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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异质性视角下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关系

——基于江苏省 1202 户农户的调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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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京大学商学院，江苏南京 210093)

【摘 要】:理解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二者关系是制定金融政策的关键。本文基于江苏省 1202 户农户调查数据，

实证检验了农户借贷情况下农村金融正规供给与农村非正规金融供给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基于农户异质性视角，分

析了不同收入水平下农户借贷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对于中、低收入农户来说，非正

规金融借款占据主导地位，存在对正规金融借贷的替代关系；对于高收入农户来说，正规金融借贷与非正规金融借

贷之间存在互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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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推进，农户对资金的需求日益增大，但银行基于资本逐利性及避险性的考虑，往往在贷款时会要求借

款者提供相应的抵押担保品，然而多数农户缺乏足够的抵押担保，再加上农村地区的正规金融机构覆盖面相对较窄、服务缺位，

因此，农户对资金的需求很难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得到满足，只好转向非正规金融市场进行融资。相较于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

对抵押担保品的要求较低，其业务手续简便、期限自由、交易成本低等优势满足了农村借款农户的实际需求。考虑到农户自身

的特征以及正规金融机构对借款者的诸多条件，农户很难通过正规金融市场获得融资需求，正规金融市场的“离农”“弃农”

导致了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其成为农户获得资金的重要渠道
［1］

。

本项目组在 2012 年对江苏农村农户的调研数据显示，农户获取信贷资金主要来源于非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借款者占被调

查户数的 35．94%，其次是正规借款者，占比为 12．73%。可见，非正规金融作为农户的主要融资渠道，在整个农村金融体系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针对农村金融市场上正规金融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让农村非正规金融形式浮出“水面”，与正规金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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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共同构建农村信贷体系，成为未来农村信贷市场改革的方向。农村金融市场改革的方向应是充分利用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

融的优势，积极促进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联结
［2］

。

对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决定了理论界和决策层对农村信贷市场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但农户不是同质

的，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因其行为偏好和需求偏好不同，借贷需求意愿也不一样。对于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相互关系研究，

需从农户不同收入层次差异的角度来进行探究。对此，本文基于江苏省 1202 户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农户借贷正规金融与非

正规金融二者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基于农户异质性视角，进一步对农户进行分层考察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借贷情况下正规

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二者的关系。该研究不仅拓展了农村金融市场研究领域的视角，丰富了研究内容，而且从政策层面来讲，对

于政府规范农村金融市场，制定相应的政策具有参考意义，有利于为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提供适应性强、匹配度高的信贷服务，

降低农户借贷成本，从而提高信贷的可获性。

二、文献综述

在信贷市场上，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呢?目前学术界没有形成统一观点。其主流观点认为正规金融与

非正规金融之间是一种互补关系，非正规金融作为正规金融的补充，服务于正规金融所不能满足的低端市场。相较于正规金融，

非正规金融具有显著的信息优势，可以更好地识别贷款者的情况，从而为贷款者提供无抵押、贷款手续简便、快捷的信贷服务，

这样更能切合农村金融需求者的实际需要
［3］

。因此，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通过服务于信贷市场上的不同对象，形成了合理的

市场分工。该二元金融结构下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部门利用各自的优势来弥补对方的劣势，构成了一种合理的互补关系
［4］

。

在对北美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合同农业的记录中，Glover 和 Kusterer 写到，交易商和投入供应商提供的非正规资金“有助于向

银行保证农民的信誉，从而促进银行信贷的获得”
［5］

。然而崔百胜认为非正规金融同正规金融相比虽然依赖于人缘、地缘关系

具有有效的监督能力，但该优势并不能使资源得到有效扩张，从而无法到达高端市场，不能满足其需求，因而两者并非是互补

关系
［6］

。正如 Diagne 所言，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二者具有相互影响、相互补充以及相互协作的

关系
［7］

。SanjayJain 认为正规金融市场上较高的交易成本被非正规金融所替代，两部门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8］

。

具体到中国农村实际情况，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到底存在何种关系呢?胡金焱和李永平从信息成本和代理成本的角度揭示

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制度性互补关系
［9］

，姚耀军、杨福明和黄筱伟通过温州案例得出相同的结论
［10－11］

。近年来，学者们通过各地

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得出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二者在功能上存在互补性
［12－14］

。然而，部分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正规

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两者各自具有一定的优劣势，服务于农村金融市场的两极
［15－16］

