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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镇银行发展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
—— 基于四川省县级区域数据的分析

毛 日 昇 罗 駿

〔摘 要 〕本文基于四川省2007-2011年 162个县级行政区域面板数据，釆用随机前 

沿分析方法考察村镇银行设立及其信贷规模对农业生产效率影响作用和渠道。研究表 

明：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之后，村镇银行设立显著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村镇银行信贷规模 

增加1 倍，农业生产效率大约会上升1.4 个百分点；村镇银行信贷支出主要通过促进工业 

和服务业部门发展（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以及促进涉农企业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电 

力供应和水利灌溉）来显著带动农业生产效率提升。而村镇银行信贷增加对农业生产效 

率带动作用并非来自对分散小规模农户的直接金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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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农村金融历来是我国金融体系中的薄弱环节。由于农业生产的弱质性、投资低收益性及较大 

的不确定性，长期以来无论是政策性农业银行、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还是农村信用社等正规金 

融机构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支农机制不完善、支农功能弱化、效率不高等问题，致使我国农村金融供 

需失衡的矛盾长期得不到缓解（Guo and Jia，2009)。2013年，中央1 号文件再次将农村金融发展提 

到了特别高度，提出要“加强国家对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扶持和引导，切实加大商业性金融支农力 

度，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作用，确保持续加大涉农信贷投放规模，创新金融产品和服 

务，优先满足农户信贷需求，加大新型生产经营主体信贷支持”。显然，大力推动农村金融机构改 

革和创新，对于促进农村从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农业转型，促进新农村建设和提升城镇化水平具有 

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2006年 12月中国银监会放宽了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人政策，通过 

顶层设计的方式推动以村镇银行为主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中国村镇银行的设立在一定程度 

上借鉴了孟加拉国专门从事小额贷款的“格莱瑕”村镇银行（Grameen B a n k)的成功模式，目的在于 

充分发挥“微小信贷”、“草根银行”的灵活性优势，克服原有农村金融机构供给短缺、服务不到位、 

竞争不充分、金融网点覆盖率低等突出矛盾，促进农村非正规金融渠道融资规范化，以增量改革倒 

逼原有农村金融机构的存量改革，通过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新型农村金融体系，提高对 

“三农”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自2007年 3 月中国第一家村镇银行“四川仪陇惠民村镇银行”正式 

挂牌营业以来，中国村镇银行呈现出极为快速的发展趋势，截至2013年 2 月的6 年时间全国共设 

立了 1502家村镇银行(包括分支机构），覆盖除西藏以外全国36个省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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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很不均衡，其中四川省设立村镇银行共115家(包括分支机构），居全国之首，河南和浙江位居 

其后，分别为112家和98家(包括分支机构），设立村镇银行最多的10个省市占全部村镇银行的比 

重超过5 8 % 。

村镇银行作为新型的农村金融机构从设立之初就受到了政策制定部门和学者的广泛关注。 

国内学者对村镇银行发展状况和目前存在的问题做了许多的跟踪调查和相关定性研究，普遍认 

为中国村镇银行尽管成长非常迅速，但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的农村金融机构发展中存在的一些固 

有缺陷，同时还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和问题。比如村镇银行仍然存在政策定位与市场定位脱节的 

倾向；资金筹集困难，运营成本相对较高;抵御风险能力较差;创新能力和人员素质有待提高等诸 

多问题（王修华等，2010 *赵志刚和巴曙松，2011 *潘林，2011 *张亦春和张金斌，2011 *杨树荣和周 

家凯，2011*胡秋灵和王菲菲，2010*徐瑜青等，2009)。与大量定性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 

学者对村镇银行发展对“三农”问题影响的严格定量分析并不多见，孟德峰等（2012)利用江苏省 

2009年 5 2个县域银行网点数据，从金融排斥形成机制角度分析了村镇银行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 

对破解金融排斥的作用。显然，作为一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国内学者对村镇银行的研究主要关 

注村镇银行可持续发展以及村镇银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具体困难，对村镇银行设立以来对“三 

农”问题究竟产生了哪些具体影响以及影响渠道尚未发现有相关的研究进行具体的经验论证分 

。

与之前研究不同，本文基于2007-2011年四川省162个县级行政区域面板数据，主要考察村镇 

银行设立及其信贷支出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作用及其方式。一方面，四川省作为我国重要的农 

业大省，农村金融发展相对落后。其积极适应新形势和新的农村金融政策环境，使其村镇银行发展 

速度和规模在国内均处于领先水平。早在2007年村镇银行设立伊始，四川银监局便将立足“三 

农”、服务县域作为检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工作成效的首要标准，强调村镇银行一定要姓农， 

一定要向下，一定要为“三农”和所在社区居民和农村居民服务，为小微企业服务。截至2011年 

末，四川省村镇银行各项存款余额116. 7 6亿元，涉农贷款65. 5 亿元，涉农贷款比重为85. 5N 。四 

川省在村镇银行建设方面不仅基础较为扎实，对于村镇银行的发展经验较为丰富，各商业银行发起 

成立村镇银行的积极性较高，村镇银行发展前景也较为乐观，因而，选取四川省考察村镇银行发展 

对“三农”问题的影响具有较强代表性。另一方面，村镇银行作为一种快速成长和不断完善的新型 

农村金融机构，其发展模式还在逐步探索完善中，困难和问题在所难免。其核心问题是需要关注村 

镇银行自成立以来对“三农”问题是否产生了具体影响作用，不能简单地以村镇银行发展过程中存 

在的诸多问题来否定其对“三农”问题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作用，比如尽管村镇银行目前主要设立 

在县城区域，真正进人乡镇和村一级的村镇银行还几乎没有，村镇银行的市场定位和政策定位也存 

在一定的偏差，但村镇银行对“三农”的影响作用并不仅仅体现在对农户购买化肥、种子、农药、机 

械设备等生产资料以及生活消费方面的直接金融支持方面。事实上，村镇银行通过灵活的小额信 

贷对主要集中于县城区域微小企业的支持，不仅可能有效促进县域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水平，加快城 

镇化进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县城区域转移集中，还间接带动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特别是对集 

中于县城的很多涉农的微小加工企业和服务型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可以带动农村的产业化进程， 

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实现农产品的深加工和流通服务以及农业技术配套服务的水平提升，有效 

促进农业向现代化转型和生产效率提升。不仅如此，村镇银行快速成长发展还可能通过提供多种 

灵活的贷款促进涉农企业对农村基础设施更多地投人利用（水利灌溉和电力消耗、机械设备等要 

素投人），以及通过信贷支持县城、乡镇以及村一级的交通、水利灌溉、电力供应等基础设施建设和 

完善方面发挥作用，进而对农业生产效率提升产生间接的积极影响。显然，考察村镇银行的设立以 

及信贷规模增长是否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以及村镇银行主要通过哪些渠道和方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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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效率产生影响，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估村镇银行在农村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进一步完 

