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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 DEA模型对我国农村信贷的效率进行 了静 态和动态的分析 ，并对吉林省农村的 

信贷效率进行 了专项分析 ，结果表 明吉林省农村信贷的效率较低 ，这与吉林省农村经济政 策相 

关，并发现资本并不是农村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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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社会 的发展 ，很多 国家对 

农村地区实施政府指导下 的政策性金融支持 ，并 

采用低利率的信贷政策 以期望能够促进农业 的发 

展，但是效果甚微⋯。因此 ，许多学者对这种模式 

下农村信贷的效率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从研究结 

果上来看，这些研究大部分认为农业信贷效率较 

低 ，并不能有效地推动农业经济的增长。由于农业 

信贷存在 回收率较低 、农村金融市场中存在信息 

不对称的现象 等问题 ，导致正规农业信贷不能有 

效地促进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从长期来看 ，少数 

学者认为农业信贷对农业经济增长确实存在着显 

著影响，但农业信贷并不是农业经济增长的首要 

因素。 

在这些研究 中大部分学者引入 了各种计量方 

法，如 Rousseau采用了向量误差修正模 、杨栋、 

郭玉清运用了双方程误差修正模型 J、姚耀军 、和 

丕禅则采用 固定效应估计法和随机效应估 计法 

等，但是这些学者得出的结论都大致相同：从长期 

来看，农业信贷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推动 了农业经 

济的增长，但农业信贷却不是农业经济增长的首 

要因素；从短期来看，信贷对经济增长不会产生显 

著影响。从研究范围来看 ，国内大多数学者都关注 

于中 国农业 贷款效 率的研究 ，如温涛 和王煜 宇 

(2005) 以及裴辉儒 (2OLO)IS]等。只有较少的学 

者关注区域性农村贷款效率的研究，目前这方面 

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 的学者是张兵、章诗瑶以及 

李华 明等。其 中，张兵和左平桂 (2009) 通 过 

VAR模型，验证 了 1990年至 2006年江苏省农村 

贷款的效率低下，并不能有效地推动农村经济的 

增长。该文献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区域性农村贷款 

的实证研究之一 ，为全 国其他省市正规金融机构 

农村贷款效率的提高提供了借鉴。 

就我国现实情况来看 ，我国的农村信贷主要 

分为农业信贷和乡镇企业贷款等两部分。目前，除 

了朱 喜 和 李 子 奈 (2006) 。、张 兵 和 左 平 桂 

(2009) 等学者以外 ，大多数研究反映的是农业 

贷款的效率 ，而不是包括乡镇企业贷款 的农村贷 

款效率。此外 ，我国还有些学者从农村金融中介与 

农村经济发展关系的角度进行 了研究 ，目前该方 

面的研究结论大致有两种，一是农村金融 中介的 

贷款规模扩大限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导致该现 

象的原因主要是真正投入到农村、农业的贷款并 

不多 (王辉，2008) ；二是以李国璋和孔令宽 

(2008)的研究为代表，选取农信社的金融相关 

率 、农信社贷款状况和农村生产总值进行 因果关 

系检验，研究发现农信社贷款比重的增加可 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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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另外 ，使用对农户的调查数据 

研究农户贷款的效率，也成为国外农村信贷效率 

的一 个研 究趋 势，如 Kochar(1997)̈ 、Petrick 

(2002)” 等。利用该类数据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 

加之我国农村状况较为复杂，获取准确的调查数 

据有较大的困难 ，因此利用该类数据在我国农村 

信贷效率的研究上并未兴起。 

纵观以往的文献，在农村信贷效率的研究上大 

多数学者都采用的是参数估计法 ，只有少数学者采 

用非参数估计法进行分析，如向琳和李季刚 等。 

但是，向琳和李季刚选取的是截面数据，采用的是 

静态的 DEA模型，因此只有横向的分析，而不能从 

时间上进行纵向的分析。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利用 

非参数估计法中的 DEA模型法对我国区域性农村贷 

款的效率进行静态和动态研究 ，以弥补以往文献中 

只能进行静态分析的缺陷。 

二、指标的选择和数据来源和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 了吉林 、黑龙江 、辽 宁、甘肃 、贵 

州、湖南、河南 、浙江，以及江苏等 9个省作为决 

策单元 (DUM)，该 9个 省涉及到 中国东部 、西 

部、中部以及东北部四大区域 ，其中6个粮食主产 

区，信贷资源投入一般包括资金 、机构组织 、制 

度、人力等资源的投入。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 ，本 

文选取的投入指标是广义的农村贷款余额④ (农业 

贷款余额与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之和)、金融机构网 

点覆盖率 (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等于金融机构的 

数 目除以农村人 口，其 中金融机构的数 目在 2006 

年以前采用农村信用社和中国农业银行网点之和， 

2006年 以后直接采用 《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 

中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数 目)。农村信款的作用是 

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村居 民的生活水平 ， 

本文选取人均农业 GDP和农 民人均纯收入为产出 

指标。所选取 的投入指标分别为广义人均金融机 

构农村贷款余额 (元／人)和金融机构 网点覆盖率 

(个／万人 )；产出指标分别为人均农业 GDP ( 

人)和农 民人均纯收入 ( 人 )。本文数的据主 

要来 自1990至 2OO9年的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中国金融年鉴》、2O04至 2OO9年 《中国区域金融 

