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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政策性金融支农效果分析 
——基于 30 个省 2005－2009 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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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2005－2009年中国 30个省的数据，选取各金融机构提供的农业贷款总额及发放的农业保险额作为

衡量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指标，以农业总产值和农民总收入作为农业政策性金融支农效果的衡量指标，构建面板数

据模型实证分析了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具体支农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农业保险、农业贷款能对农业总产值和农村

居民总收入产生正向支持效果，且效果显著，农村政策性金融支持对农村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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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supporting effect of agricultural policy- oriented finance in China： 
Based on the 2005－2009 panel data of thirty provinc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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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ing on 2005－2009 panel data of thirty provinces in China, selecting agricultural insurance and agricultural 
loans from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s a measure index of agricultural policy-oriented finance and selecting total agricultural 
output and rural residents’ total income as a measure index of agricultural supporting effect, 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specific agricultural supporting effect with the panel data model. The research shows agricultural insurance 
and agricultural loans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the total output of agriculture, and th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and the effect 
is significant. Agricultural policy-oriented finance produces a profound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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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存在收益不确定性，农民的储蓄能

力又普遍不高，因此，农业发展需要外部资金注

入。 [1]农业政策性金融是政府通过相关政策，引

导外部资金进入农业产业，支持农业发展的重要

而有效的手段。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形成了以

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及

农业政策性保险机构为主体，民间金融组织、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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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相补充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体系，为支持农业

经济发展不断注入外部资金。 
笔者通过整理长城证券网发布的农业上市公

司融资信息及查阅《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保险

年鉴》发现：2007年中国农业贷款、农业保险和农
业上市公司融资额的总和为 17 472 亿元，2008 年
各政策性金融投入总额为 19 734 亿元，较上一年
增加了 2 262亿元，到 2009年增加至 23 746亿元，
较上一年又增加了 4 012亿元。近几年来，农业政
策性金融投入总额不断提高。那么，如此大的金

融资金投入力度，是否能够产生一定的正向支农

效果，真正发挥促进农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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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另外，各省之间农业政

策性金融在支农效果方面是否存在一定的差异？

这些问题值得深入研究。然而从现有研究文献来

看，中国学者在实证研究时通常是以全国(周小斌
[2]、白晓燕[3]等)，或者是以某一省份(俞雅乖[4]，肖

海峰[5]等)作为研究对象，选取单一的农业贷款额
或者农业保险额作为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替代变

量，这种研究可能掩盖了省际之间的差异，并且

忽略了多种政策性金融手段同时作用时产生的效

果，因此，笔者拟将农业贷款和农业保险同时引

入模型(由于各省农业上市公司融资额在研究年份
内出现太多空缺值，因此不加以研究)，并以全国
30 个省的面板数据作定量分析，力求使结论更加
具有指导意义。 

一、文献综述及假设提出 

舒尔茨提出改造传统农业需要将农业政策和

信贷资金进行有效结合，解决因增加劳动和土地

生产要素投入后可能导致的边际收益递减及实际

收入减少的问题。[1]Pitt，Mark M 和 Shahidur R  
Khandker 在对孟加拉几个正式金融形式信贷项目
的经济效果和福利影响进行实证研究时发现，金

融信贷对许多农户的产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能

够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显著改善孟加拉贫困农户的

福利。[6]Binswanger 在研究印度金融信贷对印度农
村经济的影响时发现，正式金融贷款显著提高了

贷款农户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农村社区的发展，该观点得到了 Burgess、
Robin 和 Pande、Rohini 的进一步验证。[7,8]尽管也

有些学者(如 Jensen[9])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贷款
投入效率低下，不能很好地促进农业发展，但国外

绝大多数学者都基本认同农业信贷能够促进农业

产出，提高农户收入水平，对农村经济发展起到

积极作用。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农业贷款是农业

生产经营者获取外部资金的主要来源，一些学者

对农业贷款的支农效果进行了研究。周小斌、李

秉龙认为农村贷款作为一种货币资金，对农村的

产出具有促进作用，即农村贷款投入的规模越大，

农村社会产出的规模也应该越大，两者之间应呈

正相关关系。[2]白晓燕、李锋在研究农业发展银行

信贷资金投入与农业 GDP 的关系时发现，两者之
间呈正相关关系。[3]李锐、李宁辉对农户借贷行为

及其福利效果进行分析后认为，农户所借款项与

其年纯收入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农户的借款行为

能明显改善农户原有的生活状况。[10]赵继鸿通过

对 1978 年至 2008 年间的农民贷款和收入方面的
资料实证研究发现，农业贷款的投入对中国农户收

入的增加长期内有着绝对正相关关系。[11]这些研

究与 Jensen的研究结论有一定的出入，在这些学者
看来，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农业贷款能够起