善和促进村镇银行金融创新和改革，都具有重要的现实和政策意义。

二、文献回顾

关于农村金融发展对“三农”问题的影响作用，一直是农业经济研究领域重点关注的问题，国 

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Barry and Robison(2001)主要从理论上阐述了农村金融信 

贷约束产生的原因及其后果。Conning and Udry(2〇05)总结了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的基本特征，农 

村金融对农业生产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及政府和私人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中的作用。而更多的相关 

研究主要采用农户调查数据，从微观经验方面考察农村金融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投资及 

农民收人的影响作用，但针对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经验研究并没有明确一致的结论。Carter 

(1989)利用尼加拉瓜农户数据考察了正规的信贷获取对小农户粮食生产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尽 

管能够获取正规信贷相对于无法获取正规信贷的农户生产率要显著偏高，但控制了其他因素和信 

贷本身的自选择问题之后，获得正规的金融信贷并不会对农户的生产率产生显著的影响。Duong 

a ndIZUmida(2002)考察了越南农村金融发展基本状况，分析了农户选择正规和非正规金融渠道的 

决定因素，同时基于农户数据，经验结果表明信贷约束会对农户产出供给造成显著的影响。 

Boucher et al.(2009)采用“直接诱导”（Direct Elicitation)田野随机实验方法分别测度了秘鲁农户由 

于数量限制、交易成本、风险规避三种不同因素导致的农户信贷约束，同时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信贷 

约束会对秘鲁农户的生产效率产生非常显著的影响作用;Fletschner et a1.(2010)同样基于秘鲁农户 

的调查面板数据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 E A )方法测度了农户由于信贷约束导致农业生产无效率状 

况，分析表明信贷约束导致农户生产平均利润水平会下降大约17N -27% ;%uirkinger and Boucher 

(2008)同样考察了秘鲁农村信贷市场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农户受到信贷约束会对 

农业产业和效率产生显著的影响，正规信贷约束会造成农业产出下降大约2 6 % ;与此不同， 

Woutersen and Khandker(2013)再次利用秘鲁农户数据，同时控制了农业信贷支出选择性和异质 

性，研究发现获取信贷对秘鲁农户的生产效率并不会产生显著影响作用。Zeller et a1.(1998)利用 

马拉维农户数据考察了技术选择、农业生产率与农作物收人之间的关系，研究认为如果政策能够促 

进农户获取信贷，小规模经营和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农户就可以种植资本密集型作物（杂交玉米 

和烟草），从而显著提升农户种植农作物的收人水平。Reyes et a1.(2012)基于智利农户调查数据考 

察了正规金融信贷对水果和蔬菜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控制了金融信贷选择性偏差 

之后，正规金融信贷并不会对农户生产效率产生显著影响。Foltz(2004)利用突尼斯农户数据控制 

了选择性偏差之后，发现获取信贷会对农户利润产生显著影响，但不会对农户投资行为产生显著影 

响。Okoboi and Bamngi(2012)考察了乌干达农户化肥施用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信贷 

约束、农户化肥施用以及农地灌溉三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信贷约束在很大程度上会限制农户化肥 

施用量和农田灌溉，从而对农业生产率产生显著影响。Ladejinsky (1976)和 K u m a r(2005)分析了长 

期限制印度农业发展的多种因素，特别强调了信贷约束对农业资本形成和投资产生的影响。 

K 〇char( 1997)利用印度农户数据的研究却表明，农户获取正规或是非正规金融支持都不会对农户 

的生产要素投人以及农户收人产生直接影响，并且认为发展中国家需要同时进行农村金融改革创 

新和土地租赁市场改革才能显著促进农民收人增加。

由于中国农村改革成功带来的显著效应，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三农”问题之间的关系同样引 

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T < i (2004)主要分析了中国和印度农村正规和非正规金融之间的相 

互关系，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正规农村微观金融项目存在脆弱性的根源（分配无效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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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农村非正规金融持续存在的原因。Zhang(2008)和 Turvey and Kon g(2010)主要基于调查数据 

考察了中国农户选择正规和非正规金融渠道的决定因素，解释了中国农户更倾向于选择非正规金 

融渠道而不是正规金融渠道融资的原因。同时一些学者也采用微观调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农村金融 

对农民收人和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Feder e  al.(1989，1990)对中国农村正规和非正规信贷约束 

进行了多次调研活动，利用农户数据研究表明:对农民提供信贷缓解其流动性约束会显著提高农业 

产出，对具有信贷约束农户每增加1N 的信贷支持，农业产出会增加大约0. 0 4个百分点。$  2  ,

(2011 a，2011b )利用农户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户能够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贷款的主要决定因素，发现 

正规的微观金融信贷项目可以显著提升农民收人和消费水平，从而促进农民福利提升，但由于正规 

微观信贷项目主要受益人是非贫困农户，因此并不能对中国农村消除贫困问题产生积极影响。 

D 〇ng e  ,(2012)同样基于中国农户数据考察了信贷约束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发现获取信贷支 

持对农户生产率会产生显著的影响，消除农户信贷约束会显著地促进农业生产率水平提升，同时信 

贷约束主要通过限制农村人力资本提升（教育水平）和阻碍农户医疗健康水平提升两种渠道对农 

户生产率产生影响。国内一些相关经验研究主要从宏观时间序列数据考察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 

收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作用（温涛等，2005;余新平等，2010*中国人民银行上饶中心支行课 

题组，2006 )，而对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特别是新型村镇微型银行设立及其信贷规模对农业生产 

率的影响目前尚未发现有研究进行深人细致的分析。

需要强调的是，基于农户调查数据考察微观信贷项目对农户生产效率、收人、利润水平及投资 

影响的研究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农户信贷约束（或者能否获取信贷支持）与农户本身的生产率 

及收人状况、投资盈利水平等存在显著的自选择问题，因此如何有效地控制选择性偏差成了基于微 

观农户调查数据进行经验研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已有的绝大多数相关研究主要采用内生转换模 

型（endogenous switching model),通过加人选择性方程来控制自选择问题造成的偏差，而选择性方 

程设定的准确与否会直接影响最终经验结果的准确性，这也是造成很多上述基于同一国家的农户 

调查数据经常会得出不一致结论的重要原因之一。与多数基于农户调查数据进行相关的经验研究 

不同，本文基于县域面板数据考察村镇银行作为新型正规农村微小金融机构对地区农业生产率的 

影响，正如国内研究中国农村金融的多数学者所指出的（张杰，2003 ;温涛等，2005;余新平等， 

2010):中国的正规农村金融机构设立及其信贷规模相对于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外生性特征，而农 

