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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一直比较落后，农村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约 50%，但

第一产业 GDP 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比不到 10%；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城

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将近三倍。恰逢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期，很

多学者主张通过提振农村经济增长来支撑国民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增长离不开金

融的支持，国家近年来大力推行普惠金融措施，增加农村地区金融服务可用性，

支持农村经济发展；2016 年恰逢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开展十周年，值此之际探究

其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本文利用 DEA-Malmquist 指数法测算出我国农村经济增长效率，然后通过

在面板数据模型中设置表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虚拟变量，分析新型农村金融机

构的开展与农村经济增长效率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本文的主要贡献；实证结果表

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确实有助于农村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并通过对地

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农村人力资本和自然灾害水平等控制变量对我国农村经济

影响作用的考察，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我国农村经济增长效率整体还处在较低的

水平，主要是靠技术进步拉动，二是我国金融机构支农水平对农村经济增长效率

的提升有一定作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影响主要通过金融机构支农发挥；三是

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增加对本地区农村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有限，农村主要劳

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对农村经济增长效率有正向影响，但其影响作用非常

微弱；农村受灾水平是限制农村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DEA-Malmquist 指数；农村经济；面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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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economy has been relatively backward. Although 

rural population accounts for about 50% of China 's total population, GDP of the first 

industry occupied less than 10% of the whole economy, and urban residents’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is nearly three times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rural 

households. Since economic growth is inseparable from financial support,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vigorously promoted inclusive financial measures to increase 

accessibility of rural financial service, thus support rural economic growth. New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ill be into effect for ten years till 2016. At the very time it is of 

profoundly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its impact on rural economic growth and 

propose appropriate recommendations. 

In this paper I used DEA-Malmquist index method to estimate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economic growth, and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economic growth by setting the panel data 

model with a dummy variable which represents its role. This is where the innovation 

of the paper.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does help to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economy, and more 

conclusions arise when I probe the impacts of other control variables such as local 

government fiscal expenditure on agriculture, rural capital and natural disaster. First, 

the efficiency of the rural economy as a whole is still relatively low, which is mainly 

stimulated by technical progress; Second, rural formal financial service help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xistence of new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orked through rural formal financial service; Third, the fiscal 

expenditure of local Government has limited significance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fficiency of economic growth in rural areas, and so does the the average number of 

years of education, which although has positive influence. 

 

Keywords: DEA-Malmquist index; rural economy；pane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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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尽管从新中国建国起，尤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改

革开放之后，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让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然而，我国传统的

农业发展仍然比较落后。根据 2014 年统计公报，到 2014 年底，中国大陆约 13.7

亿总人口中，农村人口约 6.2 亿，占比接近 50%，而第一产业 GDP 在整个国民

经济中的占比不到 10%，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也较改革开放初期有所增宽；另

一方面，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乏力、增速放缓的转型调整期，出口降速，内

需疲软，很多经济学家主张通过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提振内需，为国民经济保持

持续稳健增长提供支撑。2016 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是连续第 13 年重点关

注“三农”问题，并明确提出了“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绿色农业；推进农

村产业融合” 等多种惠农举措；推动城市成熟工业企业帮扶农村市场，带动农村

经济发展，提倡鼓励金融机构到农村开展业务，尽快建成金融服务机构多样，产

品丰富，覆盖面广的农村金融市场。确实，众所周知，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背景下，

要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离不开有经济发展血液支撑的金融的支撑。改革开放以来，

党中央和政府不断探索，进行了多次农村金融改革，希望建立最合适的农村金融

体系，通过金融机构合理配置资源、引导资金流向，优化农村资金运用，激发农

村经济体内生动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最近的一次农村金融改革，以 2006 年

银监会发布的《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的若干意见》为

起点，鼓励设立体现民间互助性质的村镇银行、社区性信用合作组织、商业银行

和农业银行贷款子公司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随后又发布的小贷公司指导意见，

意图在农村建立起“投资标的宽泛、分支机构分布广、治理完善的现代金融服务

体系”，支撑农村地区经济增长。2016 年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开展第十年，探究

其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具有切实的意义。 

1.2 研究方法与主要内容 

本文通过文献阅读法学习前人的相关研究，确定了通过实证分析研究新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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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金融机构与农村经济增长效率之间关系。本文首先搜集并整理 1997-2014 年全