。崔百胜分析了二元金融体系下正规金融与非

正规金融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技术冲击以及消费偏好冲击下表现为互补关系；而在货币政策

冲击下，两部门短期内呈现相互替代的关系
［6］

。可见，在农村金融市场上，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两部门之间相互竞争、相互

依赖、共生共存。

通过分析发现，造成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可能原因主要有两方面:第一，大多学者在实证检验中并未将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

两部门的供需行为进行有效分离
①2
。一般而言，借贷行为取决于农户的需求行为和正规金融或非正规金融贷款者的供给行为之间

的相互作用，仅依据单方面的估计结果来说明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关系的判断是不可靠的。第二，农村信贷对农村不同收入

群体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因其行为偏好和需求偏好的不同，借贷需求意愿也必然呈现差异化，如不加以

区分，计量得出的结果并不能真实反映农村信贷市场中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相互关系。农户不是同质的，同样的借贷对其

产生的影响也不一样，从农户不同收入层次差异角度来分析正规金融借贷与非正规金融借贷之间的关系，细化影响差异，有利

于为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提供适应性强、匹配度高的信贷服务，降低农户借贷成本，从而提高信贷的可获性。

2 ① 为了克服该问题，刘西川等( 2014) 采用四元 Probit 模型在同时控制住农户信贷需求及另一个部门信贷供给影响的基础

上，实证考察了农户信贷市场中正规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关系，但借贷对于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作用存在的异质性并没有在文

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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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克服以上问题，本文将借鉴刘西川等提出的四元 Probit 联立模型
［14］

，在此研究方法基础上，将样本农户分为低、中、

高三个收入层次，在考虑农户异质性基础上，利用田野调查数据，分析对于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借贷中正规金融借贷与非正规金

融借贷之间的动态关系。

该研究对于理解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组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科学依据，为相关部门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启示。

三、理论基础

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共存是中国农村信贷市场的一个壮丽图景，但是，对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现有研究中

并不能找到明确解释。非正规金融部门同正规金融机构相比而言，其拥有一定的地缘人际关系，具有低监督成本、高执行效力

优势。而非正规金融部门的监督优势及执行效力并不能对资金进行充分扩张，不具有规模效应，从而无法满足高端市场的融资

需求，可见，非正规与正规金融不能形成完全的替代关系。在我国非正规金融已具有较大规模，但对于两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判

断争论仍然较大。

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农户缺乏有效的抵押担保品，且交易成本较高，导致正规金融服务于农村地区存在一定局限性，同

时，由于政府的干预、信贷配给及市场垄断等问题，正规金融无法有效覆盖到整个农村金融市场。而依据一般经济学原理，市

场上所有的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并能够引致出相应的供给。对此，正规金融市场若存在边界，就会导致农村借贷主体的信贷

需求得不到满足。要解决该问题，必须引入适应农村借贷主体融资需求特征的相应替代物，而该替代物能够克服正规金融的劣

势，该替代物便是非正规金融
［17］

。非正规金融作为一种内生性制度安排早已存在，它能够满足大多数农村借贷主体的信贷需求，

该部分借贷主体往往受到正规金融的配给约束；而非正规金融也存在其无法克服的矛盾，决定了其不可能完全替代正规金融。

因此，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二者既可能存在替代性，又可能存在互补性。

相较于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具有地域优势，在信息搜集、甄别以及监督方面的成本较小。但当非正规金融的成员范围与

组织规模不断扩大，随着社会关系网络的不断扩大，其信息优势与地域优势就会不断减弱，从而克服道德风险的能力也会相应

下降，当降低到一定水平时，非正规金融的优势就不再显现，其边际贷款成本呈“U”型趋势(如图 1所示)。而正规金融存在规

模经济，即正规金融机构的边际贷款成本随着贷款规模的增加而不断下降
［9］

。非正规金融的边际贷款成本会随着贷款规模的增

加而下降，信息优势在 E 点时最大、效率最高；越过 E 点后，边际贷款成本则随着贷款规模的增加不断扩大；而越过 M 点后，

非正规金融的成本优势不再显现。可见，非正规金融在 OF 区间内具有绝对的成本优势，存在非正规金融对正规金融的替代，E

点为非正规金融边际贷款成本最低点，也即非正规金融贷款效率最高点，可见 M 点为非正规金融具有比较优势的临界点。图 1

中，FN 区间为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的信任半径
①3
，在该区间内，可充分利用正规金融的规模优势与非正规金融的信息优势，以

