７）；家庭禀赋对
农户信贷约束产生负向的直接影响效果（β３＝－
０２２）；家庭禀赋对金融抑制产生负向的直接影
响效果（β４＝－０．１４）；社会资本对农户信贷约束产
生负向的直接影响效果（β５＝－０．１１）；社会资本对
金融抑制产生负向的直接影响效果（β６＝－０．４９）；
金融抑制对农户信贷约束产生正向的直接影响效

果（β７＝０．２６）。

表４　假设及显著性检验

假设 标准化系数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差 临界比率值 Ｐ 检验结果

Ｈ１：农户特征与信贷约束存在负相关关系 －０．４０ －０．４１ ０．０６ －６．２６  支持

Ｈ２：农户特征与金融抑制存在负相关关系 －０．２７ －０．２６ ０．０６ －４．３１  支持

Ｈ３：家庭禀赋与信贷约束存在负相关关系 －０．２２ －０．２３ ０．０６ －３．７４  支持

Ｈ４：家庭禀赋与金融抑制存在负相关关系 －０．１４ －０．１３ ０．０６ －２．１９  支持

Ｈ５：社会资本与信贷约束存在负相关关系 －０．１１ －０．１２ ６０．０５ －２．３３  支持

Ｈ６：社会资本与金融抑制存在负相关关系 －０．４９ －０．４７ ０．０７ －６．６５  支持

Ｈ７：金融抑制与信贷约束存在正相关关系 ０．２６ ０．２７ ０．０５ ５．１７  支持

　　注：临界比率值等于参数估计值与估计值标准误差的比值，如果此值的绝对值大于１．９６，则参数估计值达到０．０５显著性水平，大于

２．５８，则参数估计值达到０．０１显著性水平，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

　　２．潜变量间影响效应分析
表５是模型潜变量之间的影响效应，在４个

影响农户信贷约束的因素当中，农户特征对农户

信贷约束的影响最大（－０．４７６），这意味着农户年
龄、农户受教育水平以及农户的健康状况是影响

农户信贷约束的重要因素，间接效应（－０．０７１）小
于直接效应（－０．４０５），说明中介变量的作用很
小，这意味着农户特征是导致农户积极利用信贷

市场的直接因素。其次是金融抑制因素（０．２６０），
农户距离金融机构的距离、农户可贷款金融机构

数量以及农户对贷款利率的主观认知对农户信贷

约束有直接影响。再次是家庭禀赋因素（－
０２５９）和社会资本（－０．２３８），家庭禀赋的直接效
应（－０．２２３）大于间接效应（－０．０３６），说明劳动力
人口、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家庭经营类型是影响农

户信贷约束的直接因素；而社会资本的直接效应

（－０．１１２）小于间接效应（－０．１２６），表明社会资本
通过中介变量对农户信贷约束产生间接影响

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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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潜变量之间的影响效应

变量关系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信贷约束＜－－－农户特征 －０．４０５ －０．０７１ －０．４７６

信贷约束＜－－－家庭禀赋 －０．２２３ －０．０３６ －０．２５９

信贷约束＜－－－社会资本 －０．１１２ －０．１２６ －０．２３８

信贷约束＜－－－金融抑制 ０．２６０ ——— ０．２６０

　　３．测量模型分析
表６揭示了观测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相互关

系，可以看出：（１）在反映农户特征的３个观测指
标中，农户受教育水平、农户年龄和农户健康状况

对农户特征影响的标准化系数依次为 ０．９５５、
０８６９、０．７５４，农户受教育水平是农户自身特征潜
变量中最显著的因素。（２）在反映家庭禀赋的 ３
个观测指标中，农户家庭劳动力、家庭人均纯收入

和家庭经营类型影响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０．８９９、
０８５９、０．６５７，农户家庭劳动力人口对农户家庭禀
赋潜变量的影响最大。（３）在反映社会资本的 ４
个观测指标中，农户与金融机构关系、邻里关系、

亲戚关系和组织与政治关系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

０．８８８、０．８０１、０．７６７、０．６７３，农户与金融机构关系
对社会资本潜变量影响最显著。（４）在反映金融
抑制的３个观测指标中，农户对贷款利率的主观
承受、可贷金融机构家数和与最近金融机构距离

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０．７２８、０．７０３、０．６６２。（５）在
反映信贷约束的２个观测指标中，需求型信贷约
束和供给型信贷约束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０．８２６、
０．７８４。