到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福利的作用。根

据上述学者的研究结果，本文作如下假设： 
H1：农业贷款与农业总产值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H2：农业贷款与农民总收入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农业保险由于具有风险管理或规避的功能，比

灾害补贴的效果更好，[12]因此通常被各国作为支持

农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关于农业保险的实际

功效也得到多数学者的验证。 Siamwalla 和 
Valdes认为，农业保险会使农产品生产曲线向右移
动，增加农业生产者的福利。[13]Kraft 认为，农业
保险影响农户净收入的概率分布，减少了灾害年

份农户低收入的可能性。[14]Leatham 等人在对美国
北达科他州农业保险效果进行实证研究时发现，

农业保险赔偿额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农业经济的

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15]Ahsan Ali 和 Kurian
认为，农业保险可以提高农产品的产量。[16]尽管

有些学者如 Babcack 和  D A Hennessy[17]、

Chambers[18]认为农业保险对产量的影响不确定，

不会提高农民的福利，但大多数学者都认同农业

保险在提高农业总产值和促进农民收入、提高农民

福利方面能产生积极的效果。 
中国学者也对农业保险的效果进行了深入的

研究，绝大多数学者认同农业保险能够分散农业

风险、促进农业产业化、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刑

郦等通过模拟不同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方案对

农民收入的影响后发现，随着农业保险水平的提

高，农民务农收入会趋于上升和稳定。[19]梁平等

在研究中国农业保险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时发现，

农业保险是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格兰杰原因。[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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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雅乖在对浙江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进行分析

后认为，农业保险能产生稳定农民收入的社会效

应。[4]肖海峰等通过对吉林、江苏两省农户的实地

调研，指出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对于稳定农作物

产量和农户收入、增强农户抵御自然风险能力等

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5]周才云通过研究后发现，

农业保险密度与农村经济增长率及农业就业率之

间存在正相关关系。[21]尽管有个别学者认为农业

保险补贴未必会提高农民的福利水平[22]，但绝大

多数学者都认为，农业保险对稳定农业产量及农

民收入水平起着积极的作用。参照上述学者的研

究结论，本文作如下假设： 
H3：农业保险与农业总产值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H4：农业保险与农民总收入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二、变量和模型的选取 

为了衡量农业政策性金融支农效果，本文选用

了农业总产值和农村居民总收入这两个指标值作

为被解释变量。具体计量时，农村居民总收入用一

年内一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该地区该年内

农村居民人口数相乘，该指标能直接地反映该地区

该年人民的生活能力。农业总产值为《中国统计年

鉴》中解释的农林牧渔业的总产值，它反映一定时

期内农林牧渔业生产总规模和总成果。 
在解释变量的选择上，基于前述理由，本文选

择了各金融机构提供的农业贷款总额及发放的农

业保险赔付额，作为衡量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指标，

这两个指标值分别根据各省统计年鉴及《中国保险

年鉴》整理而成。详细变量情况见下表： 

表 1 变量定义表 

变量性质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描述 

解释变量 农业贷款 L 金融机构农业贷款 

 农业保险 I 农业保险赔付额 

被解释变量 农村居民总收入 R 当年该地人均纯收入*当
年该地农村居民数量 

 农业总产值 P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为了能够比较全面地揭示各变量之间的影响

关系，笔者拟建立多元回归模型，由于各变量间数

值差额较大，为了便于分析，笔者对原始数据进行

了一定的处理。本文选取的数据时间比较短，经过

单位根检验发现数据为二阶单整，如果直接对二阶

差分之后的数据进行协整回归分析，那么由于时间

太短在实际操作中不可行，因此，本文采取

Panel-data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此外，为了修正回
归方程中可能存在的误差影响，本文建立误差修正

模型对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模型如下： 
P=aL+bI+cet-1+r 
R =hL+jI+det-1+γ 
上式中，P、R、L、I定义见变量定义表，a,b,h,j

为待定系数；r,γ 为常数项，cet-1和 det-1为误差修

正项。 

三、实证研究与效果分析 

1.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由于中国省际之间农业政策性金融情况存在

差异，因此为了尽可能减小这些差异对研究结果造

成的影响，笔者选取每个省的具体农业保险额和农

业贷款额作为样本数据，而不直接选取历年来全国

的金融总额，构造面板数据以全面对假设进行检

验。在搜集整理数据时，由于 2005 年前大多数省
份无法找到相关的农业保险额数据，因此本文最终

选取 2005－2009年中国 30个省份(北京、台湾不包
括在内)的农业总产值、农民总收入、农业贷款和农
业保险额作为样本数据。各省农业总产值和农民总

收入数据均来源于 2006－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
农业贷款数据来源于 2006－2010年各省统计年鉴，
农业保险额数据来源于 2006－2010 年《中国保险
年鉴》，研究使用的统计软件为 Eviews6.0。 