此达到合理配置资源，实现优势互补的目的。以 F 为临界点，当正规金融的贷款边际成本小于非正规金融时，正规金融占主导

地位，存在正规金融对非正规金融的替代
［18］

。

3 ① Fukuyama( 1995) 认为所谓信任半径，是指人们乐意把信任扩展到的范围的大小。信任半径可能以家族、地域、社团、性

别等为界。信任也是随着农村非正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结构的变迁而不断演变的，逐渐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特殊信

任演化到基于业缘的一般普遍信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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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户在实现收入不断增长的同时，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不同收入水平农户行

为与需求偏好会存在较大差异，对借贷资金的需求意愿也会呈现出明显差异。对于中、低收入水平农户来说，借贷规模比高收

入水平农户相对较少，其贷款规模在 OF 区域内由于受劳动力、土地等的约束，从而生产规模会受到限制，造成资金投入受限，

贷款并未突破 F 的临界点，此时非正规金融借款占主导地位，从图中可判断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对于

高收入水平农户来说，其贷款规模往往容易突破 F 的临界点，此时由于受非正规金融借贷规模、交易范围的局限，仅靠非正规

金融已无法满足借款者扩大的资金需求，此时往往会转向正规金融机构寻求信贷支持，正规金融借贷与非正规金融借贷之间会

存在一定的互补关系。

据此提出假说:不同收入水平下农户正规金融借贷与非正规金融借贷之间的关系有所差别。对于中、低收入水平农户来说，

非正规金融借款占据主导地位，存在对正规金融借贷的替代关系；对于高收入水平农户来说，正规金融借贷与非正规金融借贷

二者呈现互补关系。

四、模型构建、变量及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

为了刻画资金需求者和信贷供给者的决策行为，可分别建立如下联立方程:

1.农村正规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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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1表示农户是否愿意申请正规金融借贷的决策变量， 表示农户向农村正规金融部门申请借款意愿的潜变量；Y2表

示农村正规金融部门是否愿意向农户提供贷款的决策变量， 表示农村正规金融部门向农户提供贷款意愿的潜变量。由于，

从可观测的行为角度来看，资金需求者的需求行为会先被观察到，因此，只有当 Y1=1 时，Y2才能被观测到。

2.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

其中，Y3表示农户是否愿意向非正规组织借款的决策变量， 表示农户向非正规金融部门申请贷款意愿的潜变量；Y4表示

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是否愿意向农户提供贷款的决策变量， 表示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向农户提供贷款意愿的潜变量。同理，

只有当 Y3=1 时，Y4才能被观测到。

为了考察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需求与供给、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需求和供给四类行为的关系，联立方程式(1)—(4)，运

用四元 Probit 联立方程分析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二者的关系。X1、X2、X3、X4表示一系列解释变量，

则是相应的参数变量。假定ε1、ε2、ε3、ε4～MVN(0，Σ)，MVN 为一个四元正态分布函数，Σ的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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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似然函数方程可表示为:

其中，方程(6)中的 Li1、Li2、Li3、Li4、Li5、Li6、Li7、Li8、Li9分别是(1，1，1，1)、(1，1，1，0)、(1，1，0，x)、(1，0，1，

1)、(1，0，1，0)、(1，0，0，x)、(0，x，1，1)、(0，x，1，0)、(0，x，0，x)的似然贡献。

可表示为:

Φk为 k 元的标准正态分布函数，对此，Φ2、Φ3、Φ4分别表示为二元、三元、四元标准正态分布函数。本文采用 Cappellari

＆Jenins(2003)的 GHK 估计法
［19］

得出本文的估计结果，且所得到的估计结果具有无偏性和有效性的基本性质。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江苏农村金融发展研究中心项目组于 2012 年 7—8 月对江苏省农村苏南、苏中和苏北三个地区 11 个县

(区)的 1330 户农户进行的实地调查。样本地区总计发放 1330 份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1202 份。此次调查主要收集了农户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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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行为方面的相关数据。样本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既有发达的苏南地区，又有欠发达的苏北地区，苏南、苏中和

苏北获得的样本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不同经济金融发展水平的农村，能够较好地反映我国农村金融

的现状。

(三)变量选取

各个变量的具体定义以及描述性统计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含义 变量符号 说明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农户正规金融信贷需求 y1 农户是否愿意向正规金融机构借款：是=1，否=0 0.2891 0.4224

