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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金融扶贫效果实证研究

——基于空间动态面板模型
*1

陶诚 耿光颖 周浩

【摘 要】：本文以安徽省 19 个国家级贫困县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动态面板模型研究了金融扶贫的效果，并总

结了现有金融扶贫实践的国际经验。结果表明，不同类型信贷资金均能发挥扶贫脱贫效果，金融扶贫效果存在显著

的空间外溢性，且同一金融扶贫措施在不同贫困县产生的效果存在一定差异。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和国际经验，本文

认为应当提高金融扶贫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切实保障各项金融扶贫政策落地生根，并通过改革创新推动金融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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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进扶贫工作，农村贫困地区的人均收入稳步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贫困人口也日益减

少。国际经验表明，只要机制设计合理、运作规范得当，金融扶贫能够取得较为明显的效果。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包

括：当前金融扶贫的效果都有哪些？不同地区金融扶贫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如何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则更好发挥金融扶贫的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功能？本文以安徽省为例，从实证层面研究金融扶贫效果，根据分析结果并借鉴金融扶贫的国际经验提出金

融扶贫的相关政策建议。

一、空间动态面板模型的构建及数据预处理

本文以安徽省 19 个国家级贫困县为例来研究金融扶贫的效果。安徽省贫困县主要分布在阜阳市、亳州市、宿州市、六安市、

淮南市、安庆市、池州市等地区，由于部分贫困县地理位置相邻，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发展模式类似，人员和资本流动较频繁，

金融扶贫存在一定的空间效应，因此本文采用空间动态面板模型进行研究。

（一）空间动态面板模型

空间经济计量分为空间自回归模型（Spatial Auto Regressive Model，SAR） 和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

SEM）， 本文在多元一次线性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所研究主题的理论基础与空间计量方法，建立衡量安徽省金融扶贫效果的空间

自回归模型（SARPanel），且模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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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it 为各贫困县扶贫效果，c 为常数项，loanit 为解释变量，ε 为误差成分向量。ε 包含了两类非观测效应——空

间固定效应ηi、时间固定效应δt。

（二）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根据研究需要，本文使用的主要变量如下：

1. 被解释变量以符号 Y 表示，本文选择贫困县贫困人口人均收入水平作为扶贫效果指标，由于难以获得长期、完整的贫困

人口收入水平数据，本文采用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来近似替代。

2. 解释变量

（1）地方法人机构贷款余额 loan1 ：各地区的农商行（农信社）、村镇银行是一级法人机构，具有自主经营权且贷款种类

齐全，贷款规模较大，是金融扶贫的主要力量。（2）中小企业贷款余额 loan2：农村中小企业是“三农”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

可以解决贫困人口就业问题，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3）“整贷直发”小额担保贷款余额 loan3：“整贷直发”是由财政贴息

并提供担保的一种新型小额贷款，同等条件下优先满足高校毕业生、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农民工、农村妇

女、退役军人自主创业的贷款需求。（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余额 loan4。

3. 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研究使用 2010—2015 年季度数据，数据来源于安徽省各县统计年鉴。结合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根据式（1）

可以得到本文构建的空间自回归模型（SAR panel）：

（ 三）面板数据模型检验

1. 单位根检验

为了降低数据的波动性，本文先对原始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将式（2）转化为式（3）：

然后对式（3）中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主要是排除各变量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伪回归”问题，检验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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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知，变量 lnYit、lnloan1it、lnloan2it 与 lnloan3it 在三种检验方法下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这些变量的一阶差分在

三种检验方法下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此外，变量 lnloan4it 在三种检验方法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2. 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 Pedroni 和 Kao 两种方法对数据进行协整检验，原假设均为不存在协整关系，并从面板数据中得到残差统计量进

行检验。采用 Pedroni 检验方法，在原假设为非协整的情况下使用平稳回归方程，从面板数据中得到残差用于构造统计检验值，

计算其分布并进行分析。同时，运用 Kao 检验，零假设是没有协整关系，并且利用静态面板回归的残差来构建统计量。协整检

验结果见表 2，Pedroni 协整检验的七个统计量与 Kao 检验 ADF 统计量均在 5% 的水平下显著拒绝原假设，表明变量之间存在显

著的协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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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ausman 检验

为了选取合适的面板数据模型，本文进行 Hausman 检验。Hausman 检验原假设是随机效应模型的系数与固定效应模型的系

数没有差别，如果接受原假设，表明应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否则就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Hausman 检验结果见表 3。由表 3 可

