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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农户信贷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王资燕 

（贵州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0） 

［摘 要］ 本文从贵州农户经济行为的特征入手，从家庭方面和借款主体方面分别分析影响贵州农户信贷需求的

主要因素，提出满足贵州省农户信贷需求的建议，以提高贵州农户信贷需求的满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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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自然资源丰富，民族文化多样。但是由于自然条件的制约，贵州农村贫困人口依然较多，打赢扶贫攻坚战是贵州重大

的民生工程。随着贵州扶贫工作的深入，农户在脱贫过程中亟需资金支持，信贷需求逐渐增加。故而对贵州农户信贷需求及其

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 贵州农户经济行为特征 

1.1 贵州农户经营生产活动多样化 

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农户的经营活动已不限于传统的农业产业，农民的生产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户产业活动呈现多

样化发展趋势。如，在贵州旅游资源丰富的少数民族区域，诸多农业从事民族手工艺品制作和销售、民族文化演艺、农家乐及

旅游相关行业的生产经营。再如，在贵州中药、苗药种植区域，诸多农户从事相关的中药及苗药等经济作物的种植。 

1.2 农户收入来源多样化，农户收入水平明显提高 

2015 年，贵州省根据本省自然环境，立足本省山地自然资源禀赋，继续大力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继续推动农村剩

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和外出务工，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农民收入来源多样化。2015 年，贵州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386.87 元，

增长10.7%。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个部分。 

从农户工资性收入来看，2015 年贵州省农民人均工资性净收入为2897.14 元，同比增加375.66 元，增长14.9%，对增收的

贡献率为52.49% ；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为39.22%。农民工资性收入主要是指农民的劳务收入。 

从农户经营性收入来看，2015 年，贵州农民人均经营净收入2878.71 元，同比增加235.65 元，增长8.92%，对增收的贡献

率为32.93% ；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为38.97%。农民的经营性收入主要是指从事农业种植、养殖等农业生产的收入。从数据来看，

贵州农户的收入结构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工资性收入比例已高于经营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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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户财产性收入来看，2015 年，贵州农民人均财产性净收入83.7 元，同比增加12.7 元，增长17.88%，对增收的贡献率

为1.77% ；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为1.13%。农民财产性收入主要是指农民通过对外投资和财产租赁等途径所获取的收入。 

从农户转移性收入来看，2015 年，贵州农民人均转移性净收入1527.32 元，同比增加91.63 元，增长6.38%，对增收的贡

献率为12.81% ；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为20.68%。农户转移性收入主要是指国家各种支农政策所发放的财政补贴。 

1.3 农户信贷需求的特征 

从信贷需求程度来看，目前贵州农户的财产性收入仅占可支配收入的1.13%，随着贵州的发展、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型，农户

对财产性收入的提高有强烈需求，进而带动农户对资金的需求。银行信贷相对于其它诸如民间融资而言的资金来源，利率相对

较低，故而农户对银行资金的需求比较迫切。 

从信贷需求用途来看，农户的信贷需求主要分为生产性信贷需求和生活性信贷需求。生产性信贷需求主要是为发展农业生

产（如扩大农产品种植规模）或非农业性生产（如发展农家乐）而产生的信贷需求。生活性信贷需求主要是为了生活消费性支

出而产生的需求，如子女教育、修建房屋、人情往来、医疗费用等。由于目前贵州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仅7386.87 元，仍然

较为贫穷，农民在生产经营发展和生活中需要支出大额资金时，主要采取借贷的方式。 

从信贷需求规模来看，由于贵州农户信贷需求用途主要为小额生产性需求和生活性需求，故而所需要的资金规模通常较小，

为10 万以内的小额信贷。随着贵州经济的发展，农户对信贷需求的规模显现逐渐上升的趋势。 

从信贷需求期限来看，由于传统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农户生活性需求具有短期性，故而农户信贷需求主要显现短期、中

