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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信贷排斥区域差异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基于甘肃省 14 市(州)的比较 

华怡婷，杨林娟 

(甘肃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摘 要：基于甘肃省 14市(州)的农村金融机构信贷支农数据，从信贷可得度、效用度、服务深度及可负担度四个

维度测算了的农村信贷排斥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法，对农村信贷排斥程度的主要影响因素进

行了相关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甘肃省农村信贷排斥问题普遍较为严重，农村信贷排斥程度区域性差异明显，

大体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这与区域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率有关，更与农村就业结构、农村人均纯收

入、就业人口中女性占比以及财政支农支出力度具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其中农村就业结构、农村人均纯收入与农

村信贷排斥的相关性最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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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credit exclusion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its correlation factors: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14 municip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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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nstitute, Gansu Agriculture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On the data bases of 14 municipalities’ rural financial credit for agriculture in Gansu, the paper calculated the 
degree of rural credit exclusion from four  dimensionalities including credit availability, effectiveness, depth of services 
and affordability. Then, the paper analyzed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using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rural credit exclusion problem is generally heavy and there exists a big gap among 14 municipalities in Gansu, 
which presents a distribution of heavy in east and slight in west. This result indicates that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rural 
credit exclusion are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and urbanization, furthermore, it shows a prominent 
correlation between rural credit exclusion and rural employment structure, rural net per capita income, women proportion 
of rural employment and fiscal agriculture expenditure. In addition, rural employment structure and rural net per capita 
income respectively are significant correlative t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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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金融排斥问题一直是制约中国农村

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1]。广义上看，金融排斥

既是一个金融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狭义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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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排斥是缺少贷款、储蓄、保险等某特定金融产

品或服务的状态[2-5]，因此可以将其细分为信贷排

斥、储蓄排斥和保险排斥。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通

过调查研究发现，在各种金融服务中，信贷排斥是

金融排斥的主要表现形式[6]。在中国农村地区，信

贷排斥是最迫切也是最难以解决的问题[3]。随着农

村新型经营主体的产生、农业规模化生产方式的转

变以及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的推进，中国农村地

区的资金需求呈现出量大、面广、期限长等特点。

信贷是农村金融应该解决“三农”问题最基本也是



 
 

28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qks.hunau.edu.cn/                    2016 年 10 月 

 

最有力的工具。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效率普

遍较低，农村中小企业与广大农户面临着较为严重

的信贷排斥问题，这一现象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

区更加严峻[7,8]。 
国内学者马九杰等较早地从信贷的角度考察

了中国农村金融排斥的态势，认为中国农村地区存

在的信贷排斥是普惠金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8]。

王晓颖从社会排斥的视角分析发现，农村信贷配给

不足是导致小额信贷困境的重要原因[9]。王修华利

用微观调查数据，从信贷供需双方实现效用(利益)
最大化方面定量分析了农户信贷排斥的内在原因。

王静等人以陕西关中地区为例分析了农村金融排

斥的影响因素[10]。甘宇等人则基于大量微观调研数

据分析了中国 31省农户面临的信贷排斥问题[11]。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从定性定量的角度对信贷

排斥问题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

成果。然而，关于农村信贷排斥问题的研究大多基

于对农户的微观调查，鲜有立足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的宏观定量分析，这可能会使研究结果趋于片面

性。另外，已有文献多集中于分析全国范围的农村

信贷排斥问题，但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制度、产业

结构及生态等环境各异，故所得结论在不同区域水

平上并不具有针对性和普适性。基于此，本文以西

北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甘肃省为例对农村信贷排斥

问题进行针对性探析，争取为解决西北地区的农村

信贷排斥问题提供参考。 

二、农村信贷排斥程度的评价方法 

要解决农村信贷排斥问题首先需要准确衡量

农村信贷排斥的程度。对于信贷排斥程度的测评，

具代表性的是英格兰东南发展机构测算出的金融

排斥指数(Index of Financial Exclusion)[2]，该指数能

够精确反映出各地区的金融排斥程度，但对于数据

的完整性要求很高，故只适用于统计数据完善的地

区。国内学者李春霄、贾金荣等根据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 (Human Development 
Index，以下简称 HDI)计算方法构建的金融排斥指
数受到较多学者的认可[12-13]，笔者借鉴其方法构建

了农村信贷排斥的评价模型，公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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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RCEt 为 t 地区的农村信贷排斥指数，
IRCEt ϵ [0,1]。IRCEt数值越大则排斥程度越高。其

