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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收入水平与金融行为的相关性研究 

—基于浙江省农户的数据分析 

潘昶靓 

（浙江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 文章以浙江省农户为样本，调查收集 1978—2012 年浙江地区农民的收入水平数据和金融行为的信息，

分析农户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下的金融行为，指出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下农户的金融行为给农户带来的影响及可能产生

的其他的影响，并在数据分析基础上给予相关政策性建议。这对于今后研究农户的收入水平与金融行为有一定的借

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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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地不断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提升，收入水平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此时农民的生活范畴不再只限于农田的耕作，收入也不再仅限于农产品的销售收入。更多的农民在维持农田耕作

的基础上开始以其他的方式获取收入，收入的增加使得农民有更大的支配空间去安排自己收入的使用。这使得对农民对收入的

来源，使用以及农民在收入水平的不断变化下金融行为的调查研究有了意义。选择农户的收入水平和金融行为为调查对象，一

方面是因为农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最核心的因素，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化建设有重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基于数据的

可得性。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选择农户收入水平与金融行为为研究对象，以农民组成的家庭———农户为调查单位，借鉴国内外的

研究成果，结合实际调查收集的数据和信息，分析农户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下发生的金融行为。 

二、农户收入水平与金融行为的理论分析 

（一）概念界定 

1.农户的概念。农户，即农民家庭，户口落在农村的家庭。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户更大的意义上指的是务农的家庭。但

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的收入水平快速地提高，生活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东部沿海地区的大部分农户已经不再是以

务农为主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浙江省作为东部沿海地区相对发达的地区，就是一个典型的农户生产方式改变较大的地区。现

阶段，浙江省大部分地区的农户已经没有进行土地的承包经营，生产方式也不再是单一的聚集在土地上进行劳作，收入也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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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只是单一的农作物的销售收入和家庭消费自产农作物的收入。生产类型已经从单一的在土地上进行生产到现在的企业就业、

打工、办厂、经商、运输、利息红利租金等方式进行生产而获取收入。 

2.农夫收入水平的定义。农户的收入水平即一个农民家庭的总收入，包括家庭户主和所有就业的家庭成员的收入。随着农

民的生产方式发生改变，农民的收入水平也相应的发生变化。收入的类型开始变得多样，工资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收入等

等，其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浙江地区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农户开始进行办厂，经商等方式进行生产而放弃土地的

生产，使得经营性收入的比重上升，但是由于这一代农户户主的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大多数集中在小学和初中的教育阶段，

农户承受风险的能力还是相对较小，所以现阶段浙江地区的农户收入普遍以工资收入为主，即农民在企业就业，打工，临时帮

工所取得的收入为主。而同时，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浙江农村的土地很大部分被征用用来发展经济。农民手中失去了土地，

即使还有土地的农民，能用来进行耕作的土地面积也十分的小，不能进行大规模的农作物的种植，只能种植一些日常农户自己

消费的农作物，像是蔬菜等，所以农户的农业销售收入大大的下降，很多拥有农村户籍的农户基本上已经没有农业销售收入这

一块。 

3.农户金融水平的界定。农户的金融行为包括农户借贷行为、信用表现、金融参与意识等具体活动方式与意识形态（钱水

土、刘芸，2010）。由于这一代农户的户主的受教育水平相对偏低，他们潜意识里的保守的想法使得他们的对资金的使用十分的

看重，最主要是要以安全为主，稍有风险的金融行为也是他们所不愿意接受的，所以对农户的金融行为的定义很大程度上可以

定义为农户的借贷行为。农户发生的金融行为大部分就是钱的借贷的行为，而这个借贷的首要条件是以资金的安全为主的。农

户日常也不会进行什么金融行为，特别是投资性行为。农户开展借贷行为的时候常常说明他们手上有了闲置的资金或是他们急

需要用资金。基本上农户的金融行为包括： 

（1）农户手上有了闲钱，大部分的农户会选择将钱存在银行或是信用社。尽管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存款利率比其他的投资性