短期的特点。随着贵州扶贫攻坚的深化，农户的生产性信贷需求不断增加，所以中长期信贷需求也不断增加。 

从信贷需求满足程度来来看，由于贵州农村农户普遍存在农户家庭较贫穷、还款能力不足、信贷抵押物不够或无抵押物，

信贷资金需求有短、小、频的特点，所以信贷需求满足程度较低。 

2 影响贵州农户信贷需求的主要因素 

2.1 借款主体情况 

从农户家庭总资产和家庭年收入来看，农民的家庭家庭总资产越多、家庭年收入越高，农户获得授信的可能性越大。农户

的耕地面积越大，说明其还款能力可能越强，农户获得授信的可能性越大。从农民家庭的情况来看，有劳动能力的家庭人口越

多，说明该农户的还款能力可能越强，农户获得授信的可能性越大。 

从借款人自身情况来看。在中年以后，借款人年龄越大，获得贷款的可能性越小。因为随着借款人年龄的增加，其劳动能

力逐渐减弱，偿还能力也就相对降低。贷款机构愿意贷款给年龄在20 岁到30 岁之间的借款人。借款人文化水平越高，有可能

其创造财富的可能性越大、其对信贷业务的认知程度越高、信用意识越高，其还款能力越强，获得授信的可能性越大。借款人

是否有过打工的经历，对其能否得带贷款也有影响。一方面，有外出打工的借款人有可能赚取更多的收入，其还款能力相对较

强。但是另一方面，从实际情况来看，有打工经历的借款人贷款成功率明显小于没有打工经验的农户，原因是许多农民获取贷

款后即外出打工，借款人还款意愿较低，同时贷款机构对有过打工经历的农户是否能够按时还款存在一定的担忧。 

2.2 金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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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融机构情况来看，如果农户所处地乡镇有正规金融机构网点，那么金融机构就会通过业务推广来宣传信贷业务，则会

使农户增强信贷意识。如果农户在就近的正规金融机构较为便利地办理信贷业务，则农户的信贷满足程度会提高。如果在进行

农户信用评级的地区，农户被当地农信社纳入信用户，那会提高农户的授信成功率，那么也会增加农户信贷需求。 

从非金融机构来看，如果农户所在地小额贷款公司、传统的民间融资等较活跃，那农户的信贷需求会提高。 

3 满足贵州省农户信贷需求的建议 

3.1 增强农信社扎根农村的信心，充分调动农村信用社业务创新活力 

目前农村的主要金融中介机构为农村信用社，农信社在业务拓展中需坚持支农服务，不仅保持现有支农业务、积极开展贷

款营销、提高办贷效率，也需要根据多数农户的现实需要，积极创新业务品种，满足农户信贷资金需求，同时提高农信社的盈

利能力。不仅如此，政府还可以通过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扩大支农再贷款受益群体、进行“窗口指导”等货币政策来增强

农信社扎根农村的信心，促进农信社更好地满足农户信贷资金需求。 

3.2 推进农村金融中介机构多样化，信贷业务多元化 

农信社是农村间接融资体系的核心，但是，由于农村贷款期限短、额度小、频率高的特点及农信社审慎监管的要求，需要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来更好地满足农户的信贷需求。所以，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互联网金融等机构迅速

发展壮大，业务发展呈现多元化趋势。这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较好地补充了农信社的业务空缺，但是这些机构在迅速发发展时

要注意兼顾规范稳健，相关监管部门也应做好这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防范金融风险。 

3.3 建立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构建金融机构与农户的双向服务交流平台 

前述的农信社、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都多在镇一级，而贵州乡村一级的金融机构网点极少，这

严重影响了贵州农户信贷需求的满足程度。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在乡村一级大量铺设金融中介网点是不现实的，故而可以在乡

村一级建设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构建金融机构与农户的双向服务交流平台。如果金融综合服务站的金融业务开展情况较好，

则金融机构可以增加授信、扩大金融服务业务，以更好地满足农户基本的日常金融需求。 

3.4 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领域，为三农建设服务 

政府大力支持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

这为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市场提供了政策引导，有利于民间资本发展的金融机构能为贵州农户服务，满足农户信贷需求。 

3.5 构建农户征信体系，加强对农户信贷的金融监管 

农村金融机构对部分农户惜贷的主要原因在于担心农户出现违约风险，因此需要构建农户征信体系，明确监管机构，并从

法律层次上明确农户征信体系的法律职责。在法律的约束下，明确农户借贷的责、权、利，让农户能更便捷地从金融机构获取

资金、金融机构也能更好地防范违约风险，从而让借贷双方形成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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