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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湖南省 10 个县(区)500户入户调查的问卷为样文数据，通过建立 Logistic 回归模型来分析

影响湖南省林农户参与林权抵押贷款融资的各项因素。计量结果表明，林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家中是否有小额信用

贷款、林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和林区通网能否满足生产需求等因素，对林农户参与林权抵押贷款融资的意愿

有显著影响。因此，提出加强对林权抵押贷款政策的宣传和相关教育以及加强政府对林区林业经济发展的支持等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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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林业经营以可持续性经营为主，前期需要投入较大资金，但资金回收较慢。在林业金融改革创新以前，林业资金主要靠财政

投入和经营者自有资金，投入规模十分有限。 

为了更好地推进林权抵押融资改革，选取了湖南省 10个县(区)500户入户调查的面板数据，利用 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林

农户参与林权抵押贷款的意愿，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因素，以期可以针对性地解决林农户融资遇到的问题，为相关职能部门在拟

定政策和指导意见时提供实证依据。 

2 理论分析 

关于影响林农户融资意愿的因素，学者们提出有林农户的人口特征、文化水平、年龄、家庭收入、林地规模、信息获得程度

等(肖轶等，2012；孟全省等，2010；杨伟坤等，2009)。依据已有研究成果，综合考虑被调查区域的特点，结合访谈与实地调查，

本文将影响因素分成三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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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户主特征变量 

(1)性别。 

女性就业能力没有男性强，对贷款的关注度不高；女性较男性更加谨慎，思想较为保守，因此贷款意愿相对较弱。 

(2)年龄。 

年龄在青壮年时期，就业意愿比较强烈，对抵押贷款需求意愿更强；年龄较大的人思想观念会更加保守，抵押贷款的需求较

弱。 

(3)受教育程度。 

所接受的教育水平越高，视野也就越开阔，接受新鲜事物和一些新知识的频率也就越快，对林权抵押贷款的需求意愿更强

烈。 

2.2家庭特征变量 

(1)是否有人(曾)担任村干部。 

家庭里有人担任过村干部，思想更开放，更容易获得信息，对林权抵押贷款制度的认知和接受速度更快，贷款需求相对也更

强。 

(2)是否从事与林业相关。 

从事与林业相关的活动，一般会更关注林权抵押贷款制度相关的信息，贷款需求意愿更强烈。 

(3)是否接受过林业培训。 

接受过林业培训的家庭，会接触到林权抵押贷款制度相关的信息，因此贷款需求相对也更强。 

(4)家中是否有小额信用贷款。 

已经有资金需求，并进行了小额贷款的林农户。一方面表示其有资金需求；另一方面，他们有了一定的贷款经历，对贷款程

序较熟悉，对自我的还款的能力比较清楚。因此在有资金需求的时候，有贷款经历的林农户贷款意愿更强烈。 

2.3社会经济特征变量 

(1)自家林地面积。 

林地面积的大小与能否进行规模化和产业化的林业经营密切相关，面积越大，越有利于开展规模化和产业化的经营。因此假

设自家林地面积越大，林权抵押贷款的需求意愿也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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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 

林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越高，农户对林业生产性经营依赖度与重视程度越高，从而更愿意通过林权抵押贷款来增加林

业产业化投入，进一步提高收益水平，由此假设林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越高，林权抵押贷款需求意愿越强。 

(3)林道建设能否满足生产需要。 

一般来说，林道建设较好，交通越便利，生产成本越低，林权抵押贷款的需求也越强。 

(4)林区通网状况。 

林区通网状况越好，信息越发达，林权抵押贷款的需求也越强。 

表 1农户对林权抵押需求意愿影响因素的统计描述 

影响因素 分类 
样本

数 

占样本总数的

比例 

有林权抵押贷款需求

的样本数 

无林权抵押贷款需求

的样本数 

有林权抵押贷款需求

的比例 

户主特征变量 

性别 

男 423 90.19% 85 338 20.09% 

女 46 9.81% 9 37 19.57% 

年龄 

18～35周

岁 
7 1.49% 2 5 28.57% 

36～50周

岁 
104 22.17% 28 76 26.92% 

51～65周

岁 
223 47.55% 40 183 17.94% 

65周岁以

上 
135 28.78% 24 111 17.78%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

下 
218 46.48% 30 188 13.76% 

初中 184 39.23% 46 138 25.00% 

高中及以

上 
67 14.29% 18 49 26.87% 

家庭特征变量 

是否有人(曾)担任

村干部 

是 102 21.75% 22 80 21.57% 

否 367 78.25% 72 295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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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从事与林业相

