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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匹配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江西省九江市的问卷调查 

骆钰
1
 

【摘 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够提高农业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水平，是优化农业产业布局的重

要途径。为进一步掌握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情况，本文以江西省九江市 11 个县 278 个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为调查样本，重点分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表现，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进而提出金融服务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建议。调查显示，九江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需求强烈，不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贷款获得

程度不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个人信用度、受教育程度、经营期限、毛收入水平、贷款经历对信贷匹配程度起正

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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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三农问题是关系民生的根本问题，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但

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持续经营时因受自身条件限制，在融资方面往往得不到与之相匹配的贷款，进而影响了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发展。 

从已有研究来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指在大力培育发展现代农业过程中通过土地集约经营逐步形成的专业大户、家庭农

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农业经营组织（赵磊，2018）。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

对土地规模化经营提出更高要求的背景下产生的，是解决农村空心化和土地撂荒的重要进步（皮修平，2015）。加快培育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能够保证我国粮食安全，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胡泊，2015）。当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迅速，经营方式灵

活，但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张海鹏等（2014）认为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顺利与否与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发展优劣密切相关。汪发元（2014）指出单位土地占用劳动力过多、政府种粮补贴落实不到位、农业保险不完善阻碍

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张扬（2010）认为制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瓶颈因素是资金匮乏。要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发展需要采取一定的方法。孟丽等（2015）提出要明确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的分类标准，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性，

提升农业市场的竞争力。 

在现有文献中，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研究比较丰富。张贵年（2018）指出金融在支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助

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村新产业业态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刘俊奇等（2017）通过对辽宁 156 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典型调研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规信贷需求强烈，资金需求额度大、期限长。俞涔曦（2016）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

金缺口难以得到满足，存在融资难问题。庞康强（2018）认为，农村社会发展速度缓慢，资本进入较晚，农村金融市场起步晚

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受阻的重要原因。李芸琪（2018）通过对慈利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研指出，金融机构服务缺乏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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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金融体系不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缺乏优质抵押品影响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供给。Robert A(2010）指出，贷款利

率政策向家庭农场倾斜有助于家庭农场信贷活动的顺利进行。Ashok Mishra(2011）认为，农业政策保险的全覆盖对家庭农场的

发展起到正向作用。郭炜姗和张敏（2017）认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支持应重点解决包括抵押品不足、授信额度小等

融资问题。冯开文（2006）提出应采取创新发展的方式，扩大集体资本存量，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力。孙志毅等（2017）

认为要从机制创新、体制创新、产品创新等方面拓展市场，激活市场，从而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当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仍处于成长期，发展不成熟，学者们对不同经营主体融资问题的研究可应用到本文

关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研究中。本文以江西省九江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样本，以典型区域事实丰富了关于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信贷融资匹配度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二、数据来源及样本基本情况 

（一）数据来源 

江西省九江市农业生产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典型区域。本文选取九江市 11个县区进行实地走

访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300份，回收 278份，问卷有效率达 92.67%，其中获得家庭农场样本 102个，专业大户样本 100个，

农民合作社样本 58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样本 18个。 

（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基本情况 

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个人特征 

被调查样本的年龄主要分布在 41～50 岁之间，共 56 人，占样本总数 39.57%；其次是 31～40岁和 51～60岁年龄段，占比

分别为 23.74%和 22.30%。反映了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力军仍是中年人，较少年轻人向农业领域发展，而年老的劳动力往往

跟不上发展的潮流，掌握的新技术有限，基本靠长年累月的经验劳作。样本的文化水平多集中于高中或中专，占样本总数的

60.43%，大学本科及以上仅 6 人，且这 6 人均来自龙头企业，说明九江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决策人文化程度偏低，在掌握新技

术、新方法、新设备方面存在较大的知识鸿沟，在农业市场化竞争中人才竞争力明显不足。 

表 1样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个体特征 

个人 

特征 
分类情况 

家庭 

表场 

专业 

大户 

农民 

合作社 

龙头 

企业 
总户数 比例 

年龄 

结构 

18-30 16 8 0 0 24 8.63% 

31-40 38 24 2 2 66 23.74% 

41-50 28 52 24 6 110 39.57% 

51-60 16 10 28 8 62 22.30% 

61以上 4 6 4 2 16 5.76% 

学历 

结构 

小学 

及以下 
36 14 8 4 62 22.30% 

高中 

（或中专） 
52 76 36 4 168 6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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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 14 10 14 4 42 15.11% 

大学本科及以上 0 0 0 6 6 2.16% 

 

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基本情况 

九江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以传统农业为主，家庭收入以种养业和养殖业为主，占比分别为 46%和 38.67%。近年来九江市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收入保持稳定增长。从调查情况来看，72%的家庭收入与上年基本持平且保持小幅上涨，15.33%的家庭显

