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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配给条件下农村金融体系的优化研究 

——基于襄阳市农村小额信贷需求的分析 

王 芬   冯 云 

（湖北文理学院 经济与政法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摘 要] 依托现代信贷配给理论，以湖北省襄阳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近10 年存贷款的数据分析为切入点，辅以

地区小额信贷机构存贷款数据，得出襄阳存在农村金融抑制现象。并通过对该市农村地区小额信贷需求的抽样问卷

调查，对影响农民小额信贷需求因素进行分析，探索襄阳农村金融机构信贷配给行为的制约与影响因素及小额信贷

组织目标人群上移的原因。提出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搭建输血机制与供血机制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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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二五”期间，中国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和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农村小型金

融组织和小额信贷，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但是二元经济结构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阻碍了农村金融深化。以湖北省襄阳市为例，

目前襄阳市小额贷款公司有9 家，作为非政府小额信贷组织，缓解了当地部分农户的资金需求压力，弥补了农村金融服务供给

不足的问题，但面临着法律规范缺失，资本短缺，服务水平低，可持续发展能力弱等问题。本文从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政府小额

信贷组织的供给角度出发，基于襄阳市农村小额信贷需求的分析，对信贷配给条件下农村金融体系的优化研究作出相关探索。 

1 信贷配给相关理论简述 

1.1 信息不对称理论 

Akerlof，G & Spence，A.M.& Stiglitz，J. 提出信息不对称理论，并用该理论对信贷市场进行分析，指出信贷市场上的

信息不对称影响市场效率。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中，信息不对称不仅导致农村金融组织积累大量不良金融资产，而且导致农村

金融资金大量外流。信息不对称不仅影响农村金融效率，而且进一步影响了农村金融结构。 

1.2 信贷配给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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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曾经提到信贷配给，他认为信贷配给是一种现象，即银行通过改变贷款规模或调整信贷安排来影响

投资，而不需要改变利率水平。广义的信贷配给是指由于报出贷款利率低于瓦尔拉市场出清利率，存在对贷款的超额需求。这

种超额需求因政府是否管制可分为均衡与非均衡两种情况。在现实中，根据对超额需求的定义及其长短期，考虑导致贷款效率

低的各种因素等，可分为利率配给、见解分歧配给、红线注销及纯粹的信贷配给等类型。 

2 襄阳市农村金融机构存贷款分析 

2013 年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2181.96亿元，比上年末增长20.21%；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1244.79 亿元，增长24.57%。存贷款的比率约为1.7529，贷款金额远远低于存款金额。年末农村信用社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

104.9 亿元，比上年减少44.49%； 人民币贷款余额67 亿元，比上年末减少44.78%。存贷款的比率约为1.5661，同样是存款金

额远高于贷款金额。农村合作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73.26 亿元，比上年增加27.94%，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20.26 亿元，比

上年增加20.92%。可见，襄阳市农信社存贷款额在相对减少，大部分金融机构的存款金额远高于贷款金额。 

统计数据表明存贷款数量同方向变动，而作为扶持农村的主要主力军的信用社在11 年前贷款总额持续增长，2012 年增长

速度放缓，到2013 年呈快速下降趋势，作为主力军的信用社贷款数额急剧下降。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中占主导地位，对农村

经济发展、农民增收脱贫、农业产业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资金支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农村信用社吸收存款的规模一

直大于发放贷款的规模，且呈加剧趋势。这说明农村在资金需求不能满足的情况下多年来还在外流。农村信用合作社由于自身

经营规模、经营机制和缺乏市场竞争等因素，并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襄阳农村存在一定程度的信贷配给。 

 

3 农户小额信贷需求调查结果与分析 

3.1 数据收集 

根据襄阳各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就襄城区、樊城区、襄州区分别选择了3 个村进行考察，随机抽取样本9 个乡。通过搜