中，Wi为第 i个指标的权重，Xit代表第 t个地区第
i 个指标值，为消除不同指标的单位和数量级对测
评结果的影响，笔者将用极差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

处理；Di表示第 i个指标的得分。Di为： 
         iti XWD ×=i               (2) 
为确保测评结果的客观性，笔者使用客观赋权

法来测算各个指标的权重。在利用多个评价指标进

行差异性测评时，变异系数法能够通过各指标观测

值的相对离散程度来有效地描述其差别，差别越大

的指标被赋予较大的权重。笔者选择变异系数法对

各指标赋权，公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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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 表示标准差；X 代表样本均值；V 表示
变异系数；某单个指标的变异系数与各指标变异系数

之和的比值即可反映该指标的权重，用W表示。 
根据前人研究成果[13-15]，依据指标选取的科学

性、全面性及可操作性等原则，构建甘肃省农村信

贷排斥程度评价指标体系(表 1)。 

表 1 农村信贷排斥程度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 计算公式 单位 性质 

可得度 万人农村金融机构覆盖度(D1) 机构数×10 000/农村人口数 个/万人 逆向 

 万人拥有服务人员数(D2) 从业人员数×10 000/农村人口数 人/万人 逆向 

效用度 百元 GDP涉农贷款贡献率(D3) 涉农贷款额×100/农业 GDP - 逆向 

服务深度 人均贷款水平(D4) 涉农贷款额/农村人口数 万元/人 逆向 

 涉农贷款占各项贷款比重(D5) 涉农贷款额/各项贷款额 - 逆向 

可负担度 利率上浮涉农贷款占比(D6) 贷款利率上浮贷款额占比 - 正向 
 
一是农村信贷服务的可得度。金融机构的分布 密度往往具有明显的地理空间倾向，即金融机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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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达地区的分布相对密集[16]。相对于东部发达

地区而言，中国西北部农村地广人稀、农户居住分

散，缺乏信贷服务的便利性。一方面，农村信贷服

务的可得性取决于农村金融机构的分布密度，适量

地增加金融机构营业网点能够降低农村经济主体

信贷的获取成本从而降低排斥程度；另一方面，金

融机构服务人员是信贷服务的载体，也能够较好地

反映信贷服务的可得程度。因此，笔者以万人农村

金融机构覆盖度、万人拥有服务人员数作为农村信

贷服务可得性的主要指标。指标得分越高，说明农

村信贷可得性越高，排斥程度就越低。 
二是农村信贷服务的效用度。涉农贷款(包含农

户贷款、农村各类组织贷款以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的贷款)按照贷款用途可分为生活类贷款和生产性
贷款，用于生产经营的贷款能够带来一定的经济效

益，地区经济越发展，信贷排斥程度就越小。农村

信贷服务的效用度可表示为农村信贷服务对农业经

济的贡献力度，故以百元 GDP涉农贷款贡献率这一
指标来测度。指标得分越高，农村信贷服务的效用

越大，信贷排斥程度越小。 
三是农村信贷服务深度。金融服务的深度既包含

服务效率也包括服务的规模[15]。与信贷排斥相反，农

村信贷服务的效率越高、信贷投放规模越大，其渗透

性越好。根据金融深度的涵义，农村信贷服务的深度

可以表示为农村信贷投放的倾斜度和规模。倾斜程度

越高、规模越大，信贷服务越有深度，排斥程度就越

小。因此，以人均贷款水平、涉农贷款占各项贷款比

重两个指标来表示农村信贷服务深度。 
四是农村信贷服务可负担度。即农村金融机构

向农村信贷需求者收取信贷资金价格时，信贷需求

者对于这一价格的可接受程度。农村信贷服务的可

负担度又与信贷服务的成本直接相关。利率是制约

信贷需求的主要显性成本，随着金融管制的放松，

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市场化改革，不少金融机

构为了规避不良贷款的发生对收入不稳定的农户

设置较高的利率门槛，从而增强了农村信贷排斥程

度。故以利率上浮涉农贷款占比这一指标近似地表

示农村信贷服务的可负担度。 

三、甘肃农村信贷排斥程度及分类 

资金缺乏是妨碍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和金融扶

贫的桎梏。甘肃省位于中国西部，是一个以农业人

口为主的经济欠发达省份，其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恶

劣、资金供给不足、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数量不高，

信贷排斥问题最为严峻[17]。因此，笔者选择甘肃省

作为研究对象，对西北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信贷排

斥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在甘肃农村地区，农户更多地倾向于民间借

贷，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并不能满足农户的借贷资金

需求。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虽然在资金供给上发挥了

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成立时间不久，其普及程度和

影响力远不如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故笔者选择以农

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以及邮储银行

为代表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作为研究对象。 
2016年 3月，笔者所在项目组对甘肃省农村四

