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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融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祁阳县的实证研究 

杨迪航，罗荷花 
(湖南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基于湖南省祁阳县的农户融资调查，不仅将农户个人信息、劳动力人数、家庭生产经营及收入支出信息

等因素，而且将人们长期以来忽视的农户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农户从事经济活动类型等影响农户融资行为的因素

也包括进来，重新设计与整合农户融资行为的影响因素，运用多元 Logit 模型对农户融资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计

量经济分析。结果表明，户主年龄、家庭成员最高文化程度、劳动力人数、农户从事的经济活动类型、家庭收入、

社会资本情况对农户的融资行为有较显著的影响，而农户是否担任村或乡镇干部对其融资行为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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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household financing behaviors: A case study of Qiyang County  
YANG Di-hang, LUO He-hua 

(College of Economic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on rural households financing in Qiyang County in Hunan province, this article 
redesigns and integrat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which includes not only peasant’s individual information, labor force, 
family production management，family income and expenditure information, but also the peasant’s social capital and their 
economic activity that have long been neglected, and uses multivariate Logit model to analyze empirically on rural 
household financing behaviors. The result indicate: householder age, the highest education degree in a family, labor force, 
the type of economic activity engaged, family income and society capital condition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rural 
household financing behaviors. However, rural household holding the post of the cadres of village or the township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rural household financing behaviors.   
Key words: rural household financing behaviors；multivariate Logit model；influencing factors；formal finance；informal 
finance ;Qiyang County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户

对资金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但当前无论正规金融还

是非正规金融均不能满足农户快速增长的、多样化

的融资需求，因此，深入分析农户融资行为的影响

因素，对于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提高农村金融的服

务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回顾及述评 

Long认为农户融资行为取决于其自身风险偏

好和项目收益率与利息率的对比[1]。Davis、Gaburici
和Hare通过对罗马尼亚农户金融服务可获得性的

决定因素分析认为，农民收入、贷款来源和贷款用

途等因素影响农户融资行为。Hans Dieter Seibel研
究得出，农户通过小额信贷融到生产的资金，可以

帮助贫困农户脱贫致富，扶持农业发展和促进农村

经济发展[2]。Elizabeth Littlefield认为农户获得小额

信贷的资金，可以帮助贫困者捕捉商机，增加收入

来源，能够为孩子付学费或填补现金流的缺口[3]。

汪三贵等人对 6 个国定贫困县 446 个农户的抽样调

查表明，农户融资服务的改善将有助于贫困农户通

过农业生产来增加收入，同时提高农户的消费支

出[4]。朱守银等人通过考察安徽毫州和阜阳 6 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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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个农户的融资行为，发现影响农户融资的重要

因素是消费性活动[5]。周小斌认为农户经营规模、

农户投资和支付倾向对农户融资需求具有正向影

响[6]。韩俊认为农户家庭特征、家庭收入和生产经

营特征是农户融资需求行为的决定因素[7]。贺莎莎

通过对湖南省花岩溪村 81 户农户的问卷调查和统

计分析，认为农户借贷行为受农户的非农收入、家

庭资产、家庭基本情况及户主的基本情况等因素影

响[8]

从上述研究结果来看，国内外学者对于农户融

资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多数是对农户融资

的重要作用进行分析，对农户融资行为影响因素进

行的定量分析主要是体现在数据的统计分析上，而

很少利用数据建立模型进行分析。基于此，笔者对

湖南省祁阳县的农户融资情况进行了实地调研，不

仅调查了农户个人信息、劳动力人数、家庭生产经

营及收入支出信息等因素，而且将人们长期以来忽

视的农户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农户从事经济活动类

型等影响农户融资行为的因素也包括进来，重新设

计与整合农户融资行为的影响因素，拟运用多元

Logit 模型对农户融资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经

济分析，以期对农户融资行为的影响因素有一个更

为准确、更为全面的认识。 

。 

二、研究假设及模型选择 

(一) 研究假设 

参考已有研究成果，根据调研地农户融资行为

的特点，笔者选取农户户主年龄、家庭成员最高文

化程度、劳动力人数、担任村或乡镇干部情况、农

户从事的经济活动类型、家庭收入、社会资本情况

等作为农户融资行为影响因素的自变量，选取农户

融资行为作为因变量(表 1)，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1) 户主年龄与农户融资行为成反向关系。随

