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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资金互助社意愿的影响 

 ——基于徐州市 393 份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张培，王爱民 

(江苏师范大学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根据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资金互助社的抵押替代和信息传递影响及其羊群效应，并基于江苏省徐州市 393

份农户调查数据，从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三个维度选取 8个变量建立 Probit模型验证社会资本对农户

参与资金互助社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资金互助社的意愿具有多维度的影响，其中，社会

网络、社会信任和户主受教育年限、对互助社了解程度对农户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年收入的影响不

显著，而社会规范对农户参与意愿未通过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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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he mutual funds 

organiza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393 households in Xuzhou 

ZHANG Pei, WANG Aimin 

(College of Business,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on mortgage substitution and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of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mutual funds organization and the herding effect caused by i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393 

households in Xuzhou city, Jiangsu province, eight variable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ocial network, 

social trust and social norms, and the Probit model was established to verify the specific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on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mutual funds organiz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social capital significantly affects farmer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mutual funds organization, among the social capital, social networks, social trust, the education level of the 

head of household and the degree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farmers' willingness, and the 

effect of household income is not significant, social norms have not passed the significant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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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不足是制约农民增收与农

村发展的关键问题，也是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

重中之重。为此，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加快
培育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引导

社会资金投资设立适应三农需要的各类新型金融

组织”。作为中国最早开展农村金融体系改革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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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培(1991—)，女，江苏赣榆人，硕士研究生。 

工作的江苏省，先后在苏北、苏中地区试点发展资

金互助社，到 2016 年底已发展 327 家，数量居于
全国前列。资金互助社虽具有满足农户小额、零星

的资金需求，发挥正规金融服务组织不可替代的作

用，但由于缺乏规范引导和有效监管，中国农村资

金互助社的发展仍较为滞缓，农户的参与程度偏

低。如何引导农户自主参与资金互助社成为目前亟

待研究的重要问题。 
学界对农户参与资金互助社等非正规金融机

构的行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主要从“理性人”

假设出发，认为农户行为决策的依据是追求自身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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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最大化，比较参与前后的利润做出决策。Mpuga
等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实证，探讨了农民的年

龄、家庭资产总值、贷款条件等因素对其参与非正

规信贷组织的影响[1]。楼栋等基于成本收益法分析

了资金缺口、经营规模等因素对社员参与资金互助

存在的影响[2]。董晓林等基于 Simon的“有限理性”
假说分析，认为入社成本收益特征是影响农户参与

资金互助社的重要因素，并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愿

意支付入股股金、预期贷款需求能得到满足以及预

期能获得股金分红的农户更倾向于参与资金互助

社[3]；田李静等基于“理性人”假设分析认为，农

户对互助社的满意程度[4]、互助社的网点数量和农

户与互助社的距离[5-6]等多种因素影响农户参与资

金互助社。还有学者直接从收益动机和参与目的角

度对农户参与资金互助社的程度和行为进行了考

察[7]。 

已有文献为研究农户参与资金互助社的行为

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和基础，但还存在以下不足：以

“理性人”假定为基础的研究侧重考察客观因素如

农户年龄、收入水平等具体变量的作用，将农户参

与资金互助社的行为主要归结为经济因素，而忽视

了非经济因素在农户行为决策中的作用。实际上，

农户参与行为是众多因素作用的结果，一些非经济

因素，如血缘、地缘等情感因素形成的社会资本在

农户的行为决策与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农

户长期交往形成的社会资本可能会影响农户的个

体行为决策，对农户的资金互助社参与意愿存在重

要影响。因此，笔者拟先探讨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

资金互助社的影响机理，并基于江苏省徐州市的农

户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推进农户参

与资金互助社提供参考。 

二、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 

社会资本研究起源于 20世纪 70年代，社会学、
经济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对其界定不同，笔者参照

Bourdieu等的研究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人们在社会长
期交往中所形成的社会行动范式和社会关系，并具

有以下特征[8-10]：第一，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交往

关系网络中，并实际或潜在地影响个体的参与决策

行为；第二，在特定范式下，个体为了获得稀缺资

源，通过参与社会关系网络，与其他个体形成互动，

促进集体行为决策的达成；第三，社会资本的核心

是信任，基础是互利共惠，并受到道德等非正式规

范的约束。国外有大量研究延伸到社会资本与农户

参与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关系上，一个基本的结论是

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Biggart
等认为，在大多数农户缺乏有效的抵押品而无法从

正规金融组织获得融资帮助时，社会资本作为重要

资源可以一定程度上充当物质抵押品的替代品，促

使农民转向非正规金融机构寻求融资[11]。Hassan和
Seibel 等分别通过对孟加拉和菲律宾的实证研究验
证了社会资本具有积极的影响[12-13]。国内学者则偏