正规金融信贷供给 y2 农户是否得到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是=1，否=0 0.1986 0.3895

农户非正规金融信贷需求 y3 农户是否愿意向非正规金融组织借款：是=1，否=0 0.2842 0.4019

非正规金融信贷供给 y4 农户是否得到非正规金融贷款：是=1，否=0 0.3640 0.5014

自变量

户主年龄（岁） age 周岁 52.3852 10.5415

户主受教育年限（年） edu 9.8336 3.4826

家庭劳动力 labor 家庭中有劳动能力并参与劳动的人数 2.6015 1.5705

耕地面积（亩） land 农户生产经营规模 2.9216 4.1167

生产性固定资产（万元） proca 农户财产状况 4.4670 10.3451

金融资产（万元） asset 农户自有资金状况 7.7508 21.1733

非农就业能力 trans 工资性收人/总收人 0.3329 0.3264

是否参加小组联保 group 是=1，否=0 0.2033 0.4026

重大事件支出（万元） events 0.3922 0.4951

邻里关系 ship
1=非常融洽，2=比较融洽，3 =关系一般，

4=比较疏远，5=几乎不来往
1.6984 0.6892

在村中身份 level 是否干部家庭：是=1，否=0 0.2321 0.4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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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村干部关系 cadres
1=非常融洽，2=比较融洽，3 =关系一般，

4=比较疏远，5 =几乎不来往
1.6770 0.7352

是否苏南地区 region 是=1，否=0 0.7088 0.4545

识别变量

金融知识 know 是否了解银行发放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是=1，否=0 0.6541 0.5465

距离（公里） distance 农户离最近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网点的距离 3.1074 2.1927

健康 health 是=1，否=0 0.9364 0.2447

礼金支出（万元） gift 家庭人均礼金支出 0.8649 0.6134

1．因变量

农户正规金融信贷需求，即农户是否有意愿向正规金融机构申请借款，是为 1，否则为 0。农村正规金融信贷供给，即农户

是否得到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得到为 1，否则为 0。农户非正规金融信贷需求，即农户是否意愿向非正规组织借款，是为 1，反

之为 0。农村非正规金融信贷供给，即农户是否得到非正规金融组织贷款，是为 1，反之为 0。

2.自变量

(1)主要影响因素变量。从理论上分析，影响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信贷需求和供给的因素主要包括三类:农户个人特征变

量、标准信息禀赋变量、社会网络特征变量和农户所在地区的特征变量
［2，20］

。其中，本文所使用的农户个人特征变量包括农户

的基本状况(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家庭劳动力水平)、标准信息禀赋的代理变量(耕地面积、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金融

资产、非农就业能力、是否参加小组联保、重大事件支出)、社会网络特征变量(邻里关系、在村中身份、与村干部关系)、农户

所在地的特征变量(是否为苏南地区)。

(2)识别影响因素变量。为了对四元 Probit 联立模型进行有效识别，依次在每个方程中加入变量，以识别其它方程。此外

我们参考刘西川等提出的识别变量
［14］

，采用金融知识变量来识别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信贷需求行为，一般情况下，如果农户熟悉

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产品、程序等，更能决定其是否向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采用距离变量来识别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信贷供

给行为，农户所属村庄距离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远近决定了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能力，该变量同时独立于影响农户正规

金融信贷需求及农户非正规金融信贷行为的影响因素；采用农户健康状况变量来识别农村非正规金融信贷需求行为，农户的健

康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是否向农村非正规金融部门借款以及借款的额度；采用礼金支出变量来刻画农户的社会关系，从而能

够更好地识别农村非正规金融供给。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为了考查异质性农户视角下农户正规借款与非正规借款部门之间的关系，本文将样本中的农户按照人均纯收入由低到高排

序后划分为 3 组，各组户数均占总户数的三分之一，分别为低收入组、中收入组和高收入组。使用 Stata10．0 软件，依次列出

全样本组农户和不同收入组农户构建的四元 Probit 联立模型的估计结果(表 2 和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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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全部样本农户的四元 Probit 联立模型实证结果