工具的预期收益低很多，但是安全是农户最首要考虑的问题。银行在他们的观念中是不会倒闭且信用度极高的金融场所，所以

银行是他们将闲置资金存入的最主要的地方。 

（2）农户的闲置资金还会借给亲戚朋友，给亲戚朋友进行应急。在浙江地区，大部分的亲戚朋友间的借款也还是有利息的，

并且这个利息相对银行还是较高的，所以亲戚朋友这些相熟度高且利息较高的资金的借出也是农户乐见其成的。 

（3）农户缺钱时往往第一步想到的借钱方是亲戚朋友。同时，农户最愿意借钱的地方也是亲戚朋友处。首先，亲戚朋友的

相熟度很高，大家都是相互熟知的，同时因为还有一层亲戚的关系会让农户心理上产生亲戚是一定会借钱给他们的感觉且亲戚

间的借钱有很多的条件可以进行协商和宽限，比如说还款的日期等等。其次，银行等金融机构对贷款的门槛较高，根本无法给

农户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贷款类型和他们所能接受的贷款利率。且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宣传力度也不够，对农户这一块的贷款方面

也不够重视。当然农户需要资金时，他们所需的资金的数值相对于企业的贷款那就十分的渺小，所以银行对农户的贷款这一块

的研究和方案还是迟迟没有完善。最后，由于这一代的农民对金融机构的认知度不高，他们对银行的观念还是认为那是一个他

们除了存款没有其他用途的金融机构，根本没有意识到从银行贷款这回事，这也是农户在缺钱时最主要的筹集资金的方式是亲

戚朋友处筹集的原因之一。 

（二）农户收入水平与金融行为的机理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的收入水平得到了稳步提升。1978 年农村居民收入仅为 133.6 元；1995 年增至 1 577.7 元，

突破 1 500 元大关；2000 年增长至 2 253.4 元；2005 年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突破 3 000 元，增至 3 254.9 元；2009 年达到

了 5 153.0 元，是 1978 年的 38.57 倍，平均年增长率为 117.41%（蔡海燕、杜晓东、赵丽宏、王新栋，2010）。这一系列快

速增长的数字极大的反映出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速度之快和收入数额增加之多。从上述的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农民收入

水平的增加，农民从改革开放后生活质量也有所提高。在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的同时，农户，作为一个农民组成的家庭，他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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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样来处理那些闲钱，就是除去日常的开销所需要的资金和应急必备的一些资金之外还有的多余的资金他们是怎么样去处理

的。同时，虽然说农民的收入水平快速地提高，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急需要贷入资金用以某些目的，如建造房屋、

进行投资、经商办厂或是用于某些突发状况，在农户需要资金时，他们会向谁或是说什么机构进行进行资金的借入也是值得深

思的一个问题。在农户进行资金的借贷的问题上，他们的金融的意识和意愿也是在研究农户收入水平与金融行为及其影响的一

个很重要的方面。当然，农户的收入水平提升的如此之快，他们对资金的处理方式是否随着收入的改变而有所改变，改变的形

式是怎样，现在发展成为一种怎么样的局面这也都是需要进行探讨的问题。 

在农户收入水平不断增加的过程中，农户收入也产生了一定的收入差距，即产生高收入农户和中低收入农户。在收入产生

差距的农户群体之间，他们的金融行为也会出现不同的地方，如高收入的农户群体，由于他们的资金借贷金额相对较大，他们

的资金的贷入可能会寻求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金贷入，而中低收入的农户群体更多的会是寻求亲戚朋友这些非金融机构处的帮

助；高收入农户群体的资金需求更多是为了扩大再生产的需要，需要购买机器设备或是增加经营预算的需要，而中低收入的农

户群体需要资金更多的是解决生活中的某些需要，像是子女教育费用，看病或是用于日常生活的周转等等。这些差别也都会是

农户在不同收入水平下的一个金融行为的差别。 

三、农户收入水平与金融行为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假设及模型设计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我们不难推导出农户的收入水平和储蓄存款之间的关系以及农户收入水平

与农业贷款的关系。为此，本文将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 1：农户的收入水平和储蓄存款呈正相关的关系。 

假设 2：农户的收入水平和农业贷款成负相关的关系。 

本文使用广义最小二乘法（OLS 模型）进行估计，建立多元回归计量模型如下： 

i=1，2，„，K；t=1，2，„，T 

其中 Xit是 1*K 维解释变量向量，它是与农户收入相关的变量，K 是相关解释变量个数的总和；C1 是 K*1 维系数向量。 

（二）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本文所采取的数据来自中国金融统计年鉴，浙江省统计年鉴，并在数据的采集时进行了整理和剔除。由于数据采集时 1978

—1984 年的数据的缺失，所以本文采集的 数 据 时 间 为 1985—2012年，此样本数据也同样能解释农户的收入水平和金融行

为的关系问题。将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 Yt，农户储蓄存款作为解释变量 X1t，农业贷款作为被解释变量 X2t。 