国 29 个省份的产出和投入，运用 Fare，Grosskopf，Norris 和 Zhang（1994）[1]

介绍的 DEA-Malmquist 指数方法，测算出了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 1998-2014

年间各省农村经济增长效率；然后采用全国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

据，以各省农村金融支农水平为解释变量，并以 2007 年为节点，引入时间虚拟

变量，设置面板数据模型研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出现前后，农村金融支农水平对

各省农村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程度的变动，并逐步加入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农村人

力资本、自然灾害水平等控制变量，考察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及其在其他控制变量

影响下对农村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本文使用的主要计量方法为含虚拟变量的面

板数据回归法。 

全文内容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章是绪论。本章主要从选题背景和意义的角度介绍了写作这篇文章的出

发点；在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一节里，说明了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和文章的主要

概要；最后介绍了本文的创新之处，并针对不足提出未来改进方向。 

第二章是理论背景与文献综述。本章简单梳理了农村金融理论的演化过程以

及农村金融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文献综述，详细介绍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作用机

理、发展及相关文献综述，并阐述了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主流方法。 

第三章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概况。本章介绍了我国当前农村金融体系的

形成过程，重点阐述历次有重大影响的金融改革；简要概述了对新型农村金融机

构的发展现状和我国目前农村经济增长概况。 

第四章是对农村经济增长绩效的实证测度。本章具体阐释了Fare，Grosskopf，

Norris 和 Zhang（1994）[1]介绍的 DEA-Malmquist 指数原理，根据搜集到的 29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 1997-2014 年的经济数据，对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

度，并根据前人关于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的文献对结果进行了比较和分析。 

第五章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本章以农村金

融支农水平为解释变量，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出现的时间为节点，引入时间虚拟

变量，对农村全要素生产率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并加入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农村

人力资本、自然灾害水平等控制变量进一步回归，实证分析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

出现与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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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是结论与政策建议。本章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发现农村经济增长效

率增加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且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出现确实能提升农村经济增

长效率，因此建议实施有利于技术进步的政策，并鼓励培育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1.3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1.3.1 本文的主要贡献 

之前的我国研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大部分文章都是探讨我国新型农村金

融机构的发展状况、运营绩效，可能存在的问题和监管措施等，极少数是通过对

农村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做简单回归，并通过邹氏检验验证 2006 年新型农村金

融机构设立前后，该系数变动的显著性来探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与农村经济增长

之间的关系。本文首先利用 DEA-Malmquist 指数法测度出衡量农村经济增长效

度指标的全要素生产率，然后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对农村金融发展变量和农村经济

增长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联关系。 

1.3.2 本文的不足之处 

鉴于所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 

一是在研究方法上，是通过测度 2006 年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设立前后农村金

融发展水平对农村经济增长效率影响力变动间接体现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村

经济增长的影响，而未能定量分析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 

二是在选择农村金融变量的指标上，本文选择的是农户储蓄存款和农业贷款

的总和，只考虑到农村金融规模层面的因素，而未考虑到农村金融结构和金融效

率层面的因素，因此，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是由于农村经济的数据搜集难度较高，而且有些变量的官方统计口径发生

变动，无法获得一致口径的数据，只能用别的变量替代，也会对实证结果产生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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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农村金融理论与文献综述 