知，SARPanel 模型的 Hausman 检验概率 P 值小于 5%，表明应当拒绝原假设，因此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二、空间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及其分析

（一）普通面板数据估计结果

首先利用 Pooled Least Squares 方法对普通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4。从普通面板数据估

计结果来看，各变量对扶贫效果都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表明金融扶贫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另外，普通面板模型的 DW 值达到了

0.5 以上，表明模型的随机扰动项μt 存在严重的正自相关性，这种正自相关性可能由空间相关所致，因此有必要引入空间动

态面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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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间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

空间计量模型不适合用 OLS 估计，一般使用 ML 方法估计。对空间面板模型而言，不能直接使用针对截面回归模型设计的

ML 估计程序，目前国内外大多数文献采用蒙特卡罗方法近似对数似然函数中雅克比行列式的自然对数，并用 Matlab7.4 软件进

行估计。本文采用地理权重和经济权重两种矩阵进行估计
①2
。

从表 5、表 6 可知，地理权重矩阵与经济权重矩阵两种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在空间固定效应模型中，两种不同

权重对应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回归系数分别为 0.6974 和 0.6357，说明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每提高 1 个百分点，

将带动当地农民纯收入增加 0.69 个百分点或 0.64 个百分点。同理，新型农村经营主体贷款余额提高 1 个百分点将带动贫困县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 0.21 个百分点左右。

2 ①限于篇幅，本文略去空间地理权重和空间经济权重矩阵计算过程，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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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表 6 还显示，安徽省金融扶贫效果存在显著的空间外溢性。除了基于地理权重的时间固定效应模型的空间自回归系

数α3 不显著外，其他模型的空间自回归系数在 10% 的置信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安徽省金融扶贫产生的扶贫效果

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特征，即一个地区金融扶贫不仅在当地有扶贫作用，也会对相邻地区产生扶贫效果。

（三）各地区横截面固定影响系数的估计结果

由图 1 可知，各地区横截面固定影响系数存在较明显的差距，因此同一金融扶贫措施在不同贫困县产生的效果存在一定差

异。不同地区横截面固定影响系数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这一研究结果表明，金融扶贫手段和方法不能千篇一律，应根据贫困县

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金融扶贫手段，才能取得比较理想的效果。另外，还需要相关部门及时总结金融扶贫经验，及时推广成效

显著的做法和经验以及纠正效果差强人意的方法和手段，充分发挥金融扶贫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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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扶贫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一）孟加拉 Grameen 银行。在孟加拉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孟加拉 Grameen 银行于 1983 年创办，创办人是穆罕曼德·尤

努斯。自创办以来，该银行已在孟加拉 46620 个村建立了 1277 家微型银行，累计使 639 万以上贫困人口受益，是国际上公认

最成功的扶贫模式之一。Grameen 银行金融扶贫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产权下放并注重信息交流。目前 90% 股权由借款

人持有；同时在管理上注重信息交流与反馈，这种管理框架使该银行信息传递顺畅，管理成本低且管理效率高。二是拥有充足

的资金来源。该银行注重金融创新，不断开发新产品，吸引非借款人存款和投资者的资金。三是业务重点在于为每个成员提供

服务。每个成员自己可获得贷款上限的信贷资金，也拥有自己的储蓄账户。为了满足借款人需求，该银行创新开办无抵押贷款，

还款方式十分灵活，同时设立强制性养老储蓄。四是最大限度满足各类边缘群体资金需求，为贫困人口量身定做各种贷款产品

（包括“乞丐贷款”），该银行更多地体现“授人以渔”的经营理念。

（二）墨西哥 Compartamos 银行。Compartamos 银行是墨西哥第一家上市的微型金融机构，主要服务对象为从事手工艺和

餐饮业的低学历妇女个体户。目前共有 29541 名存款客户、2341441 名贷款客户，是墨西哥主要的金融机构之一，分支机构覆

盖墨西哥大部分地区。Compartamos 银行的金融扶贫的成功实践主要体现在：一是合理设计信贷产品。不仅为弱势群体设立贷

款产品，还提供相关的保险产品，这种产品设计能给予银行以及借款人相应的保障。二是争取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大力支持

Compartamos 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扶贫实践，推行银行业法律法规改革，使为贫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合法化，同时政府也

大力地改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三是 Compartamos 银行上市增强了金融扶贫能力。该银行上市带来了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吸引