村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发展是内生于农业发展的实际需求而产生的。原因在于以下几点:第一，与很 

多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正规金融机构设立最初是内生于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战略，目的是动员各方 

面经济资源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快速实现工业化战略，从功能上金融实际成了政府财政的一部分 

(林毅夫等，1994;林毅夫,2003)，因此中国的农村正规金融从最初设立就是外生于农村经济发展 

要求。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同样是在独立于金融改革基础上自发进行的，金融 

改革长期滞后于农村经济改革。一方面，政府主要依赖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来实现其非农经济目标 

和市场化战略;另一方面，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主要作为市场化运作的商业机构，农业投资的高风险、 

低收益致使其实际经营业务难以满足农业发展的实际需求，难以实现提高农民收人和农业生产率 

水平的目标。第三，尽管政府推动村镇银行发展主要目的是服务“三农”，解决已有正规的农村金 

融机构的缺陷和不足，但从实际操作来看村镇银行的设立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传统正规农村金 

融机构的弊端，政策定位目标和市场操作仍然存在不一致性，其设立条件、区域选择、业务操作相对 

于农村经济发展仍然具有较强的外生性。事实上，本文经验证据也表明村镇银行的设立相对于农 

业生产率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外生变量。

由于包括村镇银行在内的中国正规农村金融机构设立相对于农业生产率发展水平存在较强的 

外生性特征，不仅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基于县域宏观层面经验方程识别的困难，同时也为本文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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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前沿分析方法评估村镇银行设立及其信贷规模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作用提供了科学基础。本 

文其他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三部分主要提出随机前沿研究方法，给出数据来源、描述性统计结果、 

对村镇银行设立相对于农业生产率选择性问题进行识别检验;第四部分是经验回归结果及分析;第 

五部分是本文结论和政策含义。

三、研究方法、数据说明与变量检验

(一）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定义

通过前沿生产函数测定生产技术效率主要包括采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 E A ) M a l m q u J 的确 

定性前沿生产函数(非参数分析方法）和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方法，相对于确定性前沿生产 

函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综合考虑了前沿技术使用非效率性和随机冲击对产出的影响，能够更为准 

确地测度生产技术效率。在面板数据条件下，一般形式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M  = $ #  + 1  - %  ⑴

(1)式中 M 表示观测样本i在时间 t的产出水5,  $ 表示投人生产要素的数量，#表示投人要素相 

应的估计参数，1 表示独立于％的随机误差项，服从均值为零，方差为+的正态分布，％为独立 

分布非负随机变量，用来考察生产无效率状况，表示观测值i在时间 t实际产出与理论最大产出之 

间的距离。评估村镇银行设立及其信贷规模对农业生产效率影响作用，实质上是考察村镇银行设 

立及信贷规模与农业产出无效率性之间的关系，对于产出无效率影响因素分析可以采用两阶段估 

计方法，第一阶段首先假定％服从特定确定性分布形式，利用方程（1)估算出每个观测值的技术效 

率指数，第二阶段再利用影响技术效率的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对技术效率指数变化进行回归解释分 

析，但是第二阶段估计违反了％第一阶段服从确定性分布的假设条件。Kumbhakar 2  , (  1991 )和 

Battese and C : lli( 1995)先后提出了利用一阶段估计方法来克服两阶段估计前后假定不一致的缺 

陷，在给定％特定的分布形式后，一阶段估计方法可以同时估计出前沿生产函数和无效率模型中 

变量的参数，克服了两阶段估计的缺陷。本文利用Battle and C : lli(1995)提出的一阶段估计方法 

来分析村镇银行发展对农业生产效率影响作用，假定％服从均值为 V * ，方差为+ 的在零值截尾 

的半正态分布，无效率模型可以表示为：

=  Z u * + (2)

V 表示技术无效率性的解释变量，* 表示对应的估计参数， 服从均值为零，方差为+的截尾正 

态分布，截尾点为V * ，且 O  "  - V * 。无效率模型(2)中包括村镇银行在内的外生解释变量如果 

估计参数为显著负值，说明该解释变量增加会显著降低农业生产无效率性，表明该解释变量增加会 

对农业生产效率提升产生促进作用;相反，如果估计参数为显著正值则表明该解释变量对农业生产 

效率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 二) 随 前 数的 定 检验

采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过程中，生产函数形式设定的恰当与否将直接关系到结论的正确与否 

(涂正革和肖耿，2007)。为了确保经验结果的稳健性，这里首先采用全面考虑技术进步、技术进步 

与生产要素替代效应、生产要素之间替代效应的超越对数函数（banslog)来作为初始生产函数，然 

后逐步放松假设条件，依次检验其他形式生产函数适用性。初始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表示为：

j 2 j > 2 2 j

+  1  _  %  ⑶  

式（3)中，S 表示地区的农业总产值，j[表示生产要素投人的区分标识，本文的农业生产要素]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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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劳动（？）、农业机械总投人（T  )以及实有耕地面积（& )，f表示时序变量，1 和％分别表示随 

机误差项和技术非效率项。！ 、！、！ 、# >、# p p、# p 分别为对应变量的回归参数。

为了确定适合本文样本数据适用的模型，需要构造似然函数统计量对生产函数形式进行假设 

检验，基于似然统计量的检验结果表明:本文的样本数据适合采用时序变化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 

同时也表明生产函数中需要考虑技术进步的因素，并且考虑要素替代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相对于 

简单的C - D 生产函数更适合样本数据。为了对比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同时采用了基于中性和非 

中性技术进步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进行相应的经验识别！。

(三) 无效率模型解释变量的设定与说明

通过多重检验确定了适合样本数据的随机生产函数形式之后，本文重点是通过随机前沿生产 

函数中无效率模型来考察村镇银行设立及其信贷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 

参照已有相关文献，在无效率模型(2) 8 控制了如下解释变量：

z8 = z \Ln(EMP2 )，Ln(EMP3 )，Ln(FEP)，Ln(IRP)，Ln(PWP)，CDUM(Ln(CDR))\ (4)

E M P 2 表示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用来控制地区工业发展水平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正如前 

面所述，由于地区工业发展水平提升不仅可以提升地区城镇化水平，促进农村剩余人口向县城区域 

转移，同时也会通过促进农村产业化进程、农业生产资本深化、工业发展反哺农业等多种方式对农 

业生产效率产生正面效应。

E M P 3 表示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用来控制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服务 

业发展水平提升同样不仅可以通过促进地区城镇化进程、引发农村剩余人口向县城区域转移间接 

带动农业生产效率提升，还可以通过为农业提供技术支持服务、完善农产品流通服务、促进农业科 

技成果转化等方式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促进作用。

F E P表示单位公顷土地的化肥施用量。显然，化肥施用是提高农业产量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尽管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农户长期过度施用化肥会对农地的土壤质量产生破坏作用，可能导致农业 

