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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制度变革过程中的 

金融冲突与解决路径 

宋玉臣 王宇洋 

(吉林大学 商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金融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因素，传统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金融渠道受信用承载力弱 

的限制，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并阻碍农业现代化进程。多年来的农村贷款难不是农民 

的问题．也不是金融机构的问题，而是传统 “小农业”的 “小金融”体制与农业现代化的 “大农业” 和 

“大金融”制度之间矛盾与冲突的结果。现行适应 “小农业”的农业贷款方式由于受到农村家庭资产担保 

能力的限制无法成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金融路径，文章提出建立和发展大型农业企业并使之成为推动 

农业现代化进程承载主体的 “大金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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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农村生产方式的一次革命性进步，它既是中国农村的发展目标又是无法抗 

拒的历史规律。从小农经济走向农业现代化是30多年农村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发展归宿， 

也是几千年来中国小农社会的一个历史性的制度变革。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就是金融 

支持，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经济发展的推进器。可是，近些年农村金融抑制问题突出，在推动 

农村经济增长和实现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金融未能有效地发挥其对农村经济发展所应有的推动作用。 

究其根本原因，我们发现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 “小农业”的 “小金融”体制与农业 

现代化的 “大农业”及与之相对应的 “大金融”的冲突日趋显著。 

从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以家庭为单位的独立经济体是组成中国农村经济的基 

本细胞，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经营方式和农村 

经济体制是 “小农业”，与 “小农业”相对应的是对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进行金融支持的 “小金 

融”。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角度去考察，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制对农业发展的潜能似乎已经发挥 

到极致，再想通过 “小农业”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并重复过去的辉煌已不太可能。未来农村经济再实 

现大的跨越，依靠现有的小农经济不再具有现实性，必须依靠 “大农业”和农业现代化。中国正处在经 

济社会结构变革的关键时期，城乡二元结构是变革过程中必须优先解决的问题。具体地说，城乡二元结 

构问题突出表现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农业发展相对落后。若要完成经济发展目标，保证经济社会 

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推动生产力实现跨越式发展，核心是实现 “新四化”，而农业现代化进程 

能否摆脱滞后的现状，是实现 “新四化”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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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金融”与 “大农业”的矛盾与冲突 

“小农业”与 “小金融”、“大农业”与 “大金融”是两对孪生兄弟。 “小农业”以家庭经营为 

主，以农村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小金融”对 “小农业”的支持是以农民家庭资产承载力为基础 

的；农业现代化以 “大农业”为标志，其显著特征是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以及高投入、高资金 

需求等，实现农业现代化要有 “大金融”的支持与推动。目前，中国正在逐步摆脱小农经济，走向 

农业现代化，农村经济增长与金融抑制的冲突明显体现为 “小金融”与 “大农业”的冲突，这种冲 

突使农村贷款难问题 日渐突出，而且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在集约化生产经营模式下大量融资需求与 

担保物不足的矛盾亦会越来越突出。随着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村经济规模的扩大，小金融已不 

是现有的体制框架内农村经济增长的有效推动力，相反形成金融抑制的局面。小农经济被农业现代化 

的生产方式所取代是历史必然。业界所探讨的农村金融问题的误区就是要用 “小农业”的 “小金融” 

手段去实现 “大农业”的 “大金融”目标，这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大农业”所体现的特点不仅 

仅是农业规模的扩大，更主要体现在资金需求的增加。这种错配是农村金融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 

决的根本原因。 

农村贷款难问题的症结不是政策支持的不够，而是制度性问题。解决农村贷款难问题，完善农村 

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声音不绝于耳，但这种利用 “小金融”来支持 “大农业”的发展策略已经 

暴露出不少问题，政府管理部门为解决这些问题出台了很多具体措施 ，但都收效甚微。卢平、蔡友才 

甚至认为应重新构建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将农业发展银行办成粮棉储备银行，将信用社办成准 