示家庭收入很稳定，说明近几年九江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趋势较好，发展平稳。从家庭情况来看，九江市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家庭都有一定的固定资产，其中在 50～100 万范围内的占比为 41.73%，其次是 20～50 万，占比为 20.86%；固定资产总值在

100万元以上的占比为 23.74%，说明九江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较好的发展基础，发展潜力尚可。 

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经营基本情况 

从经营种类来看，九江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种养业为主，占比达 48%。其中农民合作社以养殖业为主，受地理条件影响，

养殖业多为猪和家禽类。从经营年限来看，九江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经营在 3～5年，占比达 36.33%；其次为 1年～3年，占

比为 20.86%，说明九江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持续时间较久，具有一定的时间积淀和积累，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发展体系。 

表 2样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特征 

家庭 

特征 
分类情况 

家庭 

农场 

专业 

大户 

农民 

合作社 

龙头 

企业 
总户数 比例 

家庭年 

毛收入 

10万及以下 2 2 8 0 12 4.31% 

10～20万 44 40 12 0 96 34.53% 

20～50万 32 34 18 6 90 32.37% 

50～100万 22 14 14 2 52 18.71% 

100～200万 2 6 4 0 12 4.32% 

200万以上 0 4 2 10 16 5.76% 

固定资 

产总值 

10万及以下 4 2 8 0 14 5.04% 

10～20万 12 8 4 0 24 8.63% 

20～50万 14 16 22 6 58 20.86% 

50-100万 52 50 14 0 116 41.73% 

100～200万 18 16 4 4 42 15.11% 

200万以上 2 8 6 8 24 8.63% 

 

表 3样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特征 

经营 

特征 
分类情况 

家庭 

农场 

专业 

大户 

农民 

合作社 

龙头 

企业 
总户数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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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 

营种养 

殖种类 

种植业 62 50 16 6 134 48.21% 

养殖业 28 34 22 6 90 32.37% 

种养都有 12 16 20 6 54 19.42% 

规模经 

营年限 

1年及以下 8 12 16 3 39 14.03% 

1～3年 23 22 9 2 56 20.14% 

3～5年 35 30 26 8 99 35.61% 

5-104 8 18 5 5 36 12.95% 

10年以上 26 18 2 2 48 17.27% 

 

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表现情况 

（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需求大 

调查显示，九江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金需求较大，近三年，有 92.09%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资金需求。资金缺口多集

中于 10～20 万的范围，占比达 43.33%,26%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金需求在 20～50 万区间。从资金满足情况来看，89.93%的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认为当前信贷资金基本满足，仍有较大资金缺口的占比为 6.67%，另有 4%的样本认为不能满足当前资金需求。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主要用于种养殖投入（91.33%），仅有 6%用于非农生产或投资。 

(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渠道偏保守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渠道较为保守，主要借款来源是涉农金融机构（75%），此外向亲戚、邻居、朋友或熟人借款（12%）

也是主要渠道之一，较少涉及民间借贷、小贷公司等融资方式。这主要是因为民间借贷与小额贷款公司不能提供足额的信贷资

金。从贷款类型来看信用贷款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获得的贷款类型，占比为 32%，其次分别为抵押贷款（30%）和担保贷款

（20.67%）。 

(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获得率较高 

从信贷行为来看，87%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从金融机构贷款的经历，其中专业大户申请贷款数量最多，占比为 95.08%，龙

头企业申请贷款数量最少，占比为 26.67%。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申请贷款的额度集中在 10万～50万区间，其中 10万～20万的占

比 44.67%,20万～50万的占比达 30.67%，这也与调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金缺口相一致。 

同时，81.29%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了申请的全部贷款，18.71%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只获得部分贷款，没有足值的抵押

品（45.33%）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未获得全部贷款的主要原因。此外，信贷员认为经营风险较大（22.67%）和没有担保人（21.33%）

也是影响贷款的重要因素。利率是金融市场的风向标，九江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利率主要分布在 4%～6%之间，占比达 62%。 

(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度较好 

从还款情况来看，九江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基本能够按时归还贷款（94.24%），还款来源主要来自种养殖经营收入（90.67%）。

受生产资料租金成本（36.67%）、农产品价格下降（23.33%）、农业生产遇突发事件（17.33%）等因素影响，5.76%的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存在不能按时还款情况。这部分新型农业主体会通过从家中其他地方节省资金用于还款（40.67%）、从别处借钱还

（28.67%）、减少农业生态投资（11.33%）等方式补齐金融机构贷款，仅 3.33%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会选择与金融机构协商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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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款。 

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匹配度影响因素分析 

（一）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本文重点分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需求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其中信贷匹配度是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金融机构获得贷

款的满足程度。实证分析时，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规信贷匹配度为被解释变量，通过实际调查申请贷款获得的比例来衡量其

正规信贷可获得性的程度，数据具有可信性，并用数值 1代表不能满足，2代表大部分满足，3是基本满足。因为使用该变量的

数字具有天然的排序意义，适合使用 Logit模型进行分析。 

在变量选择上，本文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各方面表现为解释变量，具体指标有：用是否是新用户、年龄、受教育程度来衡