产出效率下降现象出现（〇k:oi and B a m ngi，2012)，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从中国总体地区农 

业生产角度来看，化肥施用仍然是提高农业产出最为直接有效的方法之一。

' P 表示灌溉面积占实有耕地面积的比重。农业生产的固有特征决定了水利灌溉对于提升农 

业生产具有最为直接的影响作用，特别是四川省作为主要依靠水培粮食作物生产的农业大省，水利 

灌溉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更为突出。

P W P 表示单位农业产值的电力消耗。单位农业产值电力消耗越高表示农业生产成本越高，农 

业生产的模式较粗放，因此该指标上升应该会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负面影响作用。

C D U M  (C R D )表示与村镇银行相关的变量。本文通过两个变量同时考察村镇银行发展与农业 

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一是村镇银行是否在某一县域设立的虚拟变量C D U M ，二是由于不同区域村 

镇银行设立的时间和数量都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在无效率模型中同样考察了村镇银行信贷支持变 

量（C R D )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作用。

(四） 数据变量说明、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检验

本文采用2007-2011年四川省162个县级区域平衡面板数据，相关涉农指标和变量均来自历 

年《四川省统计年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村镇银行在四川各县级区域设立的时间及其信贷规 

模数据均由四川省银监局协助提供。生产函数中的产出变量采用地区农业总产值度量，劳动变量 

采用地区农业从业人口度量，资本变量采用农业机械总投人（万千瓦时）度量，土地变量采用年末 

实有耕地面积度量。截至2011年底，在四川省162个县级区域中只有28个区域设立了村镇银行

①详细的假设检验过程和方法这里略去，如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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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36家村镇银行，包括分支机构为115家），而其他的134个县级区域并未设立村镇银行。表 1 

给出了 2007-2011年四川省已经设立村镇银行和尚未设立村镇银行县级区域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 

计结果，数据显示:从县域经济发展绝对指标来看(农业工业及服务业总产值、就业人数、农业机械 

投人、耕地（灌溉）面积、化肥施用、用电量），已经设立村镇银行的区县对应变量的均值，以及25N 、 

75N 分位值数值均高于尚未设立村镇银行的区县，表明四川省村镇银行总体上集中于经济较为发 

达的县级区域;同时从影响农业生产率的相对指标来看（工业及服务业就业比重、化肥施用比重、

表 1 设立村镇银行区县与未设立村镇银行区县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P25 P75

2007-2011年期间未设立村镇银行的区县（C D U M ==0)

农业总产值（Y :万元） 670 217142 177861 10084 1026070 77801 321591

农业从业人员（L :万人） 670 12.51 9.45 1.06 49.50 5.99 16.80

工业从业人员（IL:万人） 670 5.74 5.58 0.04 33.82 1.26 8.80

服务业从业人员（SL:万人） 670 7.99 6.88 0.26 34.40 2.35 11.90

农业机械总动力（K :万千瓦） 670 16.21 11.09 1.00 66.81 7.00 22

实有耕地面积（D :公顷） 670 22269.6 17305.1 2386 124947 9340 31820

有效灌溉面积（IR:公顷） 670 13239. 1 12514.7 30 108800 3670 19970

化肥施用量（F E R :吨） 670 13310.9 12670.1 9.00 85275 4000 18301

农村用电量（P O W :万千瓦时） 670 6815. 1 7293.7 66.00 62499 2491 8613

工业就业比重（ILR:%) 670 19 11 1 53 10 27

服务业就业比重（S L R:%) 670 29 10 4 67 22 35

化肥施用比重（FEP &吨/公顷） 670 0.59 0.41 0.00 3.54 0.32 0.78

灌溉面积比重（IRP:%) 670 58 35 0 629 38 78

单位农业产值电力投入(P W P :元/千瓦时） 670 0.04 0.03 0.00 0.15 0.02 0.04

村镇银行年度贷款（C R D 万元） 67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07-2011年期间设立村镇银行的区县（C D U M ==1)

农业总产值（Y :万元） 140 359297 168079 52853 887148 216367 479653

农业从业人员（L :万人） 140 18.16 9.93 3.90 47.40 9.86 21.95

工业从业人员（IL:万人） 140 10.68 5.77 0.70 31.10 6.36 13.95

服务业从业人员（SL:万人） 140 12.54 6.21 0.80 35.80 7.49 16.26

农业机械总动力（K :万千瓦） 140 26.08 11.92 3.00 67.49 19.00 31.10

实有耕地面积（D :公顷） 140 34081.8 17755.0 9054 79914 15648 44256

有效灌溉面积（IR:公顷） 140 24164.5 11844.3 280 90980 15080 30145

化肥施用量（F E R :吨） 140 23919.5 15417.3 3433 68115 11038.5 35863

农村用电量（P O W :万千瓦时） 140 13670.6 11977.1 1316 60474 7308 16624

工业就业比重（ILR:%) 140 26 8 4 44 21 31

服务业就业比重（S L R:%) 140 31 9 5 58 24 36

化肥施用比重（FEP &吨/公顷） 140 0.70 0.24 0.07 1.36 0.54 0.83

灌溉面积比重（IRP:%) 140 75 22 3 129 64 94

单位农业产值电力投入(P W P :元/千瓦时） 140 0.04 0.04 0.01 0.27 0.02 0.05

村镇银行年度贷款（C R D 万元） 140 11239.7 17912.2 0.00 81307 0.00 15751

数据来源:根据《四川省统计年鉴》、四川银监局提供的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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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面积比重），已经设立村镇银行的区县对应变量的均值及其分位值同样在总体上高于未设立 

村镇银行的区县，仍然表明村镇银行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区县。因此这里存在一个关 

键性问题是:尽管统计数据显示村镇银行会选择在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区县设立，但村镇银行作为 

正规的农村金融机构设立相对于区县农业生产率是不是一个外生变量？农业生产率水平是否同样 

会显著地影响村镇银行在区县设立的选择？由于采用随机前沿方法确定的生产率无效率模型中要 

求解释变量是外生变量，如果村镇银行的设立相对于农业生产率存在内生选择性问题，本文的模型 

将不能有效识别村镇银行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作用。为了检验村镇银行相对于农业生产率之间 

是否存在选择性问题，我们采用如下经验方程来进行识别检验）

pr〇bit(CDUMk = (, = 8〇 + SiTE(AVE) + &  + %  + ,  ⑶  

式(5)中 ProMt模型以村镇银行是否设立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农业生产效率，为了保证结 

