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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江西农村金融效率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江西农村金融效率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得出江西农村金融效率基本呈现平稳上升的趋势，但农村投资投向效率较低，这是制约江西农村金融

发展的瓶颈。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江西农村金融效率与农村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因此今后要加大江西农村金融建

设，提高江西农村金融效率，并提出了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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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效率在经济上一般指的是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它是经济活动所追求的目标之一。而通常所说的金融效率，就是指金融部门

的投入与产出，也就是金融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之间的关系，即金融部门通过对稀缺资源合理配置，使资源利用率达到最高

的状态，从而获取最大的收益。由于我国金融业发展较晚，对于金融效率尤其是对农村金融效率所进行的实证研究也较少。但

通过这些有限的研究成果可以分析得到，我国农村金融效率普遍偏低，资源难以得到充分利用。同时由于金融效率的偏低使江

西收入水平和经济的发展水平受到联动关系。因此本文将对江西农村金融效率和江西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

二、江西农村金融效率实证检验

(一)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选择本文使用的评价指标体系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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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需要的农村 GDP、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农村人口数、农业贷款、乡镇企业贷款、农村投资、农村资本形成总额、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居民储蓄额和贷款额来自于《江西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鉴于较早年份的数据较难获取，因此

本文选择的样本区间为 1998-2011 年。另外，2011 年的几个数据无法获取，在此采用灰色预测法推断得到。在本文中，为了便

于书写，我们将以上指标代指如下：x1 表示储蓄率，x2表示农村居民储蓄存款增加额占农村居民总收入的比重，x3 表示存贷比，

x4表示农村资本形成效率，x5 表示农村贷款生产效率，x6 表示农村投资生产效率。

(二)因子分析

1.数据标准化处理由于本文所用的储蓄率、存贷比等指标均为比率数据，因此无须进行标准化处理，可以直接进行因子分

析。

2.因子分析适合度检验在本文中，我们用SPSS19.0进行因子分析。原始数据经过KMO与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得到，KMO为0.546，

Bartlett 球形检验统计值为 58.522，自由度为 15，p值为 0.000，这说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3.公共因子的提取运用 SPSS19.0 进行因子分析，依据特征值大于 1，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 80%的标准提取公共因子。

解释总方差数据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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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可以看出，前两个公共因子的特征值分别为 3.063 和 1.867，均远大于 1，并且它们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82.166%，

大于 80%。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前两个公共因子基本描述了 6个指标变量的变化，因此提取的公共因子为 2个。

4.因子分析结果在因子分析时，以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提取，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进行旋转，所得到的因子载荷矩阵如下

表所示：

由上表可以看出，公共因子 1 在 x1，x2，x3 和 x4 的负荷值分别为 0.772，0.73，-0.852 和 0.932，远远大于其他负荷值，

因此将公共因子 1 命名为储蓄动员与投资转化效率。公共因子 2在 x5和 x6 的负荷值分别为 0.971 和 0.966，远远大于其他负荷

值，因此将公共因子 2 命名为投资投向效率。

5.计算因子得分运用 SPSS19.0 对提取的两个因子进行评分及排名，然后将两个公共因子的特征值代入公式 Wi= 得到

W1和 W2 分别为 0.6213 和 0.3787。根据公式 F= 其中 Gi为因子得分)计算因子综合得分，具体数据如表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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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果分析

在上面两个公共因子中，因子 1 为储蓄动员与投资转化效率，它反映了江西农村储蓄动员能力和农村投资转化效率。从图 1

可以看出，江西农村储蓄动员与投资转化效率在 1998-2000 年都保持上升趋势，在 2000-2004 年趋于平稳状态，而在接下来的

两年间呈现出快速上升态势，紧接着又是比较平稳的趋势，在 2008 年以后又快速上升，到 2011 年开始出现回落趋势。

因子 2 为江西农村投资投向效率。从图 2 可以看出，江西农村投资投向效率在 1998-2003 年间缓慢增长，2003 年飞速上升，

并在 2004 年达到最高点，之后又快速下降，2006 年开始缓慢上升，在 2008 年又快速下降，到 2009 年开始出现反弹。总的来说，

江西农村投资投向效率增长缓慢，这也是制约江西农村金融发展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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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分析因子综合得分的走势，它反映了江西农村金融效率的变化。从图 3 可以看出，在 1998-2011 年，江西农村金融

效率基本上呈现平稳上升趋势，只有在 2004 年出现了较大的下滑。在 2004 年，储蓄动员与投资转化效率上升幅度较小，而投

资投向效率迅速下降，因此 2004 年投资投向效率的大幅度下降是金融效率较低的主要原因。

三、江西农村金融效率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一)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原理