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个人特征；用政府关系、银行关系来反映主体的社会关系；以固定资产来衡量主体的自身资产实力。以

上三个指标共同反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决策者的家庭特征。此外，还选择经营类型、毛收入水平和经营年限来反映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经营特征；选择贷款经历和利率水平来反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特征。 

（二）实证估计 

在构建模型时，由于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规信贷匹配度的因素较多，各因素之间可能会有多重共线性，因而在建模之

前首先对各个变量进行了相关分析，用来判断是否会出现多重共线性。结果显示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符合建立模型的需

要。 

模型对数似然比为-94.513，对应的 p值为 0.0987，在统计学 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说明方程总体有效。从变量显著性

情况来看，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经营特征和信贷特征均对信贷匹配度产生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决策者个人特征对其信贷匹配度的影响如下： 

决策者的年龄对贷款可获得性在统计学 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决策者的受教育程度和是否是信用户在统计学显著性 1%显著

性水平下显著。这说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个人情况在信贷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决策者年龄越大，对金融知识可能越不了解，

进而影响信贷获得；而决策者受教育程度越高、信用意识越强，越能得到金融机构的青睐。 

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决策者的家庭特征对信贷匹配度的影响如下： 

决策者家庭情况中有政府关系或银行关系对贷款匹配程度的影响在统计学上不显著。决策者的固定资产在统计学 1%显著性

水平下显著，固定资产越多，越容易获得信贷支持。其原因可能在于金融机构的管理日趋规范，相比于过去需要依靠社会关系

才能获得信贷支持，现在更注重对信贷主体的质量考核和对风险的分析预判，所以信贷主体更应该注重自身的发展水平。 

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特征对其信贷匹配度的影响如下： 

经营类型在统计学上不显著，毛收入水平和经营年限在统计学 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说明无论哪种经营类型，毛收入水

平的高低、经营年限的长短与信贷获得的多少呈正相关关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情况是金融机构考量的重要指标，良好

的经营状况是还款的重要保障，发生逾期或者不良的风险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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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特征对其信贷匹配度的影响如下： 

是否有过贷款经历在统计学 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有过信贷经历的经营主体更容易获得信贷，这主要是因为有过贷款经历，

更熟悉贷款流程，对金融机构的政策更加了解，金融机构也更配合。而利率在统计学上不显著，这主要是由于随着政策对农业

发展的倾斜，银行机构对农业类贷款利率均维持在基准利率水平，导致利率在信贷获得方面的影响较弱。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对江西省九江市 11个县 278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地调查数据，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需求匹配度及影响

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需求强烈，但是不同主体获得的贷款程度不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个人信用度、受教育程度、经营期限、毛收入水平、贷款经历对信贷匹配程度起正向作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决策者的

年龄对信贷匹配度起负相关，而社会关系、经营种类、贷款利率对信贷匹配情况作用不大。因此，要想提高金融机构对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既要注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身水平的发展，同时也要注重金融政策对其的倾斜。具体有以下建议： 

第一，以规范经营为导向，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转型升级。一是从严规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管理。从主体设立、注销、

认定标准、注册登记等方面制定现代经营管理制度，完善内部控制，规范财务制度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合规具有资质的承

贷主体。二是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转型升级。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产业向深加工方向发展，开展人员培训，主动与互联

网对接，形成“互联网+农业”“互联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新格局，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网络经济接轨。 

第二，以金融供给为重点，强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一是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用差异化金融服务。金融机构要

根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特征，按照生产周期合理发放贷款，在贷款模式、贷款方式、贷款期限、贷款利率等方面针对性制定

贷款方案，满足不同经营主体的资金需求。二是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多层次金融产品。针对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本身抵押

品不具足值的特点，金融机构可通过创新抵押担保方式，如存单质押、应收账款质押等贷款形式来完善信贷方式，降低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经济压力。三是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强多方位贷后管理。金融机构在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金融支持的过程

中，应采用定期回访、随时暗访的形式，加强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息共享，掌握客户的资金去向，进而控制风险。 

第三，以机制创新为依托，保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持续发展。一是完善农业风险补偿机制。地方政府应该完善相应的风险

补偿机制，为受自然灾害或市场波动影响的农户兜底不良贷款。人民银行应该充分运用现有货币政策工具，向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倾斜，引导金融机构根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特点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促进其发展。二是完善农业保险机制。

积极引导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投保，拓宽保险范围，创新保险产品，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 

第四，以信用建设为载体，打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征信环境。一是打造优质金融生态。涉农金融机构要健全村镇金融网点

建设，将基础性金融服务延展到乡镇。二是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纳入征信系统，明确其评定范围，为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造良好的金融信用环境。三是打造农业金融信息共享平台。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型网络工具，对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息进行整合、加工、分类、甄别，促进金融机构和农户之间的信息交流，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搭建

有效的沟通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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