运行报告》以及 1990至2010年各省的统计年鉴等。 

(一)基于 BCC模型的静态对比分析 

基于 BCC模型，本文运用 DEAP2．1软件，将 

投入产出指标代人求解 ，得到9个省各年的信贷效 

率评价结果。为了方便说明问题，本文选择吉林省 

为比较基础。因为吉林省既是农业大省 ，也是 l3 

个粮食主产区之一，吉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 

国处于中等偏后水平，农业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平 

均水平上下，对吉林 省农村信贷效率的研究具有 

典型的代表性。 

1．技术效率。多数省份农村信贷的总体技术 

效率不高 ，大多数年份各种效率都处于前沿 面的 

地区不多。从 1990年以来 ，大多数年份处于技术 

效率前沿的省份有江苏、贵州以及黑龙江，而甘 

肃、辽宁和湖南农村贷款的技术效率在 9省中处于 

较低的位置 ，其中甘肃省的技术效率最低。吉林省 

农村信贷的技术效率，在大部分时间中处于接近 

前沿面的边缘 ，但只有两年处于前沿面上。此外 ， 

与 9省平均值相比较，20年 内吉林省只有 6年的 

技术效率低于 9省平均值 ，这进一步说明了吉林省 

农村信贷的技术效率在9省中处于中等水平，总体 

来看该省技术效率不高。 

2．纯技术效率。多数省份农村信贷的纯技术 

效率都较高 ，纯技术效率的均值总体大干技术效 

率的均值。从 1990年以来 ，甘肃和湖南的纯技术 

效率较低，江苏省的纯技术效率最高。吉林省农村 

信贷的纯技术效率，在大部分时间中位于前沿面 

上，有四年接近于前沿面，只有两年位于相对离当 

年的前沿面较远的位置，与江苏、浙江和贵州等省 

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与黑龙江和辽宁相比，吉林 

省的纯技术效率也处于偏后的位置。 

3．规模效率。多数省份农村信贷 的规模效率 

都较高 ，辽宁省、浙江省和吉林省处于偏后 的位 

置，江苏省仍然处于前列，湖南和河南的规模效率 

总体来看也一直处于前列 ，且这两个省份的规模 

效率在大部分年份里都高于9省平均值 ，这说明相 

对于其他地区来说中部地区的规模效率较高。 

4．规模报酬。吉林省 、辽宁省 、浙江省以及 

湖南省最近几年以来 ，呈现出规模 报酬递减的特 

征，而甘肃省和河南省还处于规模 报酬递增的阶 

段，黑龙江 、贵州以及江苏省则呈现规模报酬不变 

的特征。这说明吉林省 、辽宁省、浙江省以及湖南 

省等地 区农村信贷资源出现了农业生产的投资瓶 

颈现象 ，甘肃省和河南省农村信贷效率 的低下是 

由于农村信贷资源投资不足所导致的，黑龙江、贵 

州以及江苏省等地区的农村信贷效率与农村信贷 

资源投入的多少无关。由此可以看 出吉林省近几 

年来对农村地区的信贷投入无效或效率低下，导 

致了农村信贷效率停滞不前甚至下降。 

(二)基于 Malmquist—DEA的动态对 比分析 

为了动态地评价各省农村信贷效率 的变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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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基 于 Malmquist— DEA 模 型，本 文 运 用 

DEAP2．1软件 ，将投入产 出指标代 人求解 ，得到 

各年 9个省的信贷效率评价结果 ，见表 l。从表 1 

可以看出 9个地区中只有吉林省和辽宁省的技术效 

率改变小于 1，而纯技术效率的变动只有吉林省小 

于 1，规模效率变化小于 1的则有吉林省 、辽宁省 

和甘肃省。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来看 ，吉林 省的 

Malmquist略大于 l，即处于低增长的状态。此外 ， 

黑 龙 江、辽 宁 、河 南 以 及 江 苏 省 等 地 区 的 

Malmquist都大于 1．1，处于高增长状态 ，而这些地 

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即这些地 区的技术进步 

变化都大于 1，其 中辽宁省技术进 步增 幅最 大为 

13％ ，吉林省的技术进步增 幅则为 7％ ，这说明影 

响农村经济发展的更多的依赖于是生产力技术的 

进步，资本只是次要因素。 

表 2 

表1按时间顺序9省农村信贷平均效率变动的测算 

注：该表计算的是相对于1990年，2009年各省平均效 

率的变化；其中effch表示技术效率改变，techch表示技术 

上变化，pech表示纯技术效率改变，8ech表示规模效率变 

化，ffpch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计算结果整理。 

1990—2009年吉林省农村信贷平均效率变动的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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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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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48 