关 

是 142 30.28% 34 108 23.94% 

否 327 69.72% 60 267 18.35% 

是否接受过林业培

训 

是 116 24.73% 29 87 25.00% 

否 353 75.27% 65 288 18.41% 

家中是否有小额信

用贷款 

是 17 3.62% 10 7 58.82% 

否 452 96.38% 84 368 18.58% 

社会经济特征变量 

自家林地面积 

＜=10亩 144 30.70% 32 112 22.22% 

10～30亩 129 27.51% 26 103 20.16% 

30～70亩 106 22.60% 17 89 16.04% 

＞70亩 90 19.19% 19 71 21.11% 

林业收入占家庭总

收入比例 

＜=10% 432 92.11% 84 348 19.44% 

10%～20% 19 4.05% 3 16 15.79% 

20%～30% 9 1.92% 1 8 11.11% 

＞30% 9 1.92% 6 3 66.67% 

林道建设能否满足

生产需要 

不好说 47 10.02% 4 43 8.51% 

不能 128 27.29% 29 99 22.66% 

部分能 148 31.56% 27 121 18.24% 

能 146 31.13% 34 112 23.29% 

林区通网能否满足

生产需要 

不好说 14 2.99% 2 12 14.29% 

不能 97 20.68% 12 85 12.37% 

部分能 73 15.57% 17 56 23.29% 

能 285 60.77% 63 222 22.11% 

 

3 数据来源与样本分析 

3.1数据来源 

本报告数据来源于湖南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跟踪及检测结果。调查时间是 2019-2020年，采用的是分层抽样方法，在湖南省

内抽取 10县 50个行政村(图 1)的 500户林农作为样本总体，对样本户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500份，回收 500份。剔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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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权抵押贷款的需求意愿调查数据不完整的 31份调查问卷，有效数据为 469份。 

3.2样本分析 

从户主特征变量来看，接受调查的户主中男性比例较高，占 90.19%。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农村通常由男性管理

家庭经济活动，男性比例较大能更好地反映农户意愿；被调查者大部分为中老年人，其中 51-65 岁这个年龄段的比例最大，为

47.55%。受教育程度方面，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 46.48%，初中文化程度占 39.23%，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 14.29%。 

从家庭特征变量来看，被调查者的家庭中 21.75%担任过村干部；30.28%的家庭从事林业相关的工作；24.73%的家庭接受过

林业培训；3.62%的家庭目前已经有小额信用贷款。 

从社会经济特征变量来看，被调查的农户中，自家林地小于等于10亩的比例为30.70%，林地面积在 10-30亩之间的占 27.51%，

林地面积在 30-70亩之间的占 22.60%，林地面积大于 70亩的占 19.19%；被调查农户中林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较低，92.11%

的被调查者林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小于 10%。从农户对林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调查可知，只有 31.13%的农户认为林道建设能

够满足生产需要；农户中认为林区的网络状况不错的占 60.77%。具体情况见表 1。 

总体来说，被调查的农户总体需求意愿不高。从影响因素来看(表 1)，男性调查者，年龄在 50 岁以下，教育程度在高中及

以上的林权抵押贷款的需求更高。从家庭特征因素来看，家中已经有小额信用贷款的林权抵押贷款需求最高，而家中有人担任过

村干部、从事林业相关工作、接受过林业培训的调查者的意愿也相对较高。从社会经济因素来看，自家林地面积对林权抵押贷款

需求没有明显影响，原因可能还受到林地分散、林地种类等的影响。而林业收入比重大于 30%的农户需求意愿明显高于其他类别。

此外，林区的基础设置状况越好，农户的需求意愿也相对较高。 

4 计量模型与实证检验 

4.1模型构建 

本文将林农参与林权抵押贷款的需求意愿定为以下几类因素的函数：①户主特征；②家庭特征；③社会经济特征。此处的因

变量是一典型的二元选择问题，农户在需要与不需要林权抵押贷款之间进行选择的概率是由农户自身与外部环境特征所决定的，

因此，本文选择建立 Logistic回归模型： 

需求意愿=F(户主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社会经济特征变量)+随机干扰项 

模型中的变量定义与影响预测方向见表 2。 

表 2模型变量的含义解释及预测方向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影响预测 

被解释变量   

是否需要林权抵押贷款 需要=1；不需要=0  

解释变量   

户主特征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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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男=1；女=0 + 

年龄(周岁) 18～35=1；36～50=2；51～65=3；＞65=4 -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及以上=3 + 

家庭特征变量   

是否有人(曾)担任村干部 是=1；否=0 + 

是否从事与林业相关 是=1；否=0 + 

是否接受过林业培训 是=1；否=0 + 

家中是否有小额信用贷款 是=1；否=0 + 

社会经济特征变量   

自家林地面积 ≤10亩=0；10～30亩=1；30～70亩=2；＞70亩=3 + 

林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 ≤10%=0；10%～20%=1；20%～30%=2；＞30%=3 + 