2.描述性统计 
(1)农业政策性金融支农效果描述。表 2反映了

农村居民总收入和农业总产值这两个指标在 2005
－2009年五个年度的特征值。 
根据表 2，各省 2005－2009年农民总收入平均

水平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是标准差、极大值

与极小值数据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省之间的

农业总产值与居民总收入差距在不断地拉大，贫富

悬殊越来越明显，省际之间的发展呈现越来越不平

衡性的态势。而从各省 2005－2009 年农业总产值
来看，随着时间推移，各省的农业总产值不断上升，

但同农民总收入一样，差距在不断拉大，省与省之

间的发展存在很大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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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农业政策性金融效果指标统计 
指标 年份 N 极大值 极小值 均值 标准差 

农村居民总收入(R) 2005 30 19 971 100 313 200 7 795 500 6 135 695 

 2006 30 21 918 300 491 200 8 543 720 6 406 621 

 2007 30 24 866 500 567 800 9 726 083 7 333 634 

 2008 30 27 838 400 211 800 10 940 773 8 277 616 

 2009 30 29 946 800 780 500 11 746 383 8 762 896 

农业总产值(P) 2005 30 374 181 000 000 6 774 000 000 130 606 700 000 97 057 379 203 

 2006 30 405 658 000 000 7 004 000 000 140 514 700 000 104 387 634 284 

 2007 30 476 623 000 000 7 980 000 000 162 068 833 333 120 695 594 684 

 2008 30 561 296 000 000 8 845 000 000 192 327 566 667 142 848 895 387 

 2009 30 600 309 000 000 9 338 000 000 200 163 433 333 146 575 784 535 
 
(2)农业政策性金融描述。表 3反映出农业贷款

和农业保险两个指标 2005－2009 年五个年度的大
致情况。从表 3可以看出，各省农业保险额和金融
机构农业贷款额呈逐年递增趋势，且增长幅度较

大，说明各省对农业政策性金融越来越重视。同时

从极大值、极小值及标准差可以看到，省际之间农

业政策性金融力度存在很大的差异，且随着时间的

推移，差异越来越大。这种趋势与农业总产值及农

民总收入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这初步表明农业政策

性金融与农业总产值及农民总收入呈正相关。 

表 3 农业政策性金融措施指标统计 

 
3.计量结果分析 
(1)农业总产值与农业贷款和农业保险的回归

分析。 

表 4 农业总产值、农业贷款与农业保险的霍斯曼

检验和似然比检验  

检验方法 统计量 统计量值 P值 

截面随机效应 9.618 722 2 0.008 2

截面 F统计值 30.138 067 (33.114) 0.000 0 

截面卡方统计值 341.192 295 33 0.000 0 

注：截面随机效应一栏显示的是霍斯曼检验的结果，截面 F 统计值与截面卡
方统计值两栏表示的是似然比检验的结果 

从结果可以看到，检测的 P值均小于0.05，因
此可选取固定效应模型继续对农业总产值与两个

解释变量之间的固定效应关系进行分析，得到的结

果如表5所示。 

表 5 农业总产值回归结果和观测值 

变量      系数 统计误差 t统计值 P值 

农业贷款(L) 0.498 983 0.083 306  5.989 759 0.000 0 

农业保险(I) 0.123 776 0.027 730  4.463 705 0.000 0 

误差修正系数 0.269 445 0.097 523  2.762 889 0.007 0 

常数 0.173 778 0.014 363 12.098 960 0.000 0 

调整后的R2   0.960 805

F统计值   91.937 31

P值(F统计值)   0.000 0 

杜宾统计量   2.032 775

此结果很清晰地表明了假设检验的结果。表格

指标 年份 N 极大值 极小值 均值 标准差 

农业保险(I) 2005 30 200 007 800 5 000 19 025 790 47 668 961 

 2006 30 193 636 500 60 000 20 375 183 47 406 044 

 2007 30 895 420 000 110 000 94 838 713 202 149 588 

 2008 30 1 055 137 200 1 220 000 203 604 637 265 482 324 

 2009 30 1 063 925 100 15 890 000 302 880 030 307 974 324 

农业贷款(L) 2005 30 156 111 280 000 734 410 000 38 178 657 667 34 077 825 189 

 2006 30 184 464 800 000 921 370 000 43 723 595 333 41 540 323 414 

 2007 30 215 594 370 000 622 870 000 47 143 634 333 48 925 192 572 

 2008 30 246 343 010 000 281 040 000 57 821 377 667 55 015 612 501 

 2009 30 296 296 940 000 301 670 000 71 474 685 012 66 179 347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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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行显示回归结果，从结果可以看到，农业贷款