着户主年龄不断增长，户主的身体状况和劳动技能

会相应下降，其偿债能力会越来越弱。同时，高年

龄农户抵抗风险的能力也在下降，他们不敢贸然地

融入大量借款进行投资和生产经营，导致对融资需

求的减少。 
(2) 家庭成员最高文化程度与农户融资行为成

正向关系。文化程度可以反映农户生产能力、经营

能力及对复杂事务的认知水平，可以用学历来表

示。在债权人眼中，农户成员学历越高，意味着偿

债能力就越强，因此债权人更愿意为此类农户提供

融资。选择农户家庭成员最高文化程度为变量，是

因为家庭中拥有最高文化程度的人往往在家庭做

投资决策、融资等重大事件时影响最大。 
(3) 劳动力人数与农户融资行为成正向关系。

劳动力人数反映了农户家庭的劳动能力，也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农户的收入水平和偿债能力，劳动力

越多的农户获得融资的可能性较高。主要是因为劳

动力人数越多，由于家庭发展问题，规模较大家庭

为获得更多的收益需加大对生产的投入，从而产生

融资需求。 
(4) 担任村或乡镇干部情况与农户融资行为成

正向关系。农户是否担任村或乡镇干部，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反映出农户的社会地位和社会网络情况，

也是农户在当地农村地区声望的一种体现。同时，

农村金融机构支农贷款的一部分也要通过乡镇或

村干部向农户进行宣传。因此，担任村干部的农户

比普通农户更容易获得融资。 
(5) 农户从事经济活动程度与农户融资行为成

正向关系。按从事经济活动程度的不同，我们把农

户分为纯农业户、农业+外出打工户、农业+个体经

营户和非农业户四类。纯农业户全部收入来自于农

业生产；农业+外出打工户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

通过外出打工的兼业方式获得收入；农业+个体经

营户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基础上，还从事商品经营、

运输、农产品简单加工等活动；非农业户已脱离农

业生产。从纯农业户到非农业户，农户从事经济活

动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农户获得融资。 
(6) 家庭收入与农户融资行为成负向关系。农

户家庭收入水平越高，说明农户拥有的财产和自有

资金的规模就越大，导致农户发生融资的可能性会

降低。 
(7) 社会资本与农户融资行为成正向关系。农

户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多，农户获得融资的可能性也

就越大。社会资本情况可以用农户之间是否相互信

任程度来衡量。 
(二) 模型选择 

农户融资行为分为“同时有正规和非正规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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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只有正规融资”、“只有非正规融资”和

“没有任何借款”四种情况。农户融资行为的选择

是一个多项无序型变量，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因此，多元 logit 模型是分析农户融资行为影响因素

的最好模型之一。本文把农户融资行为因变量的取

值限定在[0，3]，把“同时有正规和非正规融资”、

“只有正规融资”、“只有非正规融资”和“没有

借款”分别定义为 y=0，y=1，y=2 和 y=3，“y=3”

作为模型的参照水平。 
设农户 i 选择融资行为 j 的概率为： 

4

1

( ) , ( 1, 2,3, ; 1,2,3,4)
i j

i j

x

i x

j

eP y j i j
e

β

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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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i代表农户样本；j代表农户融资行为类型；

xi代表应农户融资行为选择的变量；βj

表 1  logit 模型的主要变量描述 

是待估计参

数。 

变量 定义 

农户融资行为(Y) 同时有正规和非正规融资=0；只有正规融

资=1；只有非正规融资=2；没有借款=3 

户主年龄(X1 30 岁以下=0；30－40 岁=1； 40－60 岁=2；

60 岁以上=3 

) 

家庭成员最高文化程

度(X2

初中以下=0；高中或中专=1；大专以上=2 

) 

劳动力人数(X3 劳动力实际人数 ) 

担任村或乡镇干部情

况(X4

是=0；否=1 

) 

农户从事的经济活动

类型（X5

纯农业户=0；农业+外出打工户=1；农业+

个体经营户=2；非农业户=3 ） 

家庭收入(X6 1 万元以下=0；1－4 万元=1；4－7 万元=2；

7－10 万元=3；10 万元以上=4 

) 

社会资本情况(X7 相互信任=0；不信任=1 )  