政策性银行，成立农村信贷信用担保机构和农民合作金融组织等等来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① 我们认 

为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有农业发展银行就够了，否则就会出现政出多门、政策不统一的问题。近些年 

来，政府把对农村的支持始终放在首位，出现的农村金融问题是制度问题，不是政府政策支持不够的 

问题。从具体实现过程讲，中国和欧美发达国家促进农村金融支持的道路必然是不同的，欧美发达国 

家通过土地自由买卖实现土地集中，形成大型农场，并以此作为金融支持的载体，促进农业走向现代 

化。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与农村劳动力紧密结合在一起，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跨越式发 

展，但农民并不拥有土地所有权，土地不能买卖，也就不能通过土地集中形成类似欧美发达国家那样 

的大型农场，农业现代化过程所需的金融支持载体不能依靠市场形成。 

总之，现代化 “大农业”想通过传统小农经济基础上的 “小金融”获得充足的贷款支持显然不 

切合实际。金融机构是经营货币的企业化经营实体，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和最大限度地赢利是金融机 

构的理性行为，农村金融匮乏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经济发展对资金需求的扩大与农户信用承受力较弱间 

的矛盾，也就是 “小金融”和 “大农业”的矛盾。 

实证研究 

本文实证分析的样本区间为 1977年至 2009年。1977年我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农村经济的发 

展方式与之前有了显著不同，样本区间选择在改革开放后，实证分析结果更有应用价值。样本区间截 

取到2009年，主要是因为从2010年起我国不再统计商业银行对农村的贷款余额。 

商业银行与农村经济发展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商业银行能够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而农村经济发展 

也能够促进商业银行业务的开展，对于这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最早是使用大型联立方程组进 

① 卢平、蔡友才：《构建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问题研究——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国际借鉴与改革思路》，《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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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但大型联立方程组的一个显著缺陷是：模型是建立在严格的经济理论基础上的，这意味着在 

模型建立之初就已对模型附加了各种限制条件，而现实经济往往很难满足这些条件，这就限制了大型 

联立方程的解释力。Sims提出的向量自回归模型 (Vector Autoregression，VAR)是对大型联立方程模 

型的有效修正。①VAR模型最大的优势是不对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严格区分，这使 VAR模型 

在分析变量间复杂关系时有较好的效果。包含 k个变量的VAR (q)模型见式 (1)。 

= 厂 +∑ ： X + (1) 

式 (1)中 为k×1向量；q为滞后阶数， 为 k×k阶矩阵，实际上也就是滞后影响系数矩阵， 

为k×1向量。一般都是假定s 均值为0，协方差矩阵为正，表示不同时期的信息冲击是彼此独立、 

互不影响的； 矩阵则代表常数项等能够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因素。 

观察式 (1)可以发现，VAR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实质是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VAR模型将模型 

需要分析的所有变量集合在一起，视其为一个系统，考察系统内各个变量间影响关系，这就模糊了 

“被解释变量”和 “解释变量”间的界限，直接让历史数据来说明变量间的关系，不需要严格的经济 

学假设也能够构建合理的VAR模型，虽然这使 VAR模型不能详细说明变量间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影响 

彼此的，却能够使其尽可能贴合复杂的现实经济情况。农村现代化建设中所需要的资金主要来 自两方 

面：一是商业银行的对农贷款，二是国家财政的对农支出，为了能够更好地从资金角度研究我国农村 

现代化建设问题，本文将政府财政的对农支出和商业银行对农贷款一同纳入模型。 

这里用gdp表示第一产业的GDP增加额，用loan表示商业银行对农村贷款余额，用gov表示国 

家财政对农村支出。所有数据都是年度数据，数据来源是各年的 《中国统计年鉴》。本文主要分析不 

同的资金来源对农村经济发展有怎样的推动作用，是如何影响第一产业 GDP增长的，因而相对于直 

接考察原始数据间的关系，考察对数化的数据更具意义，lngdp、lnloan和 lngov分别代表对数化后的 

原始数据。首先对 lngdp、lnloan和 lngov进行 ADF平稳性检验，具体的检验结果见表 1。 

表 1 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 

表 1的检验结果显示，lngdp、lnloan和lngov都不能通过平稳性检验，三个变量的P值都在 78％ 

以上，而三个变量的一阶差分D(1ngdp)、D(1nloan)和D(1ngov)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能够通过 

