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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 

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张颖慧  [西安石油大学  西安  710065] 
 

[摘  要]  本文在对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站在农村金

融发展的视角，结合农民收入的现实状况，从1978～2004年实际数据出发，对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

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出：在1978～2004年间农户从业人员的就业结构变

化、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和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

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民收入增长的Granger原因，最后提出了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

长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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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 

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是当前整个农村经济和社会

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并被放在了整个农村经济

工作的突出位置。农村改革20多年来，我国农民家

庭人均纯收入从1979年的160.17元提高到2003年的

2622.24元，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长

7.43%。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民收入增速趋缓的同时，

农村金融业相比之下却发展很快，农村金融机构贷

款和农户储蓄分别从1979年的177.30亿元和78.43亿

元增加到2003年的18455.57亿元和18177.68亿元，按

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实际分别增长了24.3倍和80.1

倍。随着我国金融业的不断发展和金融对经济各方

面渗透力的加强，有关金融支持农民收入增长问题

的研究已经有了不少成果。刘福毅等研究了金融抑

制所导致的资金外流是造成农村经济要素投入不

足、农民收入水平无法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许崇

正等则从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几个关键性因素入

手，实证分析了金融对农民增收的支持不力。中国

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课题组将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因

素归结于农村生产模式及农村金融体系效率的低下

等。为什么在农村金融快速增幅的同时，而农民收

入增长速度却出现阶段性递减趋势呢？农村金融发

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农民收入增长？本研

究则是从影响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几个关键性因素

入手，以1978～2004年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民收入增

长的实际数据为依据，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实证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

关系，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农村

金融发展的路径选择。 

二、指标选择、数据来源与实证方法 

（一）指标选择 

1．农民收入指标 

本文选择农户人均纯收入作为衡量我国农民收

入增长指标变量，用Y表示。在统计年鉴上的农户人

均纯收入包括两项，即生产性纯收入和非生产性经

营收入两个方面。生产性纯收入包括从集体统一经

营中的所得，从经济联合体得到的收入和家庭经营

收入；而非生产性经营收入包括在外人员寄回、带

回和国家财政救济、各种补贴等非经营性收入。考

虑到我国农村人口基数特别大和国家财政的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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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这种财政救济和各种补贴在人均纯收入（非生

产性的经营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特别小，非生产性

的经营收入中绝大部分为在外打工者带回的收入。

在外打工人员的流动性大，相关的统计数据大多是

估计值，故纯收入部分选择的是生产性纯收入。 

2．农户就业结构的变化指标 

农户就业结构的变化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重

要影响因素。而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口越多，农民

收入的增长越快。因为按照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

模式而言，在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

远远低于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把一部分劳动生

产率低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工业

部门中去，那么社会生产力就提高了，劳动效率就

会提高，创造的社会财富就会增加，从而农民收入

也会增加。因此，农户就业结构的变化是农民收入

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用A表示，因此，本文暂定为

正号。 

3．农产品价格（P）指标 

这里使用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指数来表示。农产

品收购价格指数是反映国有商业、集体商业、个体

商业、外贸部门、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等各种经济

类型的商业企业和有关部门收购农产品价格的变动

趋势和程度相对指数 (《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

P.299），农产品价格指数反映了农民出售农产品时价

格情况，且农产品价格越高，农民收入增长就越快，

因此，本研究也暂定为正号。 

4．农村金融发展指标 

Allen等认为中国存在一个明显的银行导向型

金融结构，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资本市场的力量

极其微弱。所以用农村贷款余额与农村GDP之比（简

记为RLG）来衡量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程度是比较合

理的。按照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理论，在其他

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的增加会带来产出的增加，

农村中信贷投资的增加导致农民人均资本存量的增

加，从而引起人均产出的增加和人均收入的增长，

其符号为正。 

（二）数据说明 

本研究涉及的变量和数据资料主要包括农民收

入、农户就业结构、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及农村金

融发展等几个方面。 

1．农村人均纯收入 

本文选择了《中国统计年鉴》中的1978～2004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 

2．农户就业结构 

这里用从事非农人员数与从事农林牧渔业的人

数之比来表示。 

表1  1978～2004年农林牧渔人员与农村非农人员数                   单位：万人 

年份 农林牧渔人员 
农村劳动力

中非农人员 
年份 农林牧渔人员 

农村劳动力 

中非农人员 
年份 农林牧渔人员 

农村劳动力 

中非农人员 

1978 28318.0 2521.0 1987 30870.0 8130.4 1996 32260.4 13027.6 

1979 29425.0 2637.0 1988 31455.7 8611.0 1997 32434.9 13527.2 

1980 29122.0 2714.0 1989 32440.5 8498.3 1998 32626.4 13805.9 

1981 29777.0 2895.0 1990 33336.4 8673.1 1999 32911.8 13984.6 

1982 30859.0 3008.0 1991 34186.3 8906.2 2000 32797.5 15164.6 

1983 31645.1 3044.7 1992 34037.0 9764.6 2001 32451.0 15777.9 

1984 31685.0 4284.6 1993 33258.2 10997.6 2002 31990.6 16536.3 

1985 30351.5 6713.6 1994 32690.3 11963.9 2003 31259.6 17711.4 

1986 30467.9 7521.9 1995 32334.5 12707.4 2004 30596.0 19099.3 

注：①1978，1979，1980，1981，1982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9）》p.8-9；②1983～1993年数据来源于《中