三、数据来源及结果分析 

(一) 样本来源及特征 

本文数据来源于湖南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

点祁阳县的调查。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从该

县27个乡镇中首先随机选取茅竹镇、白水镇、三口

塘镇三个乡镇，再从每个乡镇中选取4个村，最后

从每个村中选取15户农户进行问卷调查。本次共对

180户农户进行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168份。统

计表明，有24户选择“同时有正规和非正规融资”、

38户选择“只有正规融资”、44户选择“只有非正

规融资”和62户选择“没有借款”，分别占比14.29%、

22.62%、26.19%和36.90%。对影响农户融资行为七

个因素进行初步分析后发现(表2)，70.24%的农户户

主年龄在31－60岁之间；农户家庭成员中最高文化

程度在高中以下的占比77.98%，说明目前农户的文

化程度还不是很高；劳动力人数为2－4人之间的农

户家庭数占所有样本农户总数的80.95%；94.05%的

农户没有担任村或乡镇干部情况；农户从事经济活

动类型中纯农业户占比17.86%，农业户+外出打工

户占比54.17%，农业户+个体经营户占比17.86%，

非农业户占比10.11%；86.31%的农户家庭收入在4
万元以下，说明目前农户家庭收入还不是很高；

63.10%的农户认为农户之间相互信任，只有36.90%
认为不信任。 

表 2 农户融资行为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分类情况 百分比(频数) 

户主年龄(X1 30 岁以下 ) 3.57(6) 

31－40 岁 11.91(20) 

41－60 岁 58.33(98) 

60 岁以上 26.19(44) 

家庭成员最高文化程 

度(X2

初中以下 

) 

54.17(91) 

高中或中专 23.81(40) 

大专以上 22.02(37) 

劳动力人数(X3 0 人 ) 1.19(2) 

1 人 5.95(10) 

2 人 36.90(62) 

3 人 22.62(38) 

4 人 21.43(36) 

5 人 7.14(12) 

6 人 4.17(7) 

7 人 0.60(1) 

担任村或乡镇干部情 
况(X4

是 
) 

5.95(10) 

否 94.05(158) 

农户从事的经济活动 

类型(X5

纯农业 

) 

17.86(30) 

农业+外出打工 54.17(91) 
农业+个体经营 17.86(30) 
非农业 10.11(17) 

家庭收入(X6 1 万元以下 ) 16.07(27) 

1－4 万元 70.24(118) 
4－7 万元 5.95(10) 
7－10 万元 2.38(4) 
10 万元以上 5.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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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情况(X7 相互信任 ) 63.10(106) 
 不信任 36.90(62) 

(二) 结果分析 

笔者把 168 户样本农户的相关变量的数据输入

Spss16.0，然后进行多元 Logit 模型的实证分析。在

处理过程中，把农户从事的经济活动类型作为分类

变量引入模型，在 SPSS 软件系统中它们生成哑变

量。为观察多元 Logit 模型中是否所有自变量偏回

归系数为 0，笔者对模型进行似然比检验。似然比

检验结果显示，最终模型和尚未引入自变量的只含

有常数项模型相比，-2 Log Likelihood 值从 412.301
下降到 347.547，似然比卡方检验结果的显著水平

为 0.000，模型有意义，至少有一个自变量系数不

为 0。进一步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回归参数估计结果 

            变量  B S.E Wald sig. exp(B) 