ADF检验，说明这三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既然三个变量都是同阶单整的，就可以对这三个变量 

进行协整检验，看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稳定的相互影响关系，具体的Johansen检验结果见表 2。 

表 2 协整检验结果 

表2检验结果显示，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三个变量间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向量，也就意味着 

lngdp、lnloan和lngov三者间存在着稳定的相互影响关系。对由lngdp、lnloan和lngov构成的VAR模 

① Sims C．A．，“Macroeconomics and Reality，”Econometrica：Journal ofthe Econometric Society，1980，PP．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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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C和SIC准则都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选择滞后阶数为 1，因此估计 VAR (1)，具体的估计结 

果见式 (2)、式 (3)和式 (4)。 

lngdp =0．346 -4-0．966lngdp 
一

l+0．O15lnloant
一 1 — 0．O07lngov 一 1 (2) 

lnloan =一 0．908+0．279lngdp 
一

l+0．7471nloanl
一 1+0．077lngovc_l (3) 

lngov =一0．304 -4-0．0641ngdpf
一

1+0．1251nloant
一 1+0．831lngovc-1 (4) 

在对上面的 VAR (1)模型估计结果进行分析前，必须保证所得到的VAR (1)模型是稳定的， 

具体说就是 VAR (1)所有单位根的模必须小于 1。如果有单位根的模大于 1，就说明所构建的 VAR 

模型是不稳定的。具体的 VAR模型稳定性检验结果见表4。 

表 4 VAR模型平稳性检验结果 

单位根 模 

0．980 462 

0．892 920 

0．669 606 

0．980 462 

0．892 920 

0．669 606 

表 4的检验结果表明所估计的VAR (1)模型所有单位根的模都小于 1，VAR (1)模型是稳定 

的。通过式 (2)可以观察出，t期第一产业 GDP增加额与t一1期的第一产业 GDP增加额和商业银行 

对农村贷款存在正向关系，t一1期商业银行对农村贷款每增加 (或减少)1％，那么 t期的第一产业 

GDP增加额就随之增加 (或减少)0．015％。相对商业银行对农业贷款，t期第一产业 GDP增加额受 

其自身滞后1期的影响要大得多，t一1期第一产业 GDP增加额每增加 (或减少)1％，t期第一产业 

GDP增加额就相应地增加 (或减少)0．966％。而国家财政对农支出与第一产业 GDP增加额反而呈 

现负相关关系，t一1期财政对农支出每增加 (或减少)1％，t期第 产业 GDP增加额反而会减少 (或 

增加)0．007％。 

式 (3)表明t期的商业银行对农村贷款与t一1期的第一产业 GDP增加额、商业银行对农村贷款 

和国家财政对农支出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当上期农村经济状况较好，也就是 GDP不断增长 

的情况下，会诱使商业银行向农村投入更多资金，而商业银行与国家财政对农支出间的正向关系，一 

方面是由于国家增加对农支出，可以将其看作一个利好信号，会增强商业银行对农村放贷的信心；另 
一 方面，我国现在正在进行的农村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大量资金，通常都是由政府和银行两方面共同 