2.1.1 农村金融理论概述 

农村金融市场的理论研究起源于国外，并在演进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信贷补

贴理论、农村金融市场化理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三种较为典型的理论；这些

理论主要是通过对农村地区人民储蓄能力、农村不同金融制度下交易成本和信息

不对称问题的讨论而得到发展。 

传统的信贷补贴理论认为，农民生活非常贫困，大部分收入要用于农业投资

和基本生活消费，没有能力进行任何资本积累以覆盖进一步投资和生产的成本；

且农村缺少就业机会，因此农民没有资源进行储蓄；因此，政府应以融资人身份

介入农村金融市场，为农民提供低成本信贷贷款，尤其是面向那些能够有机会进

行大规模商业生产的农民；且提供给农民的低成本信用贷款可作为收入分配工具。

研究表明，提供给进行小规模生产农民的低成本信贷资金不仅可以增加他们的收

入，还可以补偿因差别财政和农产品定价政策给他们带来的损失。低成本信贷可

通过三种方式增加进行小规模生产农民的收入，一是通过获得额外投资而可能实

现收入增长；二是低成本信贷借款者实际支付利率为负；三是借款者有可能通过

违约获益。 

然而实践发现，政府干预农村金融市场的实际效果并不如理论预期的有效。

一方面，尽管政府创立的金融中介能以低廉的成本从政府获得资金，然而，放贷

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如贷款违约成本，金融中介行政管理成本等也是不小的开支；

Cuevas 和 Graham（1986）[2]测得正规金融机构向小规模生产者发放一笔贷款的

交易成本时其利率的 2.45倍；因此这些金融中介很难依靠低廉的利率补贴运行；

此外，政府支持的正规信贷机构没有效益指标的要求，管理非常低效，导致该类

贷款的坏账率高于一般贷款。而且，信贷补贴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农民是理性

决策者，其能有效配置自己拥有的资源，进行生产及技术创新，从而信贷补贴可

达到通过刺激生产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然而，经济学家逐渐意识到农民并非理性

决策者，因此这些低成本信贷补贴可能被投资于回报率很低的项目，从而不能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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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原本的目的。而且这些看似便宜的信贷补贴实际不便宜，Ahmed（1989）[3]发

现小规模生产者获得正规信贷的交易成本非常高，以致于他们宁愿借较高利率的

非正规贷款。 

随着信贷补贴理论弊端的不断显现，很多实证研究证实信贷补贴理论的基础

观点“农民太穷无钱储蓄”并不成立。Shipton（1992）[4]提出无论金额大小、时

间长短、以何种形式（实物或金融机构储蓄）存在，关键是所有家庭都会储蓄；

Spio（1995）[5]计算的农村地区储蓄率在 0.12 到 0.26 之间。其次，农村经济与城

市经济的不同之处在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都群居在一起，资金有富余的家庭可

借贷给资金短缺的家庭，从而形成了农村地区非正规信贷交易关系。即使在政府

提供低成本信贷资金时期，由于正规金融的交易成本过高，很多农民仍然愿意从

非正规渠道借款。而且，非正规金融活动与正规金融相比，具有交易成本上的巨

大优势。非正规金融活动资金提供者大多与其客户接触甚久，对其日常生产活动

较为了解，从而掌握了客户信用水平；通过同伴监视和关联贷款合同等特殊担保

措施，非正规金融资金提供者可在很大程度上规避正规金融机构面临的逆向选择

和道德风险。Siamwalla 等（1993）[6]认为非正规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假设是

错误的，完全信息模型更适用非正规金融市场。因此，政府无需干涉农村金融市

场，农村市场的市场机制可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达到资金供求均衡，这就是农

村金融市场化理论。 

然而，金融市场化理论随后同样受到了质疑，原因是尽管非正规金融市场非

常有效，但其地域局限性太强；尤其是在面临着严重市场分割的发展中国家；非

正规金融市场在局部地区可以非常活跃，但并不会逐渐发展成可提供丰富多样金

融服务的发达金融市场；同时，农村金融市场完全利率自由化也可能导致农利率

水平过高，进而妨碍贫困农户得到贷款，从而抑制金融市场的发展。因此，政府

应对非正规金融机构进行适度的管理和监督，并引导非正规金融市场发展以促成

农村金融市场一体化，这就引出了一种新的理论，即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该理

论不是建立在经济学家一致认同的假设上，而是在总结前两种金融理论指导的政

策措施效果后，结合实践提出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认为，非正规金融组织虽

然在运营管理上不及正规金融，但其在局部区域内运营绩效高；因此可通过政府

的介入调整与政策引导得到改善；应让农村市场行使资源配置的基本职责，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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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适当管控，以免市场失灵导致农村市场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农村金融