同时有正规和非正规融资(Y=0) Intercept －2.156 1.895 1.295 0.255  

 户主年龄（X1 －0.85 ） 0.387 4.818 0.028 0.427 ** 

 家庭成员最高文化程度（X2 0.709 ） 0.331 4.587 0.032 2.032 ** 

 劳动力人数（X3 0.453 ） 0.226 4.009 0.045 1.573 ** 

 担任村或乡镇干部情况（X4 0.139 ） 1.334 0.011 0.917 1.149 

 农户从事的经济活动类型（X5 1.780 =0） 1.279 1.396 0.164 5.928 

 农户从事的经济活动类型（X5 1.977 =1） 1.220 2.625 0.105 7.291 

 农户从事的经济活动类型（X5 2.245 =2） 1.329 2.851 0.091 9.437 * 

 农户从事的经济活动类型（X5 0 =3）     

 家庭收入（X6 －0.955 ） 0.452 4.465 0.035 0.385 ** 

 社会资本情况（X7 0.606 ） 0.569 1.134 0.287 1.832 

只有正规融资(Y=1) Intercept －1.276 1.369 0.869 0.351  

 户主年龄（X1 －0.723 ） 0.356 4.130 0.042 0.485 ** 

 家庭成员最高文化程度（X2 0.647 ） 0.293 4.871 0.027 1.910 ** 

 劳动力人数（X3 0.521 ） 0.197 7.001 0.008 1.684 *** 

 担任村或乡镇干部情况（X4 －0.800 ） 0.905 0.783 0.376 0.449 

 农户从事的经济活动类型（X5 －0.289 =0） 1.066 0.074 0.786 0.749 

 农户从事的经济活动类型（X5 0.919 =1） 0.808 1.292 0.256 2.506 

 农户从事的经济活动类型（X5 1.597 =2） 0.903 3.127 0.077 4.938 * 

 农户从事的经济活动类型（X5 0 =3）     

 家庭收入（X6 －0.066 ） 0.255 0.067 0.795 0.936 

 社会资本情况（X7 0.819 ） 0.529 2.400 0.121 2.268 

只有非正规融资(Y=2) Intercept －16.688 1.089 234.97 0.000  *** 

 户主年龄（X1 －0.516 ） 0.315 2.845 0.092 0.589 * 

 家庭成员最高文化程度（X2 0.149 ） 0.302 0.244 0.621 1.161 

 劳动力人数（X3 0.498 ） 0.189 6.965 0.008 1.645 *** 

 担任村或乡镇干部情况（X4 15.615 ） 0.000   6.048E6 

 农户从事的经济活动类型（X5 1.324 =0） 0.875 2.292 0.130 3.759 

 农户从事的经济活动类型（X5 1.108 =1） 0.805 1.893 0.169 3.028 

 农户从事的经济活动类型（X5 1.499 =2） 0.948 2.500 0.114 4.478 

 农户从事的经济活动类型（X5 0 =3）     

 家庭收入（X6 －1.051 ） 0.407 6.675 0.010 0.350 *** 

 社会资本情况（X7 0.827 ） 0.468 3.127 0.077 2.287 * 
注：***、**、*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参考类别：Y=3(没有借款)；参数是多余的，设置为 0 



 
                  
14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年 4 月 

 

 
 (1) 户主年龄是影响“同时有正规和非正规融

资”、“只有正规融资”、“只有非正规融资”的

显著性因素。从三个广义 logit 回归模型参数估计的

结果中可以得出，第一个、第二个广义 logit 模型都

通过了 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第三个广义 logit 模

型通过了 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户主年龄的回归

系数（B）都小于 0。可见，户主年龄与农户融资是

成反向关系的，即户主年龄越大，农户越难以获得

正规和非正规融资，与前面的研究假设相一致。 
(2) 家庭成员最高文化程度是影响“同时有正

规和非正规融资”、“只有正规融资”的显著性因

素。在第一个、第二个广义 logit 回归模型中，家庭

成员最高文化程度都通过 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回归系数(B) 都大于 0，但它对第三个广义 logit 回

归模型影响不显著。这说明在“同时有正规和非正

规融资”与“只有正规融资”的农户中，文化程度

高的农户比文化程度低的农户，更容易获得融资，

其结果与研究假设相同。主要是由于农户文化程度

越高，越有利于了解正规金融借贷政策，从而有利

于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借款。但农户文化程度

对非正规融资影响不显著的重要原因是非正规金

融为农户提供融资时，常常考虑的是农户的信誉与

还款能力，而没有考虑农户文化程度。 
(3) 劳动力人数是影响“同时有正规和非正规

融资”、“只有正规融资”、“只有非正规融资”

的显著性因素。在第一个广义 logit 回归模型中，劳

动力人数通过 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在第二、第

三广义 logit 回归模型中，劳动力人数分别都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在三个广义 logit 回归模