林道建设能否满足生产需要 不好说=0；不能=1；部分能=2；能=3 + 

林区通网能否满足生产需要 不好说=0；不能=1；部分能=2；能=3 + 

 

4.2估计结果及分析 

通过 SPSS软件对 469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进行了二元 Logistic回归分析，在分析中采用了向后筛选策略，让 SPSS自动完成

解释变量的选择。从模型的运行结果看，经过第 11步筛选后的模型，整体基本通过检验，估计结果比较稳定。回归模型分析结

果见表 3(第 11步)所示。 

表 3影响林农参与林权抵押贷款模型的回归结果(第 11步) 

解释变量 回归系数(B) 标准误差(S.E,) 沃尔德值(Wals) 显著度(Sig.) 发生比率 Exp(B) 

户主特征变量      

教育程度 0.442 0.165 7.216 0.007 1.556 

家庭特征变量      

家中是否有小额信用贷款 1.803 0.517 12.157 0.000 6.068 

社会经济特征变量      

林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 0.374 0.196 3.651 0.056 1.453 

林区通网能否满足生产需要 0.315 0.149 4.458 0.035 1.371 

常数项 -3.086 0.493 39.117 0.000 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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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家中是否有小额信用贷款、林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这 3 个因素的系数均小于 5%，林区的通网情况的系数

小于 10%，统计检验水平显著，据此得出如下结论： 

(1)户主特征变量中，教育程度是影响林农参与林权抵押贷款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从模型结果来看，教育程度变量在 5%的

水平上显著影响林农林权抵押贷款的意愿，影响系数为 0.442，且系数为正，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教育程度越高，林

农参与林权抵押的意愿越高，这个结果与前文预测一致。教育程度越高，越能够理解和接受林权抵押贷款这一新事物。此外，教

育程度高的林农，视野相对更开阔，会更容易寻找到需要投资的项目，因此会更需要贷款资金的支持。 

(2)家庭特征变量中，家中是否有小额信用贷款对林农参与林权抵押贷款的意愿有很重要的影响。从模型结果来看，家中是

否有小额信用贷款这一变量在 1%的水平上显著影响林农林权抵押贷款的意愿，影响系数为 1.803，表明家中已经有小额信用贷

款的林农家庭愿意参与林权抵押贷款的可能性很大。家中已有贷款，说明该林农家庭已有投资项目，需要资金支持；由于只取得

小额的信用贷款，所以一方面还款压力不大，另一方面可能还存在资金缺口；此外，有过贷款经验的林农，也能够更好的理解和

接受林权抵押贷款。 

(3)社会经济特征变量中，林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和林区通网能否满足生产需求这两个变量都对林农参与林权抵押贷

款的意愿有比较重要的影响。林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变量在 10%的水平上显著影响林农林权抵押贷款的意愿，影响系数为

0.374，表明林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越大，其林权抵押贷款的需求越高。林农越依赖于林业收入，越会关注相关的经济政策，

越会有相关的投资项目，因此，其林权抵押贷款的需求会越高。林区通网能否满足生产需求这个变量在 5%的水平上显著影响林

农林权抵押贷款的意愿，影响系数为 0.315，表明林农对林区网络状况越满意，其林权抵押意愿更强烈。近年来不断加强林区的

基础建设，所有受访的地区的林道建设都比较好，林农们对这些基础设施的满意程度，没有大的差异。但是对于林区通网的情

况，比较敏感的林农，更能够获取到最新的资讯，视野更开阔，因此对林权抵押贷款的需求更敏感。 

5 结论与政策 

本文利用湖南省 10 个县(区)500 户林农的样本数据分析了影响林农参与林权抵押贷款意愿的各种因素(其中有效样本 469

户)。结果表明：教育程度越高的户主更愿意参与林权抵押贷款；家中已有小额信用贷款的林农，选择需要林权抵押贷款的意愿

更强烈；林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和林区通网能否满足生产需求都对林农参与林权抵押贷款的意愿有显著的正影响。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有以下政策建议：①加强对林权抵押贷款政策的宣传和相关教育，所调查区域的林农由于文化程度偏

低，因此，应利用各种信息传播媒介，帮助林农们了解林权抵押贷款政策，提高林农对林权抵押贷款政策的认知，有助于林农做

出是否贷款的理性决策；②加强政府对林区林业经济发展的支持，调查区域的林农虽有自有林地面积，但是这些林地真正能带来

经济价值的并不多，建议政府提供造林方面的财政支持，并给林农们提供种植经济林业作物的技术支持等，提高林业方面的收

入；③建设好林权抵押贷款的服务通道。调查区域的林农大部分都没有贷款，有贷款的林农其贷款金额也不大，其原因是手续麻

烦、门槛高等原因有关，因此建设好林权抵押贷款相关的服务通道，让林农们认识到林权抵押贷款是便捷的，有利于盘活林业资

产，并可以从林业投资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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