集资料、问卷调查、走访农户、实地考察等方法，共形成问卷300 份，有效问卷289 份，有效问卷率达96.3%。 

3.2 描述性分析 

3.2.1 农户的资金缺口数额。在289 份有效问卷中，所调查的农户大多数对小额信贷关注较少。没有贷款需求的154 人，

占比53.3%；5000 元以下的有47 人，占比16.3%；5000 ～ 10000元的有43 人，占比14.9%；10000 ～ 30000 元的有17 人，占

比5.9%；30000 ～ 50000 元的有25 人，占比8.7%；50000 元以上的有3 人，占比1%。其中，超过一半的人没有小额信贷的经

历。 

3.2.2 农民的月收入状况。农民的月收入极大影响了农民对小额信贷的需求程度，在所有有效问卷中，月收入在1000 元以

下的有58 人，占有效人数的20.1%；月收入在1000 ～ 3000 元的有99 人，占有效人数的34.3%；月收入在3000 ～ 5000 元的

有104人，占有效人数的36.0%；月收入5000 元以上有28 人，占有效人数的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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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受教育程度。调查的有效人数中，将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分为五类，其中初中以下教育程度所占比重最大，达63.3%，

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人数不到15%，这说明农民受教育的程度不高，大多数农民缺乏基础的科技知识，也缺乏基本的技能培训，

对基本的农村金融产品一无所知。 

3.2.4 农民家里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农户的土地面积以0.2hm2 以下居多，占67.1%。农民所拥有的土地面积也逐渐减少，

大多由于近年来扩建与农村改建等的因素造成。正因为此，农民进城务工，农村空巢的现象屡见不鲜。 

3.3 建立分析模型 

根据调查情况可见，没有资金缺口的农户均没有向金融机构贷款的意向，更缺乏相关的金融意识。而农民的年龄、月收入、

资金的用途、受教育程度及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对农民金融意向的影响较大。故假设农民的年龄、月收入、资金的用途、受教育

程度及所拥有的土地面积5 个要素作为影响农民资金缺口（Y）的主要因素，以此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如下： 

 

使用SPSS17.0 对各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及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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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 可见，模型3 的R 方最高，根据拟合优度较高的原则，模型3 是所有模型中能最好解释农户金融需求的影响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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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农民资金缺口受用途、受教育程度、土地面积、月收入的影响较大。一定程度上，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月收入、土地面积等

对农民的资金缺口存在正向显著作用。这也决定了农民对小额信贷的需求程度。同时表明，农户中还是有一部分人有金融需求

的期望，可是将近50% 的被调查者明显对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认识存在缺陷，不明白贷款的相关政策措施，金融产品知识严

重匮乏。 

4 结论与建议 

4.1 加强对农村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宣传和普及 

在我们的走访中，50 岁以上的农民几乎不了解农村金融，甚至排斥贷款这种方式。这说明农村金融的发展环境还不成熟，

政府和金融机构必须有所作为，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农民普及基本的金融常识和理财知识。 

4.2 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性，建立有效的输血机制 

逐步放开农村金融市场，加强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设计农村微型金融机构市场准入、业务运作和市场退出机制，设立

政府引导基金，鼓励外部投资者投资农村金融市场。鼓励民间资金在自愿、自主的基础上发展新型农民合作金融组织。 

4.3 完善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提高农村金融效率 

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的优势，对农村资金流向进行引导、调控，从而改变农村金融市场失灵和低效的困境。引导信用社正

确处理政策性任务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改进贷款管理方式、放宽贷款条件、丰富信贷品种、拓展业务新领域，用服务推进政策

落实，提高利润水平，增强发展能力。充分发挥农村民营金融组织、互联网金融机构活血剂作用，倒逼农村金融改革，提高农

村投融资效率。 

4.4 建立立体化扶植普惠金融的政策体系，加大农村金融扶持力度 

通过税收政策优惠，对向农村发放的信贷资金，减免或降低营业税率或实行所得税返还制度；建立农村、农业贷款风险补

偿机制，引导民间资金参与组建农业贷款担保基金；对微型农村金融机构给予必要的奖励或补贴等。通过产业、财税以及行政

服务等多手段多渠道配合，建立立体化农村普惠金融政策体系，将农村金融扶植政策落在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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