与农业保险的系数为正，证明了二者与农业总产值

存在正相关关系。各系数 P 值均通过5%水平的检
验，可以认为这个回归结果是显著的。误差修正项

为0.269 445，短期修正力度较大，可以认为此关系
是长期均衡的。表格的第二行显示此回归的各观测

值，从中可以看到，此回归模型调整后的 R2为0.960 
8，即此回归结果对解释变量的解释力度为96.08%，
可信度是比较高的。从 F 统计量的 P 值来看，
P=0.000 000，通过了1%水平的检验。从杜宾检验
来看，D=2.032，表明解释变量与随机项不相关，
即不存在异方差。从种种检验值可以看出，此回归

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同时，从上述实证分析结果可

以看出，农业贷款每增加1个统计单位，农业总产
值相应增加0.498 983个统计单位。而农业保险也出
现同样的效果，农业保险每增加1个统计单位，农
业总产值相应增加0.123 776个统计单位。因此，检
验结果证实了假设 H1与 H3。 

(2)农村居民总收入与农业贷款、农业保险的
回归分析。 

表 6 农民收入与农业贷款、农业保险的霍斯曼和

似然比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 统计量 统计量值 P值 

截面随机效应 9.618 722 2 0.008 2

截面 F统计 52.927 898 (33,114) 0.000 0 

截面卡方统计 418.870 042 33 0.000 0 

从结果可以看到，检测的 P值均小于0.05，因
此可选取固定效应模型继续对农村居民总收入与

两个解释变量之间的固定效应关系进行分析，得到

的结果如表7所示。 

表 7 农民总收入回归结果和观测值 

变量 系数 统计误差 T统计值 P值 

农业贷款(L) 0.569 165 0.066 239  8.592 625 0.000 0 

农业保险(I) 0.076 599 0.022 048  3.474 104 0.000 8 

误差修正系数 0.275 098 0.077 543  3.547 697 0.000 6 

常数 0.222 763 0.011 420 19.505 580 0.000 0 

调整后的R2    0.983 064

F统计值    216.328 4 

F统计值(P值)    0.000 0 

杜宾统计量    2.247 334

从表中上部分可以看出，贷款、保险与农民总

收入均成正相关，符合假设期望，各系数 P值均小
于0.05，回归的显著程度较高，误差修正系数为
0.275 098，短期修正力度较大，因此可以认为此关
系是长期均衡的。从表的下部分可以得到以下结

论：首先，模型调整后的 R2为0.983，即解释变量
的解释力度为98.3%，接受原假设。其次，从 F 统
计量的 P值来看，小于0.05，接受原假设。最后，
从杜宾检验值可以看到，杜宾检验值在2左右，不
存在异方差。种种观测值都表明，此模型是可信的,
同时可以看到，农业贷款每增加1个统计单位，农
民总收入相应增加0.569 165个统计单位，而农业保
险每增加1个统计单位，农民总收入相应增加0.076 
599个统计单位。由以上检验结果可以看出，H2和

H4很好地得到了实证检验，农业保险和农业贷款确

实能不同程度地促进农民总收入的增长。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2005－2009年中国30个省份(北京、台湾不包
括在内)数据的实证结果来看，农业保险、农业贷款
能对提高中国农业总产值和农村居民收入发挥积

极作用，且效果是显著的。也就是说，农业政策性

金融确实能够发挥出期望的支农效果，为连续多年

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加大农村金融支持力度的政策

提供了实证数据支持。因此，政府应充分运用各种

金融手段，加大农村政策性金融资金的投入，充分

发挥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支农作用，促进农村经济增

长，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改善农村当前状况。然

而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农业政策性金融尚存在许

多不完善的地方，比如支持手段比较单一，主要依

靠农业贷款，造成了一头重、多头轻的局面，这一

点从表3数据可以看到。再比如，目前各大商业银
行、农业发展银行在农业贷款发放方面积极性不

高，农业贷款主要来自于农村信用合作社，以2009
年为例，全部农业贷款中，农村信用合作社发放的

贷款占67.76%。因此政府部门应充分认识到这些问
题，积极引导各金融机构增加农业贷款额，尤其是

引导保险机构积极参与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

善，加大农业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更大限度地促

进农业政策性金融支农效果的发挥。 
另一方面，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各省之间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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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以2009
年的农业保险为例，农业保险额最大的省份达到了

10.6亿多元，而最小的省份才1 589万元，省际间标
准差达到了3亿元，差距巨大。该情况在农业贷款
上同样有所体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省际间的

差距越来越大，不平衡发展现象越来越严重。这种

格局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均衡、可持续发展。而

要改变这种省际之间的不均衡发展局面，实现省际

间经济发展的趋同，必须做到政策上的趋同。因此

政府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该充分考虑到金融

资金在各省之间的均衡和有效配置，采取多种措

施，正确引导各金融机构将资金投入到农业经济落

后及农民收入比较低的省份，以促进该地区的农业

总产值和农民总收入的提高，减少省际之间的贫富

差距，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均衡、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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