筹集，从这一点上看，商业银行对农贷款和国家对农财政支出，更像一对 “互补产品”，所以才会产 

生同向的运动趋势。式 (4)则是从国家财政角度说明式 (3)所体现的关系。 

VAR (1)的估计结果能够体现农村发展与商业银行对农贷款、国家财政对农支出间的关系，除 

此之外，还能了解样本期内农村经济已实现的发展成果在多大程度上是源自商业银行对农贷款，又有 

多大程度是源自国家财政对农支出，对于深刻了解我国农村发展过程有重要意义。基于 VAR模型的 

方差分解分析，是对模型内的变量进行更加详细的分析，以确定变量的标准差受其他变量的影响程 

度。在所估计出的VAR(1)模型基础上，对lngdp进行方差分解，就能够清晰地得到农村发展过程 

中，这两种主要资金来源，哪种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贡献更大。因为本文的分析重心是农村的经济发 

展，因而在这里就不再给出lnloan和lngov的方差分解结果。具体的方差分解结果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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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的方差分解结果清晰表明，lngdp的标准差主要还是源 自自身滞后项的影响，虽然影响程度 

逐渐下降，但是始终保持在99％以上。而lnloan对Ingdp标准差的解释程度只占不到0．5％，lngov的 

解释程度则更低，只有不到0．1％。但无论是 lnloan还是 lngov，对 lngdp标准差的解释程度都在不 

断提升，这反映资金对我国农村发展的影响正在不断增加，可以预见，这种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更 

加明显，若要进一步推动我国农村发展，如何合理、高效利用资金就成为必须考虑的问题。 

方差分解能够清晰显示我国农业发展至今，与国家财政对农支出相较，商业银行对农贷款是更为 

重要的资金来源，粗略计算，商业银行对农贷款对农村发展的影响程度是国家财政对农支出的4到5 

倍，对农村发展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但是方差分解不能描述当商业银行对农贷款 (或是国家财政 

对农贷款)发生不可预期的变动时，农村经济发展会有怎样的反应。要分析农村经济发展对不同来 

源资金的敏感程度，仅仅依靠方差分解是不够的，还需要用到脉冲响应。脉冲响应模拟的是当一个或 

几个变量发生 1标准差变化时，所考察的变量的变化情况。鉴于本文研究重心是农业发展，所以在这 

里只给出当商业银行对农贷款和政府财政对农支出发生变动时，第一产业 GDP的脉冲响应结果。为 

了使分析结果更加直观，本文将 lngdp的脉冲响应结果表述在下图中。 

z 咖 脉冲响应结果图 

图中实线表示，当商业银行对农贷款发生 1单位标准差变动时，第一产业GDP的反应情况。虚 

线则表示，国家财政对农支出发生 1单位标准差变动时，第一产业GDP的反应情况。 

当商业银行对农贷款发生1单位标准差变动时，会对第一产业 GDP产生正方向的影响，这种影 

响在第 5期开始逐渐变缓，并在第7期左右达到最大，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冲击并没有发生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收敛向0，表明当商业银行增加对农贷款后，对农村经济的推动作用是持续性的，并不只会 

产生短期效应。反观国家财政对农支出，当发生 1单位标准差的变动时，会对第一产业 GDP产生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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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冲击，这种负向冲击同样也没有体现出收敛趋势，而是会在第6期左右达到最大值，并稳定在这 
一 状态。lngdp的脉冲响应结果与前面VAR (1)的估计结果一致：lngdp与 lnloan呈正相关关系，与 

lngov呈负相关关系，而且这种冲击并不只表现出短期效应，而表现出明显的长期效应。 

结论与对策 

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就是解决当前 “小金融”支持手段和现代 “大农业”间的矛盾，把 “大 

金融”与 “大农业”有效对接。其根本出路就是鼓励大型农业企业的建立与发展，把大型农业企业 

建成连接农户和商业银行的纽带，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载体和推动力量。大型农业企业能够从 

农民手中转包土地集中经营或者为农民提供大型农业机械租赁服务，同时，大型农业企业具有信用承 

载能力强的特点，能够得到商业银行的大规模金融支持。通过 “大金融”的支持引入大型农业设备， 

促进农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由传统向现代转变，使农业走向集约化，有效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农 