市场高效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 

国内探讨农村金融理论的成果主要是借鉴国外已有的研究范式，形成适应我

国农村经济特色的农村金融理论，目前主流观点采纳的是不完全竞理论。一方面，

我国农村地区地域广袤，各地发展极不均衡，农民贷款量小风险高，正规金融机

构在农村地区运营绩效较低，因此农村地区人民对正规金融的可得性受限；另一

方面，农村地区经济在改革开放后得到长足发展，人均收入也有了大幅增长，农

民有较强的储蓄意愿和能力，农村地区民间借贷、私人钱庄、合会等非正规金融

市场因此蓬勃发展。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能农村地区对金融需求，

填补正规金融机构缺位的空白；但也存在借贷程序不明确，风险管控不足，暴力

追债，高利贷等影响农村经济和谐发展的因素。因此，政府应通过鼓励并引导农

村非正规金融市场规范发展，并适当培育一批既处于正规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中，

又能充分借助农村金融市场力量发展自身，服务农民群众的金融机构，以更好地

支持农村经济发展。 

2.1.2 农村金融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为探究农村金融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究，并取得很

多颇具现实指导意义的成果，尤其是在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

Mishra 等（2008）[7]发现信贷限制持续存在于农业合作组织，并不断影响土地产

量。Tiwari 等（2013）[8]通过研究发现印度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通胀率在长期

会显著负向影响城乡收入差距，而近日发展在短期内会加重城乡收入不平等，然

而效果并不是太明显。Osei-Assibey（2013）[9]通过对农村小微企业不同融资方式

的效果分析，得出来自正规化或半正规金融机构的外部融资相对于内部融资，更

有利于促进小微企业生产力提升。Sucre Reyes, M.A.（2014）[10]提出，金融发展

能促进贫困且收入差距较大地区的经济增长，降低社会不公平性。V.Hartarska、

Denis.N 和 Xuan Shen（2015）[11]通过对 1991-2010 年间农村主要贷款机构信贷量

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评估，发现贷款机构发放的信贷量每增加 10 亿美元，农村

地区经济增长率将提高 7-10 个百分点，且这一效应在 20 世纪 90 年代更强。 

我国无论对于农村金融自身发展态势，还是农村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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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都已经丰富。马九杰、吴本健和周向阳（2013）[12]提出我国农村金融尽

管正规金融供给主体趋向多元化，但信贷供求主体组织特性难以匹配的结构性失

衡问题，非正规信贷仍是农户融资的主要渠道，因此应从农户需求上建设农村普

惠金融体系。葛阳琴和潘锦云（2013）[13]提出我国农村金融存在机构功能定位不

准确、金融抑制现象严重、农村金融产品创新不足等问题；信息不对称、交易成

本高、经营风险大等因素制约着农村金融发展。李鑫、王礼力和魏姗（2014）[14]

研究发现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程度的地区差异显著，地区教育水平、地区商品交易

效率、地区信息化水平、地区政策支持和金融市场交易效率对金融相关比率均有

正向影响。高强和张照新（2015）[15]提出在我国当前农民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积

极性高涨时期，可借鉴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农业合作组织的系统完备和制

度规范的合作金融体系，指导、服务合作社开展信贷合作并防范金融市场风险。

丁志国、张洋和覃朝晖（2016）[16]在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金融理论发展、

农村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路径及其政策效果后提出当下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过

程中政府的政策性支持与引导不可或缺。 

在农村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蒋俊毅和侯少夫（2013）[17]从湖南金融

机构变化、金融市场变化和金融空间结构特征入手，得出湖南农村金融规模没能

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但金融机构种类愈加丰富，带动结构配置更为高效，且这一

效应已反映在农村经济长中。苏静、胡宗义和朱强（2013）[18]通过分析农村非正

规金融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区域差异、时间差异和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民收入影响的

差异，得出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中部农民收入促进作用最强；且对各区域的收

入效应存在显著的时间差异。吕勇斌和赵培培（2014）[19]通过阐述理论和实证分

析，得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可以起到反贫困的作用，但必须通过经济增长才能实

现，而经济增长又受到来自宏观政策、市场发展、产权体制、财政政策和地区经

济水平的约束，且前提是不能出现金融排斥现象。程惠霞（2014）[20]表示，尽管

各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农户得不到规范信贷服务是限制脱贫的主要障碍，但应

注意到现阶段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各类正规机构蓬勃发展的事实，通过考虑农村金

融机构的财务可持续性及其与机构经营策略的关联决定是否通过增加金融供给

治理农村金融市场失灵。温红梅和李珺琪（2015）[21]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

得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服务水平、农户消费水平等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对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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