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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地区农村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安徽省阜阳市的调查分析
1

扶 桑，郑世杰

【摘 要】：现阶段我国贫困地区呈现扶贫手段多样化、扶贫效率瓶颈化、经济发展复杂化等特点。通过对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地区安徽省阜阳市进行调查，结合阜阳市统计年鉴 2006 年～2015 年十年间的数据，作者运用 VAR

模型，分析了贫困地区农村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表明：农村贷款金额、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固定资产投

资数额、农村金融机构数量等因素都不同程度的影响着贫困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精准扶贫要求金融机构、

政府及农户自身积极克服信息不对称的约束，降低农村信贷风险，保障农村扶贫项目的可执行性，提高农民人均收

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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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1.文献综述

20世纪 50 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学者们越来越关注金融活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Gurley 和 Shaw 合作发表了

《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过程》，开启了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序幕。
[1]
Goldsmith 比较研究

了 35 个国家百余年的金融史料与现实数据，指出一国金融发展程度越高，经济越发达。
[2]

Pischke 研究了经济不发达国家农村金融市场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制约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农村资金借贷利

率偏低。
[3]
Demetriades and Hussein 对十几个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二

者之间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促进关系。
[4]
Mohsin and Abdelhak 实证分析了不完善的农村金融市场抑制了农村经济的增长。

[5]
Ulrich Koester 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体系资金的配置效率低下。

[6]
Burgess 和 Pande 研究了印度 1961 年～2002 年间

的银行业政策变革，研究表明印度的农村银行业改变了农村生产活动，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

国内学者姚耀军和丕禅利用 1978 年至 2002 年我国农村地区的数据，建立多变量回归模型，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农

村金融发展是农村经济增长的 Granger 原因，而农村经济增长却不是农村金融发展的 Granger 原因。
[8]
余新平和熊德平实证研究

了安徽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安徽省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与农民收入增长率呈现正相关关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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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水士、许嘉扬等利用我国 23 个省市地区的 1988 年～2008 年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收入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

发现东中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促进了农民增收，且农村金融发展的收入效应东部强于中部。
[10]

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有利于提升农民福利待遇，减少农村贫困人口，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近年来，国内很

多学者针对农村贫困地区金融支持扶贫项目进行了研究，王继晖和韩涌泉指出我国金融精准扶贫面临金融产品创新缺乏针对性、

融资性担保机构缺失等问题，导致金融机构扶贫出现可持续性偏差。
[11]
欧阳郴国等研究发现，提髙金融精准扶贫效率，需要进

一步鼓励创新设计适合农村金融市场的金融产品，拓宽贷款担保渠道，完善金融扶贫的风险分散机制。
[12]

2.研究意义

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白皮书中显示，截止 2015 年底，根据我国现行的贫困人口标准，全国有 832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7000 多万贫困人口中农村贫困人口为 5575 万人，并且贫困人口主要集

中在中西部农村地区。现阶段，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

经济理论和社会实践的发展，充分体现了农村金融在推动农村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13]

因此，我国政府积极将金融扶贫

引入到政府扶贫工作体系，提高扶贫机制的资金利用效率，扩大扶贫工作的覆盖范围，形成扶贫工作长效机制，从而带动农村

经济的全面发展。
[14]

安徽省是传统的农业大省，辖内现有贫困县 31 个，其中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20 个，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11 个。

2016 年，安徽省第十次党代会明确提出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视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推进城乡统

筹发展，大力实施脱贫攻坚十大工程。”全省各地坚持精准扶贫战略，努力形成大扶贫工作格局，确保到 2020 年现行标准下全

省 401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31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15]

结合金融扶贫项目的发展现状，对安徽省贫困地区农村经济发展进行研究，本着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等原则，

正视我国各贫困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对于探究影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利用效率的因素，
[16]

探寻我国农村金融扶贫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探索制定适合我国贫困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农村金融精准扶贫模式及

农村经济有效发展的路径选择，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实证研究

1.安徽省阜阳市经济发展概况

安徽省阜阳市（简称阜阳市）位于安徽省西北部，是安徽省人口最多的城市，农业一直是该市的支柱产业。阜阳市辖三区

一市（县级市）四县，其中临泉县、阜南县、颍上县、颍东区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地区，贫困人口众多，脱贫任务艰巨。

现阶段阜阳市经济发展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1）农村人口基数庞大。安徽省阜阳市近五年（2011～2016 年）户籍平均人口占安徽省（共 16个市）总户籍人口的 15.07%，