向探究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影

响及作用。林毅夫提出，农村非正规金融合约执行

的基础是农户因地缘、人缘、约束机制等联结起来

的社会资本[14]。黄勇等则认为，农户的社会资本作

为“特质性”资源在农户非正规机构参与行为中发

挥重要作用[15]。廖媛红基于资金互助社的运作特征

及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特征提出，社会资本通过减少

信息不对称、引导成员主观行为等路径对资金互助

社起到促进作用[16]。陈明文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

对农户资金互助社参与的影响效用体现在增加资

源获取、降低交易成本和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17]。 
从理论上讲，社会资本通过抵押替代、信息传

递和羊群效应影响农户参与资金互助社(图 1)。 

 
图 1 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参与资金互助社的机理 
 
在农村金融交易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物质抵押

品，大多数农户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金融服

务，而社会资本作为农户的重要资源，具有类似抵

押品的功能，能够一定程度上推动农户转向以信任

与合作为基础的资金互助社寻求帮助。作为抵押替

代品的社会资本具有较好的风险控制作用。张晓明

等学者指出，亲情、友情等人缘社会资本可以通过

外部监督以及社会压力参与风险控制，降低监督成

本，从而在小额信贷中起着风险控制的作用[18-19]。

风险控制的这一特性易让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非正

规金融组织出于安全性的考虑而更倾向于向社会

资本“雄厚”的农户伸出“橄榄枝”。 

社会资本 农户参与

抵押替代 

信息传递 

羊群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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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血缘、地缘、信任等联结起来的社会资本网

络[20]，自形成就带有“圈子主义”特质，交易信息

在农户的“社会资本圈子”里得以较为充分的传递，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户获取资金互助社信息的难

度，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能降低交易成本，从

而提高农户参与意愿。林岩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发

现，获取信息的难易程度和社会网络化程度对农户

参与合作组织意愿产生正向影响[21-23]。  
在经济学中，羊群效应是经济个体的从众、跟

风行为，即在已有的公共信息下，经济个体观察他

人行为并受其影响从而放弃自己信念做出与他人

相似行为的现象。农户参与资金互助社的行为实际

上是农户长期交往形成的社会资本能通过示范、模

仿等途径产生羊群效应，导致以地域为基础的农户

个体自主选择参与从而实现合作的集体行动过程。 

三、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1．变量选取 
社会资本是本研究主要的解释变量，借鉴

Putnam[10]等提出的网络、信任、规范等分析框架，

笔者采用因子分析法测算网络指数、信任指数、规

范指数以及社会资本综合指数： 

ij
i

ij
j F

W
W

SC •=
3

1=
∑

                       (1) 
其中，SCj为第 j个农户的社会资本，wij为第 i

个维度第 j个农户的贡献度，W为指标的总体贡献
度，Fij为第 i个维度第 j个农户的得分。 
农户交际往来、信息传递仍然依靠村落人际关

系网络[24]。社会网络可以较好地体现社会资本的信

息传递作用。红白喜事时亲朋的数量能够很好地反

映农户社会网络圈子的大小。家庭成员有村干部身

份的农户，大多处于农村的精英阶层，社会地位和

声望更高，可以体现社会关系网络的异质性。借款

渠道的数量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户交际网络的

数量。因此，本研究选用农户“红白喜事时亲朋来

往数量”“家庭成员是否担任村干部”和“借款渠

道的数量”来体现农户的社会网络情况。 
社会资本能够充当物质资本的替代品发挥抵

押替代作用的基础和前提是社会信任。考虑到影响

农户做出参与决策的对象主要包括因血缘、地缘等

联结的亲戚、村民等，所以，本研究选取农户对亲

戚、村民以及村干部的信任程度来反映农户的社会

信任状况。 
不同于法律法规，社会资本的规范约束提供的

是村规习俗等非正式的控制，这种控制既能加强农

户的认同感，也能制约农户的违约行为，发挥风险

控制作用，甚至比法律更深刻影响农户。因此，本

研究选用“不参与集体活动是否会遭受非议”以及

“是否出现过扰乱社会秩序的群体事件”来衡量社

会规范情况。 
农户参与互助社的行为是内外部因素综合作

用的结果，除社会资本外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因此，参考已有研究，笔者在构建模型时还将增加

户主受教育年限、家庭年收入、对互助社的了解程

度等控制变量。为真实反映农户的参与意愿，调查

对象尽量选择户主，无法调查户主意愿时，则选取

农户女主人或长者作为替代。调查问卷的部分问题

采用了李克特五点量表计分法，选项 1~5表示程度
依次递增。各变量设置含义及赋值说明情况见表 1。 

2．模型构建 

被调查者在相对理性的情况下，结合自身情

况，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做出愿意或者不愿意参与

资金互助社的决策，由于被解释变量属于离散型变

量，笔者构建 Probit回归模型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户

参与资金互助社意愿的影响： 
μXβXβXββY ii +++++= 2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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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2)式中的 Y*表示无法观测的潜变量，(3)
式中的 y表示因变量，即农户参与资金互助社的意
愿，βi表示第 i 种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β0为截距