了众多的投资者，因此金融扶贫的资金成本有所降低，且投资者对其业绩保持乐观态度。

（三）印度尼西亚 BRI 银行。印度尼西亚 BRI 银行是印度尼西亚五大国有银行之一，专门设有小额信贷部门，服务对象是

农业及农村地区居民，被世界公认是最成功的乡村银行之一。其金融扶贫的主要经验有：一是确定合理的贷款对象，而且贷款

程序非常便捷。二是贷款利率合理，其利率收入可以覆盖运营成本、贷款损失等，保障扶贫业务可持续发展。三是信息传递通

畅，BRI 银行在农村乡镇中心设立村银行以解决信息不对称，每个银行分支机构覆盖 16 到 18 个村庄，对每个村镇有相当程度

了解并制定相应的贷款规划。四是最大程度保护借款人利益，每个营业网点设立专门部门处理客户的各种问题，所有问题限期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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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几个典型银行的金融扶贫案例看，有一些共同的经验值得借鉴。一是均受益于相关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对弱势群

体和边缘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相关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是必不可缺少的，也是金融扶贫成功的坚实基础。二是创新设计适

合弱势群体和边缘地区贫困人群的金融产品。针对不同贫困人群的金融需求，金融扶贫必须采取差异化策略（如墨西哥

Compartamos 银行的“妇女小组贷款”），并体现“授人以渔”的帮扶理念。三是充分保护借款人利益。上述银行的金融扶贫实

践均以借款人利益为核心，及时解决各种问题和投诉，最大程度保护借款人利益，为后续金融扶贫开展打下良好基础。四是有

较完善的法律规范。纵观上述案例可以发现，相对完善的法律法范体系是顺利开展金融扶贫的保障，不仅能够增强投资人信心，

也有利于投资人形成合理的回报预期。

四、政策建议

（一）提高金融扶贫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一要坚持市场导向，遵循市场和产业发展规律，实现金融扶贫的规模和质量的有

机结合。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注意金融扶贫的长效机制，真正让贫困户脱贫。二是坚持精准对接，加强信息共享。依托金融扶

贫信息系统，将全省建档立卡贫困户、扶贫龙头企业等基础信息与金融机构的扶贫信贷紧密对接，发挥各类业务系统的桥梁作

用，为金融扶贫工作提供基础保障，提高金融扶贫精准度。三是坚持“特惠”扶贫。金融机构要将扶贫成效视为社会形象的重

要组成部分，从内部授权、绩效考核、资源配置等方面对贫困地区予以倾斜，对扶贫信贷员落实“尽职免责”，同时量身定制真

正适合扶贫对象融资需求和承受能力的“特惠”金融产品和服务。

（二）切实保障各项金融扶贫政策落地生根。一是充分发挥扶贫再贷款的杠杆撬动作用。增加贫困地区法人金融机构资金

来源，引导金融机构将扶贫再贷款资金优先支持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带动贫困户就业发展的企业，发挥扶贫再贷款的杠杆撬动作

用。二是凸显主办行的作用。各主办行要牵头做好所负责区域的融资方案设计、产品研发、组织实施工作，针对所负责区域实

际情况，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优化审批流程，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三是突出产业扶贫。产业扶贫是金融扶贫的重要组成

部分，要加大对特色产业的金融支持，立足当地资源，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商则商、宜游则游，争取早日实现就地脱贫。

四是把小额信用贷款做成金融扶贫的拳头产品。利用扶贫小额信贷这一惠民之举，依托金融精准扶贫信息系统，建立健全风险

分散补偿机制，切实满足有贷款意愿、有创业就业潜质和一定还款能力的贫困户的信贷需求。

（三）加强统筹，通过改革创新推动金融扶贫。一是形成金融业与其他行业的扶贫合力。积极引导银行、证券、保险、互

联网金融企业，以及私募、众筹、慈善等市场力量参与扶贫，探索特色产业扶贫的 PPP 模式，积极发展特色产品保险和扶贫小

额贷款增信机制，建立完善财政奖补、贷款贴息等配套措施，全面落实农户贷款税收优惠、涉农贷款增量奖励，为贫困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金融保障。二是创新金融服务产品。因地制宜改进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方式，形成“创新金融理念+ 调整

信贷结构+ 降低贷款利率+ 简化信贷手续”的金融创新体系，开发适合贫困地区发展特点和需求的金融产品，不断满足贫困地

区和贫困人口对金融的多样化需求。三是加强全局工作的统筹。金融扶贫要与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工作相衔接，与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统筹，努力寻找工作结合点，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建立健全资金筹措、资源整合、利益联结、

监督考评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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