阜阳市农业人口占户籍人口比重为 87%，这表明阜阳市人口较多，并且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因此，农业和农村发展在阜阳市

经济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2）农村金融市场不断发展。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逐步完善，金融机构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阜阳市

近几年加大经济建设力度，资本市场日趋活跃，金融机构数量的增加，为借贷主体进行筹融资活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便利。

同时，也可以看出，阜阳市金融机构总体增量并不突出，资本投入的谨慎，也反映了阜阳市投资项目整体利润率不高，产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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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亟待调整。

图 1 阜阳市金融机构分布图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图 1 显示，阜阳市各类金融中介机构中，农村商业银行等其他银行占比较大。其一方面说明近年来阜阳市政府重视农村经

济的发展，极力开拓当地金融市场。另一方面，表明由于农村信贷的先天短板，大银行等金融机构不愿意主动进入农村市场，

中小金融机构成为农村资金借贷的主要渠道。

（3）区位优势助推农村经济发展。阜阳市是安徽三大交通枢纽之一，属于中原城市群、华东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带的直接

辐射区，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过渡带，具有承东接西、呼南应北的独特区位优势近几年，阜阳市发挥区位优势，通过招商引

资、创新创业等工程，逐步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人口多、底子薄，《阜阳市统计年鉴》显示，2016 年阜阳市农村

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776 元，远低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363 元。人均农业 GDP 约为 3400 元，远低于农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阜阳市农村经济发展任重道远。实践中，金融拉动经济发展的效率比较显著，阜阳市积极响应中央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方针，相继出台了

扶贫小额信贷优惠政策等举措，依托区位优势，引导和支持资金人股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拉动农民就业，提高农民收

入，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2.变量选取及模型构建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对阜阳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村金融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我们采用阜阳市统计年

鉴 2006 年～2015 年十年间的年度数据，以农林牧渔业总产值（nycz）（单位：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nin）（单位：元）

（人均纯收入=总收入—家庭经营费用支出—税费支出—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赠送农村内部亲友）作为代表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的指标；同时，我们选取农村贷款数额（ndk）（单位：万元）、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ngtz）（单位：万元）代表农村金

融效率指标，阜阳市金融机构的数量（jrs）代表农村金融规模指标，依次考察其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图 2 是使用 stata 对以上数据画出相关系数矩阵图，我们可以很明显发现所有变量都与时间变量存在严重的趋势性，若是

使用 VAR 模型可能会导致伪回归现象。为了避免各个变量出现自相关或者时间趋势性，我们对每个变量进行对数差分处理，如

公式（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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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相关系数矩阵图

接着使用 stata 里面的 DF 单位根检验对各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设变量模型如公式（2）：

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单位根检验结果表

变量名称 p-value 是否存在单位根

农林牧渔总产值增长率（dln_nycz） 0.0014*** 否

农村贷款数额增长率（dln_ndk） 0.0019*** 否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dln_nin） 0.0130** 否

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dln_ngtz） 0.0143** 否

金融机构的数量增长率（dln_jrs） 0.0385** 否

注：***表示 1%显著水平，**表示 5%的显著水平，*表示 10%的显著水平。

通过表 1 可以发现，农林牧渔总产值增长率与农村贷款数额增长率在 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其他变量在 5%的显著水

平下拒绝原假设，基本可以确认所有变量都不存在单位根，所以 VAR 模型是稳定的。

VAR 模型如公式（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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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林牧渔总产值为因变量，其他变量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2 所示。

表 2 VAR 模型分析结果表

变量名 系数 t值 p＞|t|

农林牧渔总产值增长率（dln_nycz）的一阶滞后 0.319 3.25 0.001***

农村贷款增长率一阶滞后（dln_ndk） 1.268 5.18 0.00***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一阶滞后（dln_nin） 1.083 2.8 0.005***

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一阶滞后（dln_ngtz） 0.057 2.23 0.026**

阜阳市金融机构的数量增长率一阶滞后（dln_jrs） -4.606 -6.63 0.00***

注：*p＜0.1，**p＜0.05，***p＜0.01。

（1）结合表 2可以看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率的一阶滞后，对当期的增长率有显著的影响。农村贷款增长率、农民人

均纯收入增长率、农林牧渔业投资增长率的一阶滞后都对当期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率产生正的显著影响，说明阜阳地区的

农村贷款增长率、农民纯收入增长率、农林牧渔业投资增长率对农村经济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阜阳市金融机构数量增长