项，μ为随机误差项。 

四、数据来源与计量结果分析 

1．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笔者 2017 年 3 月

对江苏省徐州市的农户问卷调查。江苏省 2007 年
就在苏北地区进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试点，相比于

全国较为缓慢的形势，江苏省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

迅猛，2016年末已发展至 327家(其中徐州市 74家)，
徐州市是开展试点工作主要城市之一，具有较好的

代表性。笔者通过入户调查及问卷发放的形式，对

农户进行调研，区域涉及徐州市的 4 个县(区)，7
个乡镇，共发放问卷 450份，回收有效问卷 39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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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有效率为 87.33%。从调查数据来看，223户农
户愿意参与资金互助社，占比为 56.74%，总的来看，
农户的参与意愿不高。 
在所调查的样本中，年龄不足 40 岁的被调查

者仅为 19.59%，而 40~60 岁(含 40、60 岁)的占比
为 59.54%，劳动力以中老年为主；其中女性 214

人，比例略高于男性，这与部分男性劳动力进城务

工有关；70.99%的户主拥有初高中以上文化，户主
受教育程度较好；村干部占调查样本的 19.09%，党
员占比为 9.67%；农业收入占比方面，近 70%的农
户的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四成以上，说明绝大

多数的农户收入仍以务农为主。 

表 1 变量说明及描述统计 

        变量 赋值说明 均值 标准差 

是否愿意参与农村资金互助社 不愿意=0，愿意=1               0.567 0.496 

社会网络 红白喜事时亲朋来往户数 具体户数 28.768 11.375 

 家庭成员是否担任村干部 否=0，是=1 0.191 0.393 

 借款渠道的数量 具体数量                       2.786 1.01 

社会信任 对亲戚的信任程度 完全不信任=1~完全信任=5        3.593 0.882 

 对周围村民的信任程度 完全不信任=1~完全信任=5 3.221 0.903 

 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 完全不信任=1~完全信任=5 2.99 0.886 

社会规范 不参与集体活动是否会遭受非议 从不=1~总是=5 2.359 0.84 

 是否出现过扰乱社会秩序的群体事件 从不=1~总是=5                  0.071 0.258 

控制变量 户主受教育年限 从小学起的实际受教育年限 8.784 3.392 

 家庭年收入 具体数值(万元)  6.265 2.78 

 对互助社了解程度 非常不了解=1~非常了解=5 3.26 0.897 
 
2．实证结果分析 
运用因子分析法从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

规范三个维度测算社会资本，在进行因子分析之

前，需要进行 KMO测度和 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
显示 KMO 值大于 0.6，Bartlett 球形检验的结果也
达到了 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
析。利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提取出农户的社会网络公

因子、社会信任公因子和社会规范公因子，在此基

础上，采用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法，得到三个公因子

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77.99%，社会资本公因子计算
公式 99.77/)38.1424.2137.42( 321 FFFF ++= 。 

笔者对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模型 1 从整体
上考察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资金互助社意愿的影

响，模型 2、模型 3、模型 4则分别从社会资本的社
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维度分析社会资本对

农户参与资金互助社意愿的影响。表 2的结果显示，
四个模型的卡方统计量分别为 152.65、83.51、130.44
和 139.89，所对应的 P值均为 0.000，说明模型很好
地拟合了数据，模型 1 的对数似然值最大，说明拟
合优度更好。 
模型 1 的社会资本变量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

著，影响为正，这意味着随着社会资本的增加，农

户参与资金互助社的意愿也会提升。从边际效应上

看，社会资本每增加 1个单位，农户的参与意愿将
上升 52.80%。从模型 2可知，社会网络在 1%的统
计水平上通过检验，且影响为正。从边际效应上看，

社会网络每增加 1 单位，农户参与意愿将提高
18.70%。这反映了农户社会网络作为资源动员的结
构基础，发挥着传递信息和团结农户的作用，有利

于提升农户的参与意愿。结合调研可知，农户社会

网络具有同质性和封闭性的特点，有利于增强社会

网络的集中度，较高的网络集中度和较低的网络使

用成本能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户参与。从模型 3可知，
社会信任通过 1%的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且
影响为正。从边际效应上看，社会信任每增加 1个
单位，农户参与互助社的意愿将会提升 27.70%。这
反映了社会信任能够弥补信贷抵押的不足，提升农