业现代化就是以优质、高效、安全作为发展目标，充分发挥现代工业、现代服务业对农业的推动作 

用，依靠现代方法管理农业，提高农业的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增强农业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 

提升国际竞争力，逐渐缩小农村与城镇的差距，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① 金融支持对于实现 

农业现代化具有决定意义。② 

农业现代化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是从 “小农业”向 “大农业”的转变。如何实 

现小农业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是理论界和政府部门必须深入研究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农业现代化 

的深层含义表现为：首先，充分依靠科学技术。自然资源是制约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实现农业现代 

化，必须依靠现代科学技术降低 自然资源对农业发展的制约，拓宽农业发展道路；其次，促进农业产 

业化，通过将分散经营的农民联合起来进行农业产业化经营，会极大地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并促进农 

村经济发展和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最后，注重生态环境发展，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注重对自然资源 

的合理运用，实现经济、社会 、环境的协调发展。 

从 “小农业”到 “大农业”必须有 “大金融”手段的支持。小农经济已不能满足农业现代化发 

展的要求，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现代农业合作社是未来农村生产制度的核心。③ 既可以满足现代农业 

大规模生产的要求，又可以满足家庭经营的要求，这种极强的兼容性决定了现代农业合作社具有广泛 

的适应性。实现农业现代化不可能依靠原有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经济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家庭 

作为农业现代化的载体显得非常薄弱，不能提供农业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大型设备、经营方式 、技术 

水平、信用能力等。只有建立大型农业企业才能从制度上根本解决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问题。农 

民出土地，大型农业企业出管理、农业技术，金融机构出资金。没有大型农业企业的参与，农民家庭 

和金融机构之间无法有效结合。大型农业企业将成为未来农业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连接金融机构与农户 

的纽带。 

第一，建立大型农业企业可以促进金融与农业的结合。大型农业企业的资产实力和信誉度能使其 

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支持，也能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获得直接融资。有大型农业企业为 

载体，农村贷款问题就能有效解决，可以充分释放农村经济发展的潜力。有充足的资金支持，就能组 

成大的农业企业集团，连接 “大金融”与 “大农业”。“大农业”成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手段，以大 

型农业企业为核心，积极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才能让农村经济走出瓶颈，实现联产承包制后的又一 

① 张淑英、夏心曼、徐志全：《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调研世界》2012年第 7期。 

② 郑良芳：《金融和财政手段共同发力 ，促进我国农业实现现代化——实现农业现代化关系我国国富民强和国家经济战略安 

全》，《经济研究参考》2011年第53期。 

③ 李谷成、李崇光：《十字路口的农户家庭经营：何去何从》，《经济学家》2012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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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农村生产力的解放。 

第二，建立大型农业企业才能真正发展好生态农业。通过大型农业企业，建立农产品生产基地，引 

导标准化种养，使农业生产区域化发展、规模化种植、产业化经营。大型农业企业的信誉对农产品质量 

和食品安全都有重要保证，说明其有能力把好农产品生产源头关，进行标准化生产、无公害生产。 

第三，建立大型农业企业有助于实施品牌战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品牌和信誉日趋 

重要，品牌对于一个经济体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愈来愈强，品牌战略已成为众多经济体在市场竞争中 

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发展农村经济必须提高品牌意识，搞好品牌定 

位，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 

第四，建立大型农业企业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建立大型农业企业体现了农业先进生产力发展的 

要求，它会促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使农业从粗放经营走向集约经营，使工农业由非平衡发展 

逐渐转向平衡发展。建立大型农业企业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要求，是农村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路径。大型农业企业能够推动农业产业链条的形成，使农业的整体效益得到显著提高。 

建立大型农业企业，鼓励已有企业发展以种植、养殖为代表的农业产业，需要政府提供一定的鼓 

励政策。例如，给从事种植业、养殖业、林业、水产等业务的企业一定数量的财政补贴和政策性金融 

贷款。农业企业不断壮大，就会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增加资金、技术对农业发展的投入，促进农村 

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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