型中劳动力人数的回归系数(B) 都大于 0。这说明

劳动力人数越多，农户越容易产生融资需求，农户

融资渠道可以来源于正规融资、非正规融资，也可

以同时发生。 
(4) 农户是否担任村或乡镇干部对农户融资行

为的影响不显著。方文豪认为户主担任干部情况对

传统农区农户的借贷行为影响不显著。祁阳县作为

湖南省一个农业大县，也属于经济不够发达的传统

农区，本文计量分析得出的这个结果进一步支持了

方文豪研究的结论。 

(5) 农业+个体经营户是影响“同时有正规和非

正规融资”、“只有正规融资”的显著性因素，而

其他三种经济活动类型影响不显著。在第一和第二

广义 logit 回归模型中，“农业+个体经营”通过了

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回归系数(B)都大于 0。农

业+个体经营户通过从事商品经营、运输、农产品

简单加工储运等个体活动挣得收入，收入来源有保

障且分散化，家庭收入的快速增加及个体经营活动

财产抵押物的增加，使得他们有利于获得同时有正

规和非正规金融或只有正规金融的融资。但纯农业

户、农业+外出打工户、农业+个体经营户和非农业

户四种形式的农户从事的经济活动类型都对“只有

非正规融资”影响不显著。 
(6) 家庭收入是影响“同时有正规和非正规融

资”、“只有非正规融资”的显著性因素。在第一

个广义 logit 回归模型参数估计结果中，家庭收入通

过 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在第三个广义 logit 回

归模型中，它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回归系

数(B)都小于 0。这说明家庭收入对“同时有正规和

非正规融资”、“只有非正规融资”呈一种负相关

关系，与研究假设相一致。因为低收入家庭农户无

法满足正规金融苛刻的贷款条件，而非正规金融凭

着期限灵活、手续简单、借款方便等优势可以满足

低收入农户日常生活或维持简单再生产等资金需

求。 
(7) 社会资本是影响“只有非正规融资”的显

著因素。在第三个广义 logit 回归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中，社会资本通过了 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回归

系数(B)大于 0。说明农户之间越相互信任，越有利

于农户从非正规金融中融入资金去发展生产，这印

证了社会资本对农户融资行为的正向作用。一个人

拥有的亲戚朋友越多，其拥有的社会资本也就越广

泛，其获得融资的机率也就越大。非正规金融恰恰

是利用农户的信任与信誉程度给农户提供资金的

借贷活动。但社会资本对“同时有正规和非正规融

资”、“只有正规融资”的影响不显著，主要是正

规金融机构无法通过农户拥有的社会资本衡量出

农户信誉、还款能力、资产等信息，而这些往往是

金融机构作为给农户放款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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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通过对湖南省祁阳县农户的融资需求的

调查，运用多元 Logit 模型对农户融资行为的影响

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表明：户主年龄、家庭成员最高

文化程度、劳动力人数、农户从事的经济活动类型、

家庭收入、社会资本情况对农户融资行为产生较显

著的影响，而农户担任村或乡镇干部情况影响不显

著。基于此，笔者认为，要促进农户融资应从以下

三方面开展相应的工作： 
(1) 充分发挥非正规金融的作用。正规金融和

非正规金融对维持农户日常生活、扩大生产经营活

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非正规金融在为农户

提供融资服务的过程中有时能发挥正规金融难以

企及的作用。在严格监管的前提，非正规金融能够

很好地为农户提供便利地融资服务，主要是因为在

信息、运作机制等方面具有许多独特的优势。政府

可以尝试让农村的各种民间金融组织活跃起来，适

度放松对非正规借贷的管制，完善农户融资体系，

逐步提高民间融资活动的组织化程度，使其规范

化、合法化。 
(2) 加快农村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农村金融

机构要努力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及时掌握不同类

型的农户融资需求的动态变化，开发与设计多元

化、个性化的金融产品和信贷工具，以满足不同类

型农户的融资需求。农户家庭收入目前难以成为其

获取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保证，正规金融机构需要

加强产品与服务创新，完善农户信用贷款，充分挖

掘有效信息来创新金融产品。利用现代金融创新技

术不仅能减少农村金融机构向农户发放借款的风

险，也能降低为农户提供农村金融服务的成本。同

时，大力培育和发展农村小型金融机构，将更多的

金融服务有效地覆盖到所有的农户，提高农户资金

需求的满足率，从而化解农户融资困境。 
(3) 加强对农户进行教育和金融知识宣传。农

户对金融知识与贷款政策越了解，越有利于农户从

农村金融机构获得融资。对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农

民，总体上文化程度还不高，金融知识还相对匮乏，

对金融机构的信贷政策、复杂的贷款程序了解甚

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目前阻碍农户融资的一道无

形门槛。所以，应加强农户教育，提高农户的文化

程度，加大力度对农户进行农村金融知识的宣传，

提高农户对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政策的认知程度，鼓

励农户从农村金融机构获得融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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