（三）应用逐步回归法确定回归模型 

将样本数据导入 spss13.0，通过其绘制的散点图发现，被解释变量 Yt 跟解释变量 X1t，X2t 存在线性相关关系。为了进

一步证实上文提出的假设，我们将应用逐步回归法确定回归模型。 

1.农民人均纯收入 Y与农户储蓄存款 X1t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为：Yt=1313.293+2.397X1t+μ（7.52）（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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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2
=0.9514 F=450.3104 D.W.=0.2595 

2.农民人均纯收入 Y 与农业贷款 X2t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为：Yt=1978.106+5.0075X2t（7.65） （12.34）R2=0.8687 F=152.2627 D.W.=0.1145 

在显著性水平 α=0.05 下，F（1，23）=4.28。显然各个变量的 F 值都大于它，且农户储蓄存款 X1t 的 F 统计量值大于

农业贷款 X2t的 F 统计量值，故将农户储蓄存款 X1t加入方程，方程变为： 

Yt=1313.293+2.397X1t+μ（7.52） （21.22） 

R2=0.9514 F=450.3104 D.W.=0.2595 

3.农民人均纯收入 Y，农户储蓄存款 X1t和农业贷款 X2t的回归分析： 

通过检验，将变量 X2t加入方程。 

回归方程为： 

Yt=747.0336+4.8673X1t-5.4803X2t+μ（5.09） （11.48） （-5.48） 

R2=0.9812 F=575.1864 D.W.=1.4513 

从回归方程的各项数据可以得出：首先方程的拟合优度很好，R2=0.9812 说明模型在整体上拟合的非常好。在显著性水平 α

=0.05 下，查 t 分布表中自由度为 22 的临界值为 2.074，各项的 t 检验值绝对值都通过检验。 

（四）回归结果及分析 

从模型数据可以看出，β1>0，说明农民的收入水平和储蓄存款呈正相关的关系，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储蓄存款也相应的

提高。同时储蓄存款的提高也说明农民的收入水平得到了提高。β2<0，说明农民的收入水平和农业贷款成负相关的关系，农民

的收入水平得到了提高，所采取的贷款数额会相应的减少。这符合现阶段农民的生活状况。在现实的生活中，农民参与贷款的

行为与收入水平的负相关关系也在逐步的下降，农民的收入水平得到了提高，农民可能还是会参与贷款去进行更大的生产的需

要。 

四、结论和建议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户的收入水平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与此同时，浙江省农村金融

业初见端倪。农户开始改变生产方式，由土地生产转向工厂、企业，或是自主经营等方式进行生产；收入的类型也发生了变化，

由单一的农业销售收入转向工资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收入、投资收入等；收入的水平增长幅度也从平稳增长过渡到快速增

长趋势。浙江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也导致了农村的“办厂热”现象。大部分农户开始向着经营领域进军，从而导致农户收

入水平产生极大的差距，具体表现为高收入农户和中低收入农户之间差异巨大。总体来说，浙江省农户的收入水平逐年快速的

增长，金融行为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下和不同的收入群体中都产生了差距。农村金融的大力发展要求农村金融体系的完善和相应

制度，政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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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合理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清楚的了解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对资金的借贷的需求，建立合理完善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以不同收入层次的农户的切实

需求为导向，建立起能实际解决农户不同金融需求的定位明确，服务到位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在银行等金融机构内部应出台

针对农户借贷的业务，对不同需求的农户提供不同的金融服务，切实改善农户的金融接待条件，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水平。 

（二）政府部门继续加大对农民的惠农政策，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农户的收入水平在改革开放后有了极大地提高，在此基础上，政府部门应再接再厉，提出更多的惠农政策，切实解决农民

的民生问题，确保农户继续保持收入增长，生活质量提高的步伐。农户在转变了生产的领域后，在新的领域内会出现不能很好

的适应等问题，导致农户的收入水平减少等情况，政府要做好农民转型的工作，确保农民能在新的岗位上创造更多的价值。同

时防止农户收入水平差距过大。 

（三）加大对农户宣传金融借贷的力度, 建立良好的农村金融环境 

农户对资金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借贷的知识极度缺乏，在需要资金的借贷时，极少有农户会想到去金融机构进行资金的借

贷，因此银行等融机构应该做好向农户宣传的工作，让农户了解农户和银行之间可以进行的金融方面的业务，搭建农户和金融

机构的合作桥梁。同时，要对农户进行信用制度的宣传，加强对农户的诚信教育，使得农村的金融借贷行为呈现出良好的信用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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