表６　观测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

路径 标准化系数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差 临界比率 Ｐ

ＦＣ３＜－－－农户特征 ０．７５４ １．０００

ＦＣ２＜－－－农户特征 ０．９５５ １．２５７ ．０７２ １７．３９０ 

ＦＣ１＜－－－农户特征 －０．８６９ －１．１７１ ．０７１ －１６．４６３ 

ＦＥ３＜－－－家庭禀赋 ０．６５７ １．０００

ＦＥ２＜－－－家庭禀赋 ０．８５９ １．３９６ ．１１１ １２．５５４ 

ＦＥ１＜－－－家庭禀赋 ０．８９９ １．３６６ ．１０８ １２．５９４ 

ＳＣ４＜－－－社会资本 ０．８０１ １．０００

ＳＣ３＜－－－社会资本 ０．７６７ ．９４７ ．０６５ １４．６１０ 

ＳＣ２＜－－－社会资本 ０．８８８ １．０６２ ．０６２ １７．０４４ 

ＳＣ１＜－－－社会资本 ０．６７３ ．７９９ ．０６４ １２．４６８ 

ＦＲ１＜－－－金融抑制 ０．６６２ １．０００

ＦＲ２＜－－－金融抑制 ０．７０３ １．００８ ．０９８ １０．３３７ 

ＦＲ３＜－－－金融抑制 ０．７２８ １．００２ ．１０１ ９．９０４ 

ＣＣ２＜－－－信贷约束 ０．８２６ １．０００

ＣＣ１＜－－－信贷约束 ０．７８４ ．９９４ ．０７９ １２．５１７ 

　　四　主要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结构方程模型，以湖南省８个地级

市１６个县（市、区）３２１户农户为样本，对影响农
户信贷约束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

明：（１）农户特征、家庭禀赋及社会资本对农户信
贷约束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农户信贷约束

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其中，农户特征因素对农

户信贷约束的影响最大，家庭禀赋因素的影响次

之，而社会资本因素的影响则显得稍小；金融抑制

对农户信贷约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２）农户
受教育水平是农户自身特征潜变量中最显著的因

素。农户受教育水平越高，其对农村金融机构信

贷政策、信贷流程的理解越深刻，农户获得正规信

贷的可能性越大，正规金融机构对其信贷约束就

越小。（３）农户家庭劳动力人口和农户家庭人均
纯收入这两个可测变量对农户家庭禀赋潜变量的

影响程度大致相当，影响方向一致。即农户家庭

劳动力人口越多，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越高，越容

易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受到的信贷约束越

少。（４）是否有亲戚或朋友在农村金融机构工作
是对社会资本潜变量最显著的影响因素。这是因

为基于血缘、地缘建立起的社会资本是物质抵押

品的有效替代，社会资本通过充当抵押品和信号

传递影响农户借贷行为，从根本上解决农户信贷

约束。政治与组织关系、亲戚关系和邻里关系对

社会资本潜变量也存在着显著影响，说明不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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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社会资本能显著缓解正规信贷约束。（５）农户
可贷金融机构家数是金融抑制潜变量中最显著的

因素。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供给型金融抑制，

农村可贷金融机构家数能较好的度量农村信贷市

场上供给型金融抑制，增加农户可贷金融机构家

数，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缓解

农户信贷约束。

基于相关分析，在政策上，第一，缓解农户信

贷约束需要提升农户的受教育水平。我国农村地

区受教育水平整体偏低，是制约农户信贷约束的

重要原因。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发

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对缓解农户信贷约束刻

不容缓。第二，提高农户家庭人均收入。农户家

庭人均收入的提高，有助于农村金融机构增加对

农户的贷款。农村金融机构实施“差异化”的信

贷政策，增加对较低收入农户的信贷支持，助其摆

脱“贫困陷阱”，加大高收入农户信贷支持，发挥

信贷对高收入农户增收的边际效应和示范效应。

第三，降低涉农贷款利率水平。构建政策性金融、

商业性金融、合作金融与民间金融等形式多样、功

能互补、有序竞争的农村金融体系，建立科学有效

的涉农贷款利率定价机制，合理确定与当地农村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利率浮动幅度。第

四，增加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谨慎地权衡着“商业

目标”和“政策目标”。为此，金融机构要合理甄

别和选择信贷筛选标准，减少不当“排斥”行为等

隐性障碍，增加其信贷覆盖面。

另外，农户社会资本是缓解农户信贷约束的

重要因素之一，因此，缓解农户信贷约束困境，可

以通过构建高效、有序和开放的农户与金融机构

信息联结机制，加强农户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

沟通，进而实现农户增收和金融支农目标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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