大正规金融机构系统进行了走访调查，从甘肃省金

融办和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以及

邮政储蓄银行的甘肃省总行获得 2015年涉农贷款、
农村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利率上浮涉农贷款、农村

金融机构数、农村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的数据。甘

肃省 2015年农业人口数、农业 GDP数据查阅于中
国统计局官方网站。基于获得的截面数据，利用公

式(3)和(4)计算得出各指标的权重。甘肃省 14 个市
(州)农村信贷排斥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所示。 

表 2 农村信贷排斥程度评价指标描述性统计及权重 
指标符号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权重 

D1   2.475   2.714  0.785  11.147 0.237 

D2  23.29  31.374  6.632 127.076 0.278 

D3 479.602 231.213 97.595 885.494 0.090 

D4   3.790   4.811  1.043  18.776 0.259 

D5   0.471   0.189  0.064   0.710 0.069 

D6   0.488   0.030  0.452   0.554 0.067 
 
甘肃省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网点数年均增长率

仅为 3.5%，从表 2可以看出，全省平均农村金融机
构万人拥有率远不足三成，说明其地理可达性普遍

较低，贷款很不方便；贷款难，人均可获得的贷款

额度不超过 4万，可获得率仅 29.1%；贷款贵，所
有涉农贷款项目中，近五成的贷款利率有上浮。不

难发现，除利率外，其他指标极值间差异很大，说

明甘肃省农村金融服务的可得度、效用度及深度存

在较大区域差异。根据相关指标数据以及表 2已经
计算出来的权重，运用公式(1)和(2)，计算得出 14
个市(州)农村信贷排斥程度测评结果，如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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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甘肃省 14 个市(州)农村信贷排斥程度及分类 
市(州) D1 D2 D3 D4 D5 D6 IRCE 排斥程度分类

嘉峪关 0.237 0.278 0 0.259 0 0.022 0.260 轻度 
金昌 0.075 0.067 0.039 0.100 0.051 0.038 0.676 中度 
兰州 0.073 0.066 0.010 0.045 0.001 0.067 0.769 中度 
酒泉 0.033 0.034 0.039 0.079 0.060 0.049 0.793 中度 
甘南 0.034 0.024 0.089 0.022 0.069 0.057 0.862 重度 
武威 0.034 0.026 0.043 0.018 0.043 0.013 0.879 重度 
张掖 0.004 0.009 0.046 0.023 0.056 0.040 0.924 重度 
临夏 0.013 0.007 0.082 0.002 0.038 0.042 0.938 重度 
平凉 0.011 0.007 0.043 0.005 0.049 0.053 0.938 重度 
白银 0.010 0.009 0.020 0.005 0.033 0.062 0.944 重度 
陇南 0.008 0.003 0.067 0.001 0.054 0.066 0.948 重度 
庆阳 0.008 0.006 0.022 0.002 0.050 0.055 0.953 重度 
天水 0.003 0.002 0.036 0.001 0.046 0.049 0.961 重度 
定西 0.000 0.000 0.070 0.000 0.055 0.000 0.972 重度 
 
由表 3 可知，甘肃省农村信贷排斥程度普遍较

高且较为严重。借鉴相关文献[13]，笔者对甘肃农村

信贷排斥程度进行了划分。即 IRCE在 0~0.5范围内
的视为轻度排斥；在 0.5~0.8范围内的划分为中度排
斥；在 0.8~1范围内的属重度排斥。分类结果显示，
嘉峪关农村信贷排斥程度最弱，这可能与嘉峪关城