根据帕加洛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有：Y=AK，其中 Y是产出，K是资本存量，而 A 是一个常数，衡量每一单位资本所生产的产

出。

St=sYt，其中 St 为总储蓄量，s为储蓄率。

而两部门经济均衡的条件为 It=θSt，其中θ为储蓄投资转化率，St 为总储蓄量。但在本文中，这个等式不成立，因为农

村资金外流现象比较严重，这将导致总投资不等于总储蓄。

根据以上三个式子，运用微分原理，可以得出一定时期的经济增长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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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g 为一定时期的经济增长率，E为资本边际生产率，在本文为投资投向效率，θ为储蓄投资转化效率，s 为储蓄率，

即储蓄动员能力。因此在本文中，可以定义θs为储蓄动员与投资转化效率。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知，储蓄动员与投资转化效率和投资投向效率均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

(二)江西农村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1.相关性检验

首先利用 SPSS 软件对数据的相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5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江西农村 GDP 增长率与投资投向效率的两个指标高度相关，其中与农村贷款生产效率的相关系数为 0.966，

与农村投资生产效率的相关系数为 0.820，显著性也相同。据此可以认为江西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投资投向效率具有很强的相关

性，其中与农村贷款生产效率的相关性更高。

另外，从上表也可以看出，江西农村 GDP 增长率与农村储蓄率和存贷比的相关度也比较高，显著性也较强。但储蓄率的相

关性更高且更加显著。

2.回归分析现在，以江西农村 GDP 增长率为因变量，以农村投资投向效率和农村储蓄动员与投资转化效率为自变量建立回

归模型，分析江西农村经济增长和江西农村金融效率之间的关系。根据以上的相关性分析，用农村贷款生产效率和农村储蓄率

分别代表农村投资投向效率和农村储蓄动员与投资转化效率。

由于在研究时间段内，江西农村经济几乎每年都处于上升趋势，GDP 增长率为负数的极少，排除个别 GDP 下降的年份，建立

回归模型为：

其中 g 为江西农村 GDP 增长率。

用 EVIEWS6.0 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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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回归模型中，R2=0.9664，这说明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较好，此回归模型是可信的。

通过分析以上回归模型可以得知，江西农村储蓄动员与投资转化效率以及农村投资投向效率对江西农村经济增长起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其中，农村储蓄动员与投资转化效率增加一个百分点，农村经济增长 1.419 个百分点，农村投资投向效率增加一

个百分点，农村经济增长 1.011 个百分点。这两个因素都是江西农村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在今后要大力促进这两个因素的

发展。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知，江西农村金融效率与农村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且农村储蓄动员与投资转化效率以及农村投资投向

效率是江西农村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因素，因此今后要加大江西农村金融建设，提高江西农村金融效率。针对江西农村发展中存

在的各项问题，结合前文的分析，对此文章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一)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农村金融体系在某些程度上不适应农村和农业经济发展，农村中小企业贷款困难，资金供求矛盾比较严重。对此，政府应

该发挥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构建的主导性作用，转换农村服务理念，严格执法，提高行政效率。应加快建设农村征信系统以创造

出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同时还应该健全相关金融监管法律，营造出一个有利于农村金融发展的法律环境。在金融服务方面，

应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和功能，给予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更多的职权，扩大其业务范围，使其真正能发挥政策性银行的作用。

(二)加快农村金融创新与改革以改善金融压抑现象

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目前仍然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村金融组织不健全、金

融服务效率低下、民间借贷受到管制等方面。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投资转化效率及投资投向效率的缓慢增长是江西农村金融

压抑现象的具体表现，更深一层分析可以发现，由于开放程度不够高，政府在引导金融活动中计划经济色彩较深，造成高的储

蓄率无法及时转化为资本，以及在农村经济中金融产品的单一化，从而造成了农村金融创新机制的缺失，金融创新动力不足。

因此，应大力促进金融创新与改革，警惕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金融压抑现象。

首先，在政策水平上，中央政府应引导市场化的经济发展路线，放松对存款利率的严格管控。同时，地方政府也应提供税

收及补贴等方面的资助，积极招商引资，合理利用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及土地资源，提高政府决策水平。

其次，在金融市场上，要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给农村提供多样化的、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金融服务。在银行

组织体系方面，积极贯彻“十二五”金融规划，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发挥支农主力军作用，同时还应培育发展村镇银行

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规范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组织，促进县域金融机构适当竞争。在金融服务人员方面，要加强服务队伍的建

设，加大相关的投入以完善基础设施和人员的培训，创新服务观念，使农村金融能更好地服务于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