果的可靠性，分别选取了两个变量来衡量农业生产率，其中 T E 表示依据适用于本文样本数据的随 

机前沿生产函数估计得到的生产效率指数，而 A V E 表示单位土地的农业产值。& ，％分别表示地 

区个体效应和时间虚拟变量，，8表示误差项。由于村镇银行设立可能会对农业生产率产生显著的 

影响作用，直接采用面板P r :it随机效应或者控制固定效应的线性概率模型（L P M )都会存在估计 

不一致的问题，因此这里选取区县的地理面积、耕地面积作为农业生产效率的工具变量对方程（5) 

进行识别检验。表 2 给出了具体的检验回归结果，结论显示:无论是直接采用Probit面板估计方法 

还是采用工具变量P3 6 J 随机效应估计方法、工具变量线性概率(控制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的模 

型估计方法（L P M )都表明，农业生产率和单位土地的农业产值对村镇银行选择是否进人均没有显 

著的影响。同时我们还检验了工业和服务业就业比重对村镇银行进人选择的影响，检验结果发现 

无论是采用工具变量还是采用直接的固定效应、P r b J 随机效应估计，工业和服务业就业比重会对 

村镇银行进人产生非常显著的影响！。表明县区的城镇化发展（工业和服务业水平)会对村镇银行

表 2 村 镇 银 行 设 立 相 对 于 农 业 生 产 率 的 选 择 性 识 别 检 验 （被 解 释 变 量 C D U M )

Probit随机效应 工具变量 Prebit模型 工具变量固定效应

XTPROBIT IVPROBIT XTIVREG2(LPM)

Ln(AVE)
-0. 1004 0.1893 -0.0414

(0.863)

3.6551

( 0.201 )

1.5666

( 0.131 )

-555.755
TE

(3.519) (1.266) (484. 100)

地区虚拟变量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时间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810 810 648 648 648 648

地区数 162 162 162 162 162 162

对数似然函数值 -109.4 -110.5 -388.2 503. O

Han<n J检验 1.908 0.494

P( Han<n J)概率值 0.167 0.482

Wald( 1/at?3o =0)外生性检验 0.579 0.015

P(Wald_chi2)概率值 0.447 0.903

注:括号内数据均为稳健性标准误差;采用工具变量方法估计中，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均选取了各地区的地理 

面积和年末实有耕地面积;常数项和虚拟变量估计参数省略。

①为节省篇幅，这里未给出相应的回归检验结果，如需要可以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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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立与否产生显著影响作用，而村镇银行是否设立与农业生产率的水平并无显著关系，其是一个 

严格的外生变量。同时表2 中对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检验（Hansen J 检验以及 W a l d检验）都表明工 

具变量具有有效性，回归参数的结果具有一致性和有效性。这也表明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考察 

村镇银行发展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是恰当的。

四、经验回归结果及分析

(一)村镇银行设立与信贷规模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基于中性和非中性技术进步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本文采用Battese and Coelli(1995)提出 

的一阶段估计方法同时估计了生产函数和无效率函数的变量参数。表 3 中经验回归结果主要通过 

控制其他因素，考察村镇银行设立是否会对农业生产率产生显著影响作用。模型1 估计采用了中 

性技术进步的前沿生产函数，无效率模型中变量估计参数显示:工业和服务业比重回归参数都在 

1N 的水平下为负值，表明工业和服务业水平(城镇化水平）提升会显著降低农业生产的无效率，由 

于对所有变量都取对数，估计参数可以解释为解释变量相对于农业生产率的弹性系数。结果显示 

控制其他因素之后，工业就业比重上升1 0 %可以带动农业生产率水平上升大约2. 8 个百分点，而 

服务业就业比重上升1 0 %可以带动农业生产率水平上升大约3. 8 个百分点;单位公顷土地施用化 

肥量（F E P )和有效灌溉面积（I R P )估计参数均为负值，单位农业产出的电力消耗变量（P W P )的估 

计参数都为正值，表明化肥施用量和耕地灌溉面积提升会对农业生产率产生正面影响，而电力消耗 

成本上升会对农业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与理论预期一致，但这三个变量估计参数都不显著。控制 

了上述变量之后，村镇银行设立的虚拟变量（C D U M )估计参数在5 % 下显著为负值，表明村镇银行 

设立显著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模型2 基于非中性技术进步生产函数，在对应无效率模型中检验 

了上述变量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显然考虑非中性技术的无效率方程中的解释变量符号与模型1 

完全一致，估计参数弹性值大小也非常接近，不同的是在模型2 中 F E P 和 P W P 两个变量估计参数 

都具有显著性，其估计结果显示:变量F E P 在 1 0 %的显著性水平上表明，单位土地化肥使用量上升 

1 0 %，农业生产率会提升大约0. 28个百分点。P W P 在 1 % 显著性水平上表明，单位农业产值耗电量增 

加 1 0 %，农业生产率会下降1. 3 个百分点。模型2 中村镇银行设立虚拟变量仍然在10%水平下显著， 

估计参数大小显示:村镇银行设立会带动农业平均生产率上升大约〇. 〇8个百分点。

尽管检验表明村镇银行设立相对于农业生产率具有外生性特征，但其他影响农业生产率的变 

量仍然可能与农业生产率之间存在反向的因果关系，同时无效率模型中包括村镇银行设立变量在 

内的解释变量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可能存在时间滞后效应，我们将无效率模型中解释变量均做了 

时间滞后一期处理再次进行验证，观察回归结果稳健性。表 3 中模型3 和模型4 分别基于中性技 

术进步和非中性技术进步生产函数假设，对无效率模型中的滞后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无效率模型中采用滞后变量的估计结果与模型1 和模型2 采用当期变量的回归结果无论是从参数 

估计大小还是显著性都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核心变量村镇银行是否设立（C D U M )滞后一期的估计 

参数的大小和显著性方面相对于采用水平变量都有较大的提升，模型3 和模型4 村镇银行虚拟变 

量的估计参数均在5 % 显著性水平下，表明设立村镇银行会带动农业平均生产率水平上升大约

0.11 。

对比表3 中无效率莫型解释变量的估计参数大小不难发现，县域地区工业和服务业水平的提升 

对农业生产率提高的边际带动作用最大，电力消耗和村镇银行金融支持对农业生产率影响作用次之， 

而化肥投人要素对农业生产率的边际影响作用最小。这一方面表明促进县域以及地区的城镇化水平 

提升对于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缓解电力供应不足），提供有效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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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 支 持 同 样 会 对 农 业 生 产 率 提 升 产 生 重 要 促 进 作 用 ，而 依 靠 传 统 的 要 素 (增 加 化 肥 投 人 ），由于长 期 持  

续 投 人 会 出 现 要 素 边 际 产 出 递 减 的 现 象 ，难 以 维 系 对 农 业 生 产 率 产 生 的 促 进 作 用 。尽 管 有 效 灌 溉 面  