1．213 

1．19 

0．73 

1．427 

1．O24 

0．892 

1．124 

0．993 

0．984 

1．0o6 

0．928 

0．919 

1．O15 

0．971 

1．054 

1．O6l 

1．O64 

0．968 

1．576 

1．104 

1．225 

1．356 

0．788 

1．044 

1．022 

0．909 

0．817 

1．032 

1．O87 

1．17 

1．098 

1．236 

1．026 

1．O2 

0．884 

1．232 

1．003 

0．931 

1．037 

1．246 

1，64 

1．124 

1．o7 

O．9O8 

1．026 

0．811 

1．015 

1．094 

1．086 

1．0o9 

1．255 

O．996 

1．o75 

0．938 

1．22l 

1．031 

1．072 

O．96 

O．968 

1．O74 

1．173 

0．986 

0．989 

1．o45 

0．998 

1．0()9 

1．014 

O．96 

0．957 

0．946 

1．054 

O．945 

1．131 

0．978 

1．013 

1．156 

O．915 

O．969 

1．065 

1．018 

1．O04 

0．985 

1．038 

0．997 

1．Oo6 

1．0o1 

O．984 

1．004 

O．99 

1．013 

0．982 

1．O59 

0．979 

1．022 

O．928 

1．O49 

O．999 

1．0o8 

1．153 

0．981 

1．Oo4 

1．O07 

1．001 

1．003 

1．O13 

0．975 

0．954 

0．955 

1．04 

0．962 

1．068 

O．999 

0．991 

1．375 

1．129 

1．O9l 

1．558 

1．125 

1．072 

l 

0．948 

0．941 

1．O54 

1．054 

1．122 

0．958 

1．103 

1．094 

0．939 

0．988 

1．1o4 

O．967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计算结果整理。 

从表 2中可以得到吉林省各年农村信贷平均效 

率的变动，从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上 

来看 ，吉林省农村贷款的效率大致可以分 为三个 

阶段 ：第一阶段 为 1990—1997年，该 阶段吉林省 

农村贷款的效率呈高速增长趋势；第二阶段为 

1998—2003年 ，该阶段吉林省农村贷款的效率呈 

徘徊 中走低 的趋势；第三阶段为 2004—2009年 ， 

该阶段吉林省农村贷款的效率逐渐 回升。显而易 

见，该三个阶段的划分与吉林省农村金融改革的 

进程不谋而合 。在第一阶段 ，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与 

以前相比取得 了更大的进展。该时期，我国构建了 

多元化的农村金融市场机构 、成立 了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以及组建了农村信用合作银行 ，从而形成 

了服务于农村的商业性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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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金融机构 (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及政策性金融 

机构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 “三驾马车”。在第 

二阶段，由于商业银行撤 出农村 以及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的转型，从而导致农村金融市场 中的 “三 

驾马车” 中只剩下农村信用合作社。因此，由于 

农村缺少金融机构的支持 ，从 而导致农村信贷 的 

效率出现了波动。在第三阶段 ，农村信用社的改革 

进入了全新阶段，吉林省率先启动了农村信用社 

的改革 ，加之银监会 出台了开放农村金融市场的 

相关政策，明确提出要在农村增设村镇银行、贷款 

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三类金融机构 ，该政策 

活跃了农村金融市场 ，被称为 “中国农村金融改 

革的破冰之举”。随后 ，吉林省成立了盘石融 丰村 

镇银行和吉林东丰诚信村镇银行等中国第一批村 

镇银行，以及中国第 一家全部 由农 民人股组建的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百信农村资金互助社。这 

些措施进步一步活跃了吉林省农村金融市场 ，使 

得农村贷款的效率逐渐 回升。与全要素生产率相 

关度最高的是技术的变化 ，这进一步说明影响农 

村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是生产力技术的进步 ，并 

非是资本。 

四、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静态的分析，本文发现样本省 份农 

村信贷的总体技术效率不高，但纯技术效率和规 

模效率普遍比较高。从规模报酬上来看 ，样本省份 

的农村信贷呈现出规模报酬递减、规模报酬递增 

等不完全相 同的状况。可见对于我国农村经济而 

言，信贷数量已经不完全是影响各省农村经济增 

长的首要因素 ，信贷的效率比信贷的数量更为重 

要。以吉林省农村信贷效率的动态分析为例，本文 

发现吉林省农村信贷效率 的变动与我国以及吉林 

省农村金融的政策相关。只要政策有利于农村金 

融市场的发展 ，农村信贷的效率就会提高；反之， 

当不利于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时，农村信贷的效 

率就会下降。此外 ，本文还发现影响农村经济增长 

的首要因素并不是资本，而是技术上的进步，资本 

只是次要因素，显然该结论与经济理论相符。 

注释 ： 

① 由于统计 口径的变化，统计资料 中公布的农业 

贷款指标本身存在问题。有时该指标包括乡 

镇企业贷款，有 时又不包括。本文选择广义的 

农村贷款余额指标，目的就是期望能更好地刻 

画农业经济发展、农民收入水平 的变化与农村 

金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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