变量
正规金融信贷需求 正规金融信贷供给 非正规金融信贷需求 非正规金融信贷供给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age 0.0024 0.0128 0.0089 0.0073 -0.0046 0.0247 -0.0240 0.0035

edu 0.0175 0.0422 0.0214 0.0560 0.0012 0.0098 0.0057 0.0094

labor 0.0641 0.0426 0.0162 0.0153 0.0806* * 0.0585 0.0158* * * 0.0112

land 0.0264 0.0197 0.0125 0.0088 0.0019 0.0025 0.0078 0.0042

proca 0.0424*
4

0.0211 0.0376* * 0.0198 0.0166* * * 0.0069 0.0055 * * * 0.0027

asset 0.0531 * * * 0.0176 0.0128 * * * 0.0047 0.0034* * 0.0018 0.0087 * * 0.0039

trans 0.0086* 0.2154 0.0012* 0.0471 0.0143 0.0158 0.0044 0.0042

group 0.6877* * * 0.1581 0.8420* * * 0.0753 -0.1606 0.1487 0.2655 0.0178

events 0.0815 * * * 0.0404 0.1461 * * * 0.1245 0.3562 * * * 0.2467 0.6142 * * * 0.1975

ship 0.4021 0.0511 0.3110 0.0238 -0.2151 " * 0.1242 -0.3464* * * 0.6442

level 0.0915 0.2548 0.0598 0.0358 0.2154 0.5215 0.8447* * 0.0854

cadres 0.0354 0.0541 0.1337 0.3941 0.1542* 0.4711 -0.2465 * * * 0.1599

region 0.4145 0.5712 0.5411 0.3210 0.0174 0.0412 0.3181 0.1532

know -0.5128 0.4116

distance -0.0248 0.0172

health -0.0648* 0.1406

gift 0.0942* * * 0.0541

cons 0.0513 0.8414 0.6157 0.3649 1.0024* 0.8432 -0.6421 * * * 0.7643

Pl2 0.8131 * * * 0.0456 Pl3 0.2131 * * * 0.0733

Py Pl4 0.4463* * * 0.0645 P23 0.0941 * * * 0.0364

P24 0.8127 * * * 0.0656 P34 0.7455 * * * 0.0345

极大似然值 -2161.5891

Wald chi(52) 286.5457 * * *

Lfi 检验 Chi2(6) = :847.1425 Prob>chi2 = 0.0000

obs 1202 1202 1202 1202

注: 括号中为标准误差; ***、**、* 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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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部样本农户的估计结果

表 2 给出了全样本数据在四元 Probit 联立模型中估计的结果。其中，ρij(i，j=1，2，3，4，i≠j)
①4
代表模型 i 与模型 j

之间随机误差项的相关系数，可看出各自均在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农村正规金融信贷需求与供给，以及非正规金融信贷需求

与供给行为之间是相互影响的。ρ12和ρ34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检测农户信贷供给时，需控制影响农户信贷需求的不可

观测特征。Wald 系数结果在 1%显著水平上显著，说明四个方程是相互区别的。同时，在识别变量中，农户离最近的农村正规金

融机构网点的距离、健康状况和家庭人均礼金支出指标显著。

表 3 不同收入组农户的四元 Probit 联立模型实证结果

误差项相关系数

低收人组
中收人组 高收入组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ρ24 -0.1457* * * 0.0752 -0.0975 * * 0.0673 0.9814* * * 0.0647

对于农户农村正规金融信贷供给和农村非正规金融信贷供给的影响因素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估计结果中，显著影响农村

正规金融信贷供给的变量有:生产性固定资产、金融资产、非农就业能力、是否参加小组联保以及重大事件支出，且均正向影响

正规金融信贷供给，其中，生产性固定资产、金融资产、非农就业能力、是否参加小组联保以及重大事件支出等指标可用来衡

量农户家庭的偿还能力，因此能够部分满足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条件，较容易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

显著影响农村非正规金融信贷供给的变量有:生产性固定资产、金融资产、重大事件支出、邻里关系、在村中身份、与村干

部关系、礼金支出。其中，邻里关系和与村干部关系变量对于农村非正规金融信贷供给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家庭在村中的邻

里关系越好或与村干部关系越好，更容易从非正规金融信贷金融获得贷款。在村中身份变量正向影响农户非正规金融信贷供给，

同时，礼金支出作为识别变量，也显著正向影响非正规金融信贷供给，可能的原因是该类家庭往往被认为在村落中具有更高的

威望和地位，违约风险可能性会更低，更容易获得非正规贷款。

此外，我们观察不可观测变量的结果，ρ24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农村正规金融信贷供给与非正规金融信贷供给二者