积 比 重 变量的 回 归 参 数 均 符 合 理 论 的 预 期 值 ，但 在 上 述 所 有 的 回 归 方 程 中 均 不 显 著 ，这 可 能 与 本 文 采  

用 的 样 本 时 间 跨 度 较 短 ，有 效 灌 溉 面 积 比 重 在 不 同 县 区 历 年 的 变 化 幅 度 较 小 存 在 一 定 的 关 系 。

表 3 村镇银行的设立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被解释变量:？= ( S )

变量
模型 1

系数 标准误
模型2

系 误
模型3(滞后一期） 

系 误
模型 4( 一 ) 

系 误

L n ( L ) 0.1371^ (0.074) 1 3881 ̂ (0.089) 1 3 7 1 3 ^ (0.072) 1 3891 ̂ (0.087)

L n ( T ) -0. 2371 ̂ (0.083) -0. 2493 !! (0.093) -0. 2367 !! (0.082) -0. 2486 !! (0.094)

0.5 !Ln(L2) -0.0704 (0.054) -0.0768 ( 0.061 ) -0.0705 (0.053) -0.0769 (0.060)

0 . 5 ! L n ( K 2 ) 0. 3 5 1 3 ^ (0.048) 0.3485 ̂ (0.064) 0. 3501 ̂ ( 0.051 ) 0. 3479 ̂ (0.062)

L n ( L )  !  L n ( T ) -0. 3390 術 (0.085) -0. 3287 ̂ ( 0.101 ) -0. 338 !!! (0.086) -0. 3280 ̂ (0.099)

T -0.0411 (0.043) -0.0332 (0.052) -0.0435 (0.045) -0.0348 (0.053)

0. 5 ! P 0. 029 !! (0.014) 0. 0284 !! (0.014) 0. 0297 !! (0.014) 0. 0291 !! (0.014)

T !Ln(L) -0.0057 (0.017) -0.0056 (0.017)

T  !  L n ( K ) 0.0027 (0.019) 0.0022 ( 0.018 )

无效率模型

Ln(G:(2) - 0 . 2 7 7 0 ^ (0.025) - 0 . 2 7 6 8 ^ (0.023) -0. 2775!!! (0.024) - 0. 2773!!! (0.023)

L n ( E M P 3 ) -0. 3813^ (0.038) -0. 3814 ̂ (0.033) -0. 3831 ̂ (0.037) -0. 3832 ̂ (0.032)

L n ( F E P ) -0.0283 ( 0.016 ) -0. 0285 ! (0.016) -0. 0278 ! (0.016) -0. 028 ! (0.015)

L n ( IR P ) -0.0361 (0.024) -0.0360 (0.024) -0.0364 (0.024) -0.0363 (0.025)

Ln(P N P ) 0.1299 (0.018) 0. 1300 ̂ (0.018) 0. 1304 — (0.017) 0.1305 ̂ ( 0.018 )

C D U M M Y -0. 0774 !! (0.038) -0. 0779 ! (0.04) -0. 1136 !! (0.046) -0. 1145 !! (0.050)
2CT 0. 082 !! (0.004) 0. 082 !! (0.004) 0. 082 !! (0.004) 0. 082 !! (0.004)

1.00E-08 (0.070) 0.10 (0.067) 2. 23E -07 (0.072) 1.00E-08 (0.073)

对数似然函数值 -137.54 -137.44 -136.60 -136.49

观测值 810 810 648 648

注） !分别表示回归参数在1% $5% $10%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为节省篇幅表中省略了常数项 

和生产函数中耕地面积变量（D )及其交叉项的回归参数，如需要可向作者索取可向作者索取相关的回归结果。

表 3 的 回 归 结 果 只 回 答 了 村 镇 银 行 的 设 立 能 否 对 农 业 生 产 效 率 产 生 显 著 影 响 ，由 于 不 同 区 县  

设 立 村 镇 银 行 的 数 量 存 在 差 异 ，我 们 需 要 同 时 在 控 制 其 他 影 响 因 素 条 件 下 ，考 察 村 镇 银 行 在 不 同 县  

域 地 区 的 信 贷 规 模 对 农 业 生 产 率 产 生 的 具 体 影 响 。表 4 给 出 了 利 用 村 镇 银 行 的 信 贷 额 度 （C R D ) 

作 为 无 效 率 模 型 中 核 心 解 释 变 量 的 回 归 结 果 。模 型 5 基 于 生 产 函 数 为 中 性 技 术 进 步 条 件 进 行 了 估  

计 ，生 产 函 数 大 多 数 变 量 和 无 效 率 模 型 的 解 释 变 量 参 数 估 计 均 不 显 著 ;模 型 6 基 于 生 产 函 数 为 非 中  

性 技 术 进 步 假 设 条 件 重 新 进 行 了 估 计 ，无 论 是 生 产 函 数 还 是 无 效 率 模 型 中 变 量 的 估 计 参 数 大 小 和  

显 著 性 均 与 表 3 中 的 估 计 结 果 具 有 较 高 一 致 性 ，控 制 了 其 他 影 响 农 业 生 产 率 因 素 之 后 ，模 型 6 中 

C R D 变 量 估 计 参 数 在 5 % 水 平 下 显 著 表 明 :村 镇 银 行 信 贷 增 加 会 对 农 业 生 产 率 产 生 显 著 的 促 进 作  

用 ，村 镇 银 行 绝 对 信 贷 规 模 增 加 一 倍 ( 1 0 0 %  )大 约 会 带 动 农 业 生 产 率 上 升 0. 8 4 个 百 分 点 。 同 样 考  

虑 到 影 响 农 业 生 产 率 其 他 因 素 与 农 业 生 产 率 本 身 存 在 反 向 因 果 关 系 以 及 时 间 滞 后 效 应 ，模 型 7 和 

模 型 8 无 效 率 模 型 中 的 变 量 滞 后 一 期 ，继 续 进 行 相 应 的 验 证 ，结 果 同 样 显 示 与 表 3 中 回 归 结 果 具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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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的一致性，仍然表明工业和服务业就业比重提升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作用最大，而单位土地使 

用化肥和有效灌溉面积比重对农业生产率影响作用较低。同样，采用滞后一期的村镇银行信贷规 

模变量的估计无论在参数的绝对值大小还是显著性水平都相对于采用水平变量估计(模型6 )有了 

明显提升，其估计参数至少在5 % 水平下显著:村镇银行信贷规模增加一倍，农业生产率大约会提 

升 1. 4 个百分点。表 3 和表4 经验结果显示:无论是基于中性技术进步还是非中性技术进步生产 

函数假设，无论是采用村镇银行的虚拟变量还是村镇银行的绝对信贷额度，本文回归结果都稳健一 

致表明:村镇银行发展会对农业生产率提升产生显著影响作用。

表 4 村镇银行信贷规模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被解释变量:？=(S ))