镇化率已达 92.8%有关；金昌、兰州、酒泉的农村信
贷排斥程度稍重；甘南、武威、张掖、临夏、平凉、

白银、陇南都属于农村信贷重度排斥地区，而庆阳、

天水、定西的农村信贷排斥程度更加严重，农村信

贷排斥程度在重度以上的地区数量高达 71.43%，可
见甘肃农村信贷排斥问题普遍十分严重。 
按照甘肃省的地理特征将其行政区域划分为

河西地区、陇中地区、陇东地区以及陇南地区四大

块。可以看出，甘肃省农村信贷排斥程度空间差异

较大，且空间格局明显，排斥严重的地区主要分布

在陇东和陇中地区。从极端值的视角来看，排斥程

度最高的定西 (0.972)是排斥程度最低的嘉峪关
(0.26)的 3.74 倍。结合表 3 计算结果，用简单算术
平均法计算出四大区块的农村排斥程度指数，发现

陇东和陇中地区的 IRCE 最高，分别高达 0.945、
0.917，陇南地区的 IRCE 也较高为 0.905，而河西
地区的农村信贷排斥程度明显相对较弱，均值为

0.706，与其他区块差异相对较大。总的来说，甘肃
省农村信贷排斥程度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

格局。 

四、甘肃农村信贷排斥差异相关性分析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甘肃农村信贷排斥的

差异性呢？一方面，可能由于嘉峪关和金昌已经基

本完成城镇化转变，农村信贷排斥指数较低，在数

值上降低了平均排斥程度；另一方面，河西地区有

着粮食、棉花、果蔬等丰富的农业资源，加之大量

以粮油加工业、酒酿业、蔬菜和果品加工业等为主

导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带动，使得河西区块的

农村信贷排斥程度普遍不是很高。当然，甘肃农村

信贷排斥程度空间差异的具体原因复杂多维，既要

从客观环境、需求主体的角度来分析，还需从供给

主体信贷服务水平的视角进行探讨。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信贷排斥问题的研究成果

可分为影响因素分析和差异相关性分析两大类。学

者们更倾向于利用大量调研数据并采用Tobit模型、
Logit模型等方法进行影响因素分析[18-20]，少有学者

就区域差异影响因素相关性进行量化分析[14]。笔者

旨在探讨甘肃农村信贷排斥区域差异形成的主要

原因，需要说明的是各相关因素与农村信贷排斥度

之间是相关关系，并非严格的因果关系。鉴此，笔

者运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法进行农村信贷排斥区域

差异相关性分析。 
在相关影响因素方面，概括地说，经济、社会、

政策等信贷投放环境往往是构成信贷排斥的主要

影响因素[18,21]。但不同地区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不

同，需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14]。结合已有研究成

果以及甘肃省现实情况[23,24]，笔者选择以下几个关

键影响因素作为研究指标。 
农村就业结构(Remp)，用农村就业人数与农村

人口数的比值表示。21世纪初期一项关于伦敦金融
排斥的研究显示，就业岗位没有保障使得个人更容

易受到排斥[4]。就业是保障民生的基本渠道，一方

面，稳定的就业有助于劳动者取得稳定的经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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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另一方面，通过就业为社会创造新的物质或精

神财富能提升个人的社会价值，从而避免被排斥。

这对于农村金融机构向需求者发放贷款时进行的

风险评估项目来说意义重大，因而选择该指标作为

相关影响因素指标之一。 
农村人均纯收入(Rpinc)，该指标基本上能够反

映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包括用于储蓄、再生产以及

生活消费等方面的支出，是衡量农村居民社会生活

水平的重要指标。大量文献证明，农村人均纯收入

是影响金融排斥的关键因素[3,12]，所以笔者将该指

标引入模型。 
农村就业人口中女性占比(Rempf)，用农村就业

人口中的女性人数与农村就业人口数的比值表示。

长期以来性别指标对金融排斥的影响备受争议，

Hogarth 和 O'Donnell等研究指出，性别会对获得某
种金融产品的难易产生影响，而女性更易受到排斥
[10,22]。增加就业能够对信贷排斥程度产生逆向影响
[16]，如果增加女性的就业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降低

信贷排斥程度。因此，笔者将该指标引入模型。 
财政支农支出占比(Rfexp)，用财政支农支出与

财政总支出之比表示。该指标反映了政府对于农村

的资金支持力度。适当的财政支持对于提高农民的

生产生活水平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日本和美国政府

长期通过不断的财政补贴来缓释金融排斥问题[4,6]。

近年来，甘肃省亦不断加大精准扶贫等支农力度，

因此这是一个重要指标，也是以往研究鲜有考虑到

的因素，故将该指标作为重要指标引入模型。 
此外，农村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地区非农业