户对资金互助社的信任，有利于提升农户的参与意

愿。最后，社会规范维度并未通过检验，说明目前

农村社会中的规范舆论等约束对农户参与意愿的

影响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虽然农户在农村社会

交往中受到村规习俗等约束，但这种约束力度有

限，对其参与资金互助社意愿的影响不明显。 
对比模型 1、模型 2、模型 3 和模型 4 的估计

结果可知，通过因子分析法得到的社会资本公因子

对农户参与资金互助社意愿的影响在统计上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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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表现，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在提高农户参与意

愿方面发挥显著作用，因此，可以从社会网络和社

会信任角度来丰富社会资本以提高农户参与资金

互助社的愿意。 
此外，控制变量部分，得到以下估计结果。户

主受教育程度在 5%的统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
验，且影响为正。边际效应显示，户主受教育年限

每增加 1年，农户的参与意愿将提高 2.10%。受教
育程度作为一种软资源，可以衡量农民对某一事物

的认知程度和接受程度，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往往

对农村金融供需环境以及自己的融资需求会有更

加清晰的认识，也更容易接受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

融机构，因此，他们的参与积极性也会越高。家庭

年收入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见家庭年收入对

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不显著。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

果，是因为处于村落底层的低收入农户，一般难以

符合资金互助社的基本融资条件，因而参与积极性

不高；高收入水平的农户往往有较多的融资渠道，

且资金互助社提供的贷款额度有限，无法满足他们

的融资需求，所以，高收入农户亦不会积极地参与。

农户对互助社的认知情况对农户的参与意愿有显

著正向影响。这与实际调查情况较一致，对资金互

助社的了解程度高的农户更倾向于参与其中，而对

互助社了解甚少的农户则更多持观望的态度。农户

的参与选择实际上是主观认知与客观环境的结合，

提高农户对互助社了解程度对提升农户的参与意

愿至关重要。 

表 2 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变量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社会资本 1.375*** 0.528***       

 (0.150) (0.056)       

社会网络   0.480*** 0.187***     

   (0.075) (0.029)     

社会信任     0.709*** 0.277***   

     (0.079) (0.031)   

社会规范       0.086 0.034 

       (0.066) (0.026) 

户主受教育年限 0.053** 0.021** 0.054** 0.021** 0.048** 0.019** 0.052*** 0.020*** 

 (0.022) (0.008) (0.020) (0.008) (0.021) (0.008) (0.019) (0.008) 

家庭年收入 -0.037 -0.014 -0.035 -0.013 -0.031 -0.013 -0.034 -0.013 

 (0.262) (0.010) (0.025) (0.010) (0.028) (0.010) (0.024) (0.009) 

对互助社了解程度 0.246*** 0.095*** 0.271*** 0.106*** 0.174** 0.068** 0.256*** 0.101*** 

 (0.083) (0.032) (0.078) (0.030) (0.082) (0.032) (0.075) (0.029) 

常数项 -1.622***  -1.943***  -1.51***  -2.015***  

 (0.486)  (0.450)  (0.471)  (-0.429)  

样本数 393  393  393  393  

LR chi 2 152.65  83.51  130.44  139.89  

Pesudo R2  0.4839   0.5153  0.4622   0.4702  

Log likelihood -192.49  -227.07   -203.60   -248.88  

注：括号内为回归标准误差；“***”、“**”表示 1%、5%的显著性水平。  

五、结论及其启示 

上述研究表明：样本农户愿意参与资金互助社

的占比为 56.74%，总的来看，农户的参与意愿不高；
社会资本整体上对农户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参与意

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在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中，社

会网络和社会信任对农户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而社会规范对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控制变量中，户主受教育年限、对互助社了解程度

对农户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年收入的

影响不显著。 
上述结论对于提高农户的资金互助社参与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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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具有以下启示：一是应重视农户社会网络的建设

和培育。引导村庄发展公共事业，通过组织多种形

式的培训和联谊活动、构建交流型组织环境等增加

农户之间的信息交流和互动，丰富现有社会交际网

络，提升农户的资金互助社参与意愿。二是应扩大

农户信任半径，培育普遍信任。互助社成员之间的

信任多是基于血缘关系的特殊信任，在此基础上，

尝试通过组建“联保户”、采用集中授信等方式，

打破传统的差序格局，转化特殊信任为普遍信任，

扩大信任半径。三是应完善资金互助社的服务质量

和服务范围。资金互助社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服

务范围较狭窄，对低收入农户和精英农户缺乏必要

的吸引力。因此，地方政府应加强对资金互助社的

扶持力度和政策引导，互助社自身也应采取适当放

宽贷款条件和提高贷款额度等方式增强吸引力和

凝聚力，以促进农户的有效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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