变量
模型 5

系数 标准误

模型 6
系 误

模型 7(滞后一期） 
系 误

模型 8( 一 ) 
系 误

L n ( L ) 1.5226 ! (0.823) 1.3868 (0.091) 1.3699 ( 0.071 ) 1.3888 (0.085)

L n ( T) 0. 2742 (0.799) -0.2475!!! (0.093) - 0 . 2 3 4 3 ^ ( 0.081 ) -0. 2462 !! (0.090)

0.5 !L n(L&) -0.2458 (0.558) -0.0765 (0.063) -0.0702 (0.055) -0.0769 (0.054)

0 . 5 ! L n ( K 2 ) 0.2037 (0.512) 0. 3478 ̂ (0.054) 0. 3491 ̂ (0.047) 0. 3477 ̂ (0.055)

L n ( L )  !  L n ( T ) -0.2242 (0.815) -0. 328 !!! ( 0.101 ) -0. 3379 ̂ (0.087) -0. 3280 ̂ (0.095)

T -0.0245 (0.759) -0.0328 (0.046) -0.0414 (0.037) -0.0313 (0.049)

0. 5 ! P 0.028 (0.239) 0. 0283 !! (0.014) 0. 0288 !! (0.012) 0. 0282 !! (0.014)

T !L n(L) - 0. 0058!” (0.017) -0.0057 (0.016)

T ! L n ( K ) 0.0025 (0.019) 0.0018 (0.017)

无效率模型

L n (  E M P 2 ) -0.0661 (0.219) -0.2768 !!! (0.022) -0. 2775!!! ( 0.021 ) -0. 2771 ̂ ( 0.021 )
L n (  E M P 3 ) -0.0357 (0.303) - 0. 3806!! (0.032) - 0. 3 8 1 9 ^ (0.033) - 0. 3 8 2 0 ^ (0.032)

L n ( F E P ) -0.0596 (0.293) -0. 0289 ! (0.017) - 0. 0282 ! (0.014) -0. 0284 ! (0.015)

L n ( IR P ) -0.0198 ( 0.841 ) -0.0354 (0.024) -0.0360 (0.023) -0.036 (0.023)

Ln(PN P) 0.0281 (0.070) 0. 1304 — (0.017) 0. 1308 ̂ (0.017) 0. 1308 ̂ (0.017)

Ln(CRD) -0.0623 (0.296) -0. 0084 !! (0.004) -0. 0139 !! (0.005) -0.0141 ̂ (0.005)
2CT 0. 139 !! ( 0.031 ) 0. 0822 ̂ (0.004) 0. 0819 — (0.004) 0. 0819 — (0.004)

0.047 !!! ( 0.011 ) 1.00E-08 (3.10E-06) 6.61E-05 (2.59E-04) 1.00E-08 (3.24E-06)

对数似然函数值 -316.79 -137.40 -136.02 -135.89

观测值 810 810 648 648

注：~ 、!!$!分别表示回归参数在1N $5 %  $1 0 %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为节省篇幅表中省略了常数项 

和生产函数中耕地面积变量（D)及其交叉项的回归参数，如需要可向作者索取相关的回归结果。

(二)村镇银行发展对农业生产率影响作用的渠道分析

如前文所述，村镇银行可以通过提供多种形式的信贷融资促进县域地区城镇化水平提升，推动 

农业资本深化，对农户的生产资料、生活消费、医疗保险等方面提供直接金融支持，促进农村和县域 

地区交通、水利灌溉、电力供应基础设施完善等。为了考察村镇银行发展通过不同渠道对农业生产 

率的影响，在控制了影响农业生产率的相关变量的条件下，同时在无效率模型中分别加人了村镇银 

行信贷规模变量与其他影响农业生产率构建的交叉项变量，进一步考察村镇银行通过不同渠道对 

农业生产率的影响。由于表3 和表4 的经验分析表明，基于非中性技术进步的经验回归结果相对 

于中性技术进步假设更为稳健，因此表5 中同样基于非中性技术进步生产函数假设，利用相应的无 

效率模型考察村镇银行通过不同渠道对农业生产率产生的影响；同时考虑到反向因果关系以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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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滞后效应，对表5 中无效率模型的控制变量及其交叉项变量都做了滞后一期处理。表 5 中的模 

型 9-模型13在已有无效率模型基础上分别加人村镇银行信贷规模变量与其他影响农业生产率变 

量的交叉项回归结果，在无效率模型中控制了交叉项变量之后，从单独影响农业生产率的变量回归 

参数来看，一个显著的变化特征是回归参数的显著性有了较大的提升，尤其是单位土地使用化肥量 

变量（F E P )和有效灌溉面积比重变量(I R P)的回归参数都在1N 水平下显著为负值，表明单位土地 

施用化肥量和有效灌溉面积比重增加仍然会对农业生产率提升产生显著的影响，并且从影响农业 

生产率相对变量（E M P 2，E M P 3，F E P，I P ，P W P )的回归参数大小来看，仍然表明工业和服务业比重 

增加对农业生产率影响作用最大，而单位土地使用化肥量变化对农业生产率的边际弹性最低。表 

5 中单独变量的回归结论不仅与表3 和表4 完全一致，而且从显著性方面也变得更为理想，表明在 

无效率模型中控制了交叉项变量之后单独变量的回归结果与理论预期更为吻合。

表5 村镇银行的设立对农业生产效率影响的渠道（被解释变量:？=(S )

变量
模型 9 模 型 10 模型 11

无效率模型

模型 12 模型 13

L n ( E M P 2 )

-0.2511 !! - 0 2548 — -0.2501 !! -0. 254 - 0. 2606 !!!
(0.022) (0.017) (0.020) (0.017) (0.020)

L n ( E M P 3 )

-0. 2673 !! -0.2166 -0. 2735 !! -0. 2743 — -0.2671 !!!

(0.033) (0.033) (0.054) (0.030) (0.032)

L n ( F E P )

-0.0917 !!! -0. 0 9 9 6 ^ -0.0841 !!! -0. 0901 ̂ -0.0911 !!!

(0.015) (0.012) (0.018) (0.012) ( 0.013 )

L n ( IR P )

-0. 1368 !! -0. 1443 術 -0.1403 !!! -0. 1242 -0. 1354 !!!

(0.024) (0.028) (0.029) (0.023) (0.024)

Ln(P N P )
0. 1471 !! 0. 1798 !!! 0. 1486 !! 0. 1400!!! 0. 1522 !!!

(0.017) (0.009) (0.016) (0.017) (0.017)

L n ( C R D )

-0.0351 !! -0. 0417^ -0. 0354 !! -0.0115!!! -0. 0506 !!!

(0.013) (0.007) (0.012) (0.002) ( 0.021 )

L n ( C R D )  ! L n (  E M P 2 )

-0.0181 !! 