化水平及农户金融认知水平等指标也应作为主要

因素予以考虑，但由于未能获得相应数据，无法加

入模型进行探讨而只能放弃。 
笔者运用 Stata13.0，借鉴胡振、高沛星等人的

分析方法[16,24]，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法考察了农村

信贷排斥程度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

如表 4所示。 

表 4 农村信贷排斥的影响因素关联度及皮尔逊相关系数 
农村信贷排斥程度 

相关因素 
相关系数 显著性(双侧) 

Remp -0.704 0.004 9(1%) 

Rpinc -0.801 0.000 6(0.1%) 

Rempf -0.559 0.037 8(5%) 

Rfexp 0.676 0.008 0(1%) 
   

根据表 4分析结果可知： 
农村就业结构与农村信贷排斥程度呈现明显

的负相关关系，其皮尔逊相关系数达 0.704，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说明农村人口中就业

率越低的地区，其信贷排斥程度就越高，即农村就

业率越高越倾向于更低的农村信贷排斥程度，就越

难以遭到正规金融机构的排斥。目前甘肃省的平均

农村人口就业率仅 46.7%，故而还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和潜力。 
农村人均纯收入与农村信贷排斥有很强的负

相关关系，其相关度高达 0.801，并且在 0.1%的显
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该结果表明农村人

均收入对于农村信贷排斥程度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力。究其原因，可能是收入较高地区的偿债能力较

强，金融机构出于利益最大化以及尽量降低不良贷

款率的目标，会首先考虑向收入高的地区发放贷

款。因此，若农村人均纯收入提高，则信贷排斥程

度会大大降低。 
农村就业人口中女性占比与农村信贷排斥程

度也存在一种负相关关系。由于自然因素，女性的

农业生产能力普遍低于男性，因而女性本身比男性

更易受到排斥。没有稳定工作的女性越多，金融机

构的放贷风险就越大，最终就会加大农村整体的信

贷难度。结合前述分析可以认为，单凭增加农村就

业人口数而不注重农村就业人员性别结构的配比

不利于缓解农村信贷排斥问题，故适当增加农村女

性的就业机会有助于降低农村信贷排斥程度。 
财政支农支出占比与农村信贷排斥程度密切

相关，其相关系数为 0.676且在 1%的水平上通过了
显著性检验。值得注意的是，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

信贷排斥程度二者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财政支农力

度越大的地区农村信贷排斥程度反而越高，这与已

有的研究结果相悖。深思之后不难发现，出现这种

“悖论”的原因是笔者在农村信贷排斥程度量化分

析时只立足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角度，忽视了财

政支农力度大的地区资金相对充足，农户向金融机

构申请贷款的意愿会相对较弱。事实上财政支农与

农村金融机构支农两者是相辅相成的，适当地增加

财政支农力度，盘活地方金融资源能够助力农村信

贷难度的降低，从而减弱农村信贷排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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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及其启示 

上述研究表明：第一，以甘肃省为代表的西北

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信贷排斥区域差异跨度很大，

农村信贷排斥问题普遍较为严重。第二，农村就业

结构、农村人均纯收入、就业人口中女性占比以及

财政支农支出力度是影响西部地区农村信贷排斥

区域差异形成的主要因素，其中农村就业结构和农

村人均纯收入对农村信贷排斥的影响最为显著。 
根据以上结论可以得出如下启示：第一，农村

金融机构需加强服务，持续投入金融支农资金。金

融机构须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妥善处理过去的

过度“惜贷”和“压贷”问题，通过增强金融包容

度、提高农村金融资源效率、创新贷款模式等方式

改善农村金融环境，以吸引更多的金融服务和产品

流入农村。第二，增强农村信贷需求主体的经济实

力。良好的经济环境是金融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沃

土，而合理的就业结构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保

障，因此，提高人均纯收入能够直接快速地降低信

贷难度。同时，提高农村人口就业率并合理配置就

业岗位性别比例能够在根本上缓释农村信贷排斥

问题。第三，重视地区差异，因地制宜，避免“一

刀切”的管理模式。从本质上讲，信贷排斥是一种

市场失灵，政府部门应当针对农村信贷排斥状况作

合理的干涉和调控。据计算结果可知，无论在是单

一指标还是农村信贷排斥程度整体指标上，各地区

的差异都很大，因此，省级政府应积极推动普惠金

融发展，在对地方政府进行宏观引领的同时简政放

权，适量加大地方自主性，建立并完善政府绩效第

三方评估专业机构[25]，通过奖励机制鼓励地方政府

采取符合其地方特色的政策措施，实现农村信贷排

斥问题的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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