率对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率产生负的显著影响，这说明当前金融机构数量增长没对农村经济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一种可

能是阜阳市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村贷款项目扶持不积极，另一种可能是当地非正规金融机构是农村贷款的主力。并且农村贷款增

长率滞后一期对农林牧渔总产值增长率有显著的影响，说明贷款到产出可能有个过程。

（2）脉冲响应分析。在向量自回归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做未正交化的脉冲响应分析。如图 3所示，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条

件下，农村贷款对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有明显的冲击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正负交替出现；农村贷款对农林牧渔总产值有显

著影响；农民人均纯收入对农林牧渔总产值有明显的冲击影响；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林牧渔总产值有明显的冲击影响，

并且这种影响正负交替出现。

图 3 脉冲响应分析图

（3）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为了增强 VAR 模型分析结果的科学性，对上述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如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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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

Equation Excluded chi2 df Prob＞chi2

dln_nycz dln_ngtz 4.978 1 0.026**

dln_nycz dln_nin 7.8635 1 0.005***

dln_nycz dln_ndk 26.791 1 0.000***

dln_nycz dln_jrs 43.906 1 0.000***

dln_nycz ALL 174.78 4 0.000***

注：*p＜0.1，**p＜0.05，***＜0.01。

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农林牧渔业固定投资、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村贷款金额、金融机构数量是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

格兰杰因，进一步证实了农村经济发展受到了农林牧渔业、农村贷款、农民收入和金融机构数量的影响。

三、结论和建议

新时期，贯彻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全面发展提出了更髙的要求。现阶段，弥补我

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结构“短板”问题，各级政府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解决措施，逐步改善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

展生态。我国贫困人口绝大多数集中在欠发达地区，因此，贫困地区脱贫工作效率日益成为影响欠发达地区经济水平的重要因

素。在各级地方政府各类脱贫攻坚举措中，金融精准扶贫提高贫困人口收入、拉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得到重视。结合

实证调査分析，我国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应注意以下几点。

1.金融机构应立足当地实际情况，加大精准扶贫力度

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机构是商业化经济组织，盈利性指标是考核经营能力的重要因素，一般情况下，贫困地区信贷项目

风险较大，金融机构不愿意进入。新时期，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全面实施，欠发达地区通过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地方

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区域资本市场逐步兴起，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开始在欠发达地区设立分支机构。通过金融精

准扶贫项目，积极响应扶贫政策要求，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而同时金融机构也能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实现多方共赢的良好局

面。与此同时，金融机构对精准扶贫项目应该做到贷前全面审査，贷中实时跟踪，贷后及时总结，汲取国内外农村信贷经营的

经验，结合当地实践，确定可行的风险控制方法，有效确保扶贫项目的经营质量。

2.政府部门出台相关政策制度，改善农村经济生态

贯彻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近年来，各级政府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有力推动了社会发展。但是，“农

村经济空心化”、“行政服务消极化”等负面影响仍然不容忽视，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经济底子薄，区域差异大，具体推进脱

贫工作难度进一步加强。农村经济生态建设是一项综合性工程，具有周期长、见效慢等特点，各级政府部门应该均衡考量各项

发展指标，克服急功近利、贪大求快等思想，结合当地有限资源，积极扶持支柱产业，全面协调经济发展。现阶段，我国金融

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改革力度大，调整范围广，地方政府应该密切关注相关政策，及时配合产业改革举措。比如互联

网金融市场，从前期的大力发展到近期的治理整顿，暴露出很多的发展问题，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要及时摸清一线情况，排查隐

患，保障当地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3.贫困农户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贫困地区金融精准扶贫大多是小微项目，信贷主体很多都是农户自身或农户联合组织之类的经济体，提髙农户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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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脱贫工作效率影响深远。首先，破除落后的思想观念束缚。要避免出现把扶贫当做“慈善”“救济”，借助政府扶贫政策，

一次性消费扶贫款项，完全无视金融机构等相关单位利益的短视行为；歧视妇女地位，认为女性不可能具有创新创业能力等观

点亟待消除。其次，多渠道提高自身专业技能。近年来，农村网络发展迅速，智能手机的使用越来越简便，农户接收信息的渠

道也越来越广泛，信息消费能力得到了提高。欠发达地区很多农民工通过外出务工，既提髙了家庭收入，又开阔了眼界，掌握

了专业技能。这一部分农民工随着产业转移，回到家乡，利用金融信贷扶贫政策，积极创新创业，推动了产业发展，促进了农

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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