(0.009)

L n ( C R D )  ! L n (  E M P 3 )

-0. 0206^ 

(0.007)

L n ( C R D )  ! L n ( F E P )

0.0036

(0.004)

L n ( C R D )  ! L n ( IR P )

-0. 0072 ! 

(0.004)

L n ( C R D )  ! L n ( P W P )

-0.0119 !! 

(0.006)

2 0. 059 !! 0. 058 _ 0. 059 !! 0. 060 0. 059 !!!
CT

(0.003) (0.003) (0.004) (0.003) ( 0.003 )

1.00E-08 2. 03E-06 0.003 8. 44E -06 1.00E-08

(3.91E-06) (8. 56E-06) (0.016) (5. 10E -06) (4.05E-07)

对数似然函数值 -3.61 -8.79 -24.19 -4.48 -3.52

观测值 648 648 648 648 648

注：》«、《«、！分别表示回归参数在（％、5% 、i〇% 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为节省篇幅表中省略了生产函 

数中变量的回归参数，如需要可向作者索取相关的回归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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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村镇银行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渠道，我们重点需要考察交叉项变量参数的回归结果。 

模型9 和 10在无效率模型中分别加人了村镇银行信贷规模与工业就业比重的交叉项变量，村镇银 

行信贷规模与服务业就业比重交叉项变量，这两个交叉项的回归参数至少在5 % 的显著性水平上 

为负值，表明村镇银行信贷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与地区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系统性 

关系，随着地区工业和服务业水平提升，村镇银行信贷增加对农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会显著增强。 

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县区，村镇银行信贷对农业生产率促进作用越大。这一经验结论不仅与村镇银 

行目前发展仍然主要集中在县城区域并没有真正进人乡村和农户的现实相符，也验证了国内学者 

对村镇银行发展的相关调研结论:村镇信贷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当地工业和服务业企业的发 

展（当然也包括很多涉农的工业和服务业企业），其信贷结构并未完全真正集中在分散的农户。事 

实上，这一经验结论也从另一个方面表明村镇银行信贷通过支持县域地区的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渠 

道，间接带动了农业生产率水平显著提高。模型11在无效率模型中加人了村镇银行与单位土地施 

用化肥量比重的交叉项变量，其回归结果为不显著的正值，表明村镇银行的信贷对农业生产率的影 

响作用与地区农业施用化肥的密度没有显著的系统性关系，村镇银行信贷并未通过促进农户增加 

化肥施用比重显著带动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尽管村镇银行信贷对农户的直接信贷支持不仅仅包括 

主要生产资料化肥的购买（还可能包括种子、农药、机械设备及生活消费、农民医疗保险健康等直 

接的金融支持方面，由于数据所限本文未能对此诸多渠道进行分别验证），但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 

村镇银行的信贷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主要渠道并非对分散小规模主要从事种植业农户的直接金融 

支持，从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村镇银行发展目前仍然存在“脱农”的倾向和问题; 

事实上，从我们对四川省村镇银行的一些调研活动和实际情况了解来看也确实发现存在上述的现 

象和问题。尽管截至2011年底四川省村镇银行涉农贷款比重超过了 8 5 % ，但贷款主要集中在涉 

农的企业（比如种养殖业大户以及农产品加工生产企业等）以及涉农的服务性行业，而并非针对主 

要从事粮食生产的分散小规模家庭农户。模型12的无效率模型在控制了单独变量之后，加人了村 

镇银行信贷与有效灌溉面积比重的交叉项变量，其参数回归结果在1 0 %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值， 

表明村镇银行信贷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与农村有效灌溉面积比重存在较为显著的系统性关系，随 

着农业有效灌溉面积比重的提高，村镇银行信贷增加对农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也会相应上升。模 

型 13的无效率模型在控制其他因素之后，加人了村镇银行信贷规模与单位农业产值的电力消耗变 

量的交叉项，其参数回归结果在5 % 的显著性水平上呈现负值，表明村镇银行的信贷对农业生产率 

的影响与地区单位农业产值的电力消耗存在显著的系统性关系。在单位农业产值电力消耗越高的 

区县，村镇银行信贷增加对其农业生产效率的带动作用越大。模型12和模型1 3的交叉项的经验 

结果也从另一角度表明，村镇银行的信贷通过促进农村地区有效灌溉面积增加和缓解电力供给 

紧张两种渠道同样对农业生产效率提升会产生显著带动作用，村镇银行信贷通过支持县区农村 

及涉农企业对基础设施更多地投人或者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渠道同样会间接对农业生产率产 

显 。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首次基于四川省县级区域面板数据考察了村镇银行对于农业生产率的影响作用及其影响 

渠道。研究表明:村镇银行设立及其信贷规模增加显著带动了农业生产率提升。基于灵活的小额 

信贷方式，村镇银行通过促进县域地区工业和服务业（包括涉农的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水平提升， 

以及推动农村及涉农企业对基础设施投人或者建设显著带动了农业生产率提升。由于村镇银行设 

立目前仍然主要集中在区县一级，并未真正进人乡村，村镇银行对农业生产率的带动作用并非体现

108



金 " 评 论 2018年第2 期

在对分散农户的直接金融支持方面。

村镇银行作为一种快速发展的新型农村微小金融机构，评估村镇银行对“三农”问题的影 

响作用不能简单局限于对传统农业增产、农民增加收人等直接的金融支持方面。当前正处于 

我国加快农业结构转型升级，建设新农村和推动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时期，需要在宏观层面全面 

认识村镇银行快速发展对于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农村产业化进程以及促进城镇化建 

设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对于村镇银行目前发展存在不同程度的政策定位与市场定位不一 

致、经营风险较大、存款来源短缺、缺乏金融创新等一些问题，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继续深化村 

镇银行股权治理结构改革，给予村镇银行更多发展空间、加强风险监管、探索村镇银行金融创 

新手段，同时配合利率市场化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促进村镇银行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 

发展。

当然，本文的研究仍然有较大的扩展空间：首先，村镇银行的信贷对农业生产率影响渠道众 

多，由于数据局限本文只考虑了有限的几种，全面认识村镇银行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仍然需要 

更加全面细致的数据支撑;其次，本文主要以四川省为例，尽管四川省村镇银行发展在全国处于 

领先水平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但不同地区村镇银行的发展特征和方式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别， 

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作用和渠道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别，因此有必要基于时间跨度更长且更具说 

服力的全国样本数据考察村镇银行发展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最后，本文主要基于县域面板数 

据从宏观层面认识村镇银行对农业发展的影响，而深化认识村镇银行对“三农”问题的具体影 

响作用，仍然需要基于微观农户或涉农企业的调查数据，评估村镇银行小额信贷项目具体运作 

方式和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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