存在互补关系。

从估计的变量数量来看，显著影响农村非正规金融信贷供给的变量数要多于影响农村正规金融信贷供给的变量，一定程度

上可表明农村非正规金融信贷供给方能够从更多的渠道来识别借款者的还款能力及还款意愿，佐证了非正规金融信贷供给方较

正规金融信贷供给方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上具有较大优势。同时，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二者存在互补关系的原因在于，正

4 ① 方程 1、2、3、4 分别对应农村正规金融信贷需求、正规金融信贷供给、非正规金融信贷需求和非正规金融信贷供给行为

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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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金融部门注重借款者的抵押担保条件，具备一定规模优势，而非正规金融具备信息优势，其在信息搜集、甄别以及监督贷款

投向方面的成本较小。它们各具比较优势，且二者在借款规模、利率、期限和抵押担保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正规金融

与非正规金融二者可以实现优势互补，通过策略性合作得以弥补各自的不足。

(二)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估计结果
①5

我们认为，对于不同收入农户来说，正规金融借贷与非正规金融借贷之间的关系有所差别。因此，为检验农村正规金融信

贷部门与非正规金融信贷部门在不同收入组农户中的相互关系，构建了低收入组、中收入组和高收入组三个子样本，并分别对

子样本进行回归。表 3的回归结果表明:ρ24在高收入组的回归样本中显著为正，而中、低收入组样本中显著为负。从而，假说

得以验证，即不同收入组农户正规金融借贷与非正规金融借贷之间的关系有所差别。对于中、低收入水平农户来说，非正规金

融借贷占据主导地位，存在对正规金融借贷的替代关系；对于高收入水平农户来说，正规金融借贷与非正规金融借贷存在互补

关系。中、低收入水平农户的借贷需求主要体现为消费性需求而非生产性需求，借贷主要表现为亲朋好友之间的互助性借贷，

且借贷规模较小，非正规金融借贷占据主导地位，存在对正规金融借贷的替代关系；而高收入水平农户所发生的借款更大可能

是用于投资生产经营性活动，借贷规模较大，因此，仅靠非正规金融将无法满足其扩大的资金需求，此时往往会转向正规金融

机构寻求信贷支持，从而存在一定的互补关系。

此外，对于其他解释变量的影响，大多数变量的影响方向与之前类似，由于这并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此处不再赘述。

(三)稳健性检验
②6

为了提高结果的稳健性和可信度，我们采用替换某些变量的形式对上述四元 Probit 联立模型进行重新估计，用所属村庄农

村正规金融机构网点数变量替换农户离最近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网点的距离变量，重复以上检验。估计结果与基准结果相比并

未产生重大改变，说明本文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研究结论。

六、结论

本文基于江苏省 1202 户农户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农村正规金融信贷供给与农村非正规金融信贷供给之间的关系，在此基

础上，基于农户异质性视角，分析了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借贷中正规金融借贷与非正规金融借贷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影响

农村正规金融信贷供给与影响农村非正规金融信贷供给因素侧重点不同，其中正规金融倾向于拥有标准信息禀赋特征的农户，

而非正规金融倾向于拥有丰富社会网络特征的农户；对于中、低收入农户来说，非正规金融借款占据主导地位，存在对正规金

融借贷的替代关系；对于高收入农户来说，正规金融借贷与非正规金融借贷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并且，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

金融部门之间的互补关系主要发生在高收入水平群体中，由此得出的互补关系为农村金融联结提供了经验支持。

考虑到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各自具有比较优势，二者具有一定互补区间，为此，在现阶段农村二元金融结构存在的现实

情况下，可通过金融联结方式把正规金融的资金优势和非正规金融的信息优势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向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

一方面，构建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两部门并存的农村金融体系，学习农村乡村社会中非正规金融组织有效的治理机制，使农

村金融市场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合作的有机整体，有利于整合和深化农村信贷市场；另一方面，完善我国农村地区借款农户的

信用档案，可利用非正规金融的信息优势，通过建立信用档案，从而形成统一的数据平台，借鉴该平台，正规金融机构可通过

平台数据的搜索了解农户的信用情况，从而克服信息不对称，免去了正规金融机构放贷员上门调查，资料搜集等一系列繁杂的

手续，大大降低正规金融的信息搜集成本。

5 ①限于篇幅，这里未给出不同收入组农户具体的估计结果，只给出了检验农村正规金融信贷供给与非正规金融信贷供给之间

相互关系的估计系数ρ24，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6 ②由于限于篇幅，具体估计结果在此不再展示，如有需求可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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