国统计年鉴（1994）》p.328；③1994～2001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2）》p.384；④2002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

鉴（2002）》p.414；⑤2003～2004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5）》。 

 

3．农产品价格 

这里使用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指数表示农民出售

农产品时的价格情况，是以1978年价格指数为100

来计算的。 

4．农村金融发展指标 

本文选用农村贷款余额与农村GDP之比来衡量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程度，即以农村GDP乘上农村

GDP占全国GDP的比重表示，其全国GDP数据来源

于《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农村GDP占全国GDP

的比重直接来源于历年《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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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农村贷款余额为国家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乡

镇企业贷款与国家银行与农村信用社的农业贷款之

和，数据直接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1990，1995，

1997，2002，2003，2005）。 

（三）实证方法 

协整检验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基于回归系数的

协整检验；另一种是基于回归残差的协整检验，如：

CRDW(Co integration regression, Durbin…Watson)检

验、DF检验和ADF检验。 

考虑到VAR模型较单方程模型具有更高的可靠

性以及我们所考察的指标变量多数是水平变量，具

有非平稳性，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首

先将利用Dickey和Fuller提出的考虑了残差项序列

相关的ADF单位根之检验方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

对于非平稳性变量进行差分处理使之成为平稳时间

序列。如果变量是单整的，我们将采用Engle和 

Granger提出的协整检验方法来检验农村金融发展

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长期相关性。如果变量间存

在长期协整关系，我们将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VECM）进行短期因果关系分析，进一步用格兰

杰因果检验法（Granger Causality Test）来检验中国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因果关系。格兰杰

因果检验中最重要的是最优滞后期数的确定，如果

滞后期数是随机确定的，会导致检验结果的错误，

本研究中最优滞后期数的确定，遵循Schwarz评价标

准确定的。 

三、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表2  ADF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C.T.L] 检验值 临界值(显著水平) SC 

lnY  [C.T.1] -2.977649 -3.6027 (5%) -3.016937 

lnY  [C.T.2] -3.398463* -3.2474 (10%) -2.723196 

lnP  [C.T.1] -2.758723 -3.6027 (5%) -2.042471 

lnP  [C.0.1] -3.194463** -2.9907 (5%) -2.048568 

ln A  [C.T.1] -2.861287 -3.6027 (5%) -1.630319 

ln A  [C.T.1] -3.670761** -3.6118 (5%) -1.436809 

ln( RGDP)L  [C.T.1] -2.816259 -3.6027 (5%) -1.221690 

ln( RGDP)L  [C.0.1] -3.035387** -2.9907 (5%) -1.033359 

注：①*、**和***分别表示检验值在10%、5%和1%的置信水平下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②[C.T.L]表示检验模型含有常

数项、趋势项、滞后阶数为L。③ lnY 表示 lnY 的一阶差分，其余类同。 

 

协整检验首先对农民收入(Y)、农产品价格(P)、

农村从业人员就业结构 (A)以及农村金融发展

( RGDPL )等指标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各变量的

平稳性。对于非平稳的变量，我们采取差分方法进

行处理，使之成为平稳的时间序列。 

从表2可以看出，上述变量均为非平稳的变量，

经过差分处理的变量均拒绝了有单位根的假设，表

明差分变量是平稳的。因此本文认为上述四个变量

均是一阶单整的，即I(1)，因此，他们满足构造VAR

模型的必要条件。 

（二）协整检验 

经过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后发现农村金融发展

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各指标是单整的，对于这些非平

稳的经济变量不能采用普通回归分析方法检验它们

之间的相关性，而应采用Johansen检验方法进行检验

分析。而Johansen检验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 

检验方法，VAR模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滞后阶

数的确定，在检验之前必须首先确定VAR模型的结

构。根据AIC准则和SC准则来确定滞后阶数，当滞

后阶数为3时AIC的值最小（-11.480602），而滞后阶

数为2时SC值最小（SC=-9.418859），这时我们利用

LR可以确定Y、P、A、L/RGDP的VAR模型的最优滞

后期数为2；同时我们利用怀特检验和JB检验进一步

检验滞后期数为2的VAR模型，发现其拟和优度较

好，残差序列具有平稳性，的确是最优模型。在此基

础上可以得到协整检验的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表中协整检验中的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根统计

量的结果显示，全部拒绝协整向量秩为零的假设，

说明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向量，这说明在1978～2004

年样本区间无论如何组合，Y、A、P、L/RGDP这四

个变量之间都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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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零假设协整

向量数目 
特征值 迹统计量 

临界值(5%

显著水平) 

临界值(1%

显著水平) 

None** 0.832127 102.1341 62.99 70.05 

At most 1** 0.674794 59.30496 42.44 48.45 

At most 2** 0.617411 32.34584 25.32 30.45 

At most 3 0.320874 9.86780 12.25 16.26 

注：**表示在1%显著水平下拒绝零假设；*表示在5%显

著水平下拒绝零假设。 

 

根据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我们得到均衡向量如下： 

  =（1.000000, -6.511570, -3.997153, -1.332886） 

其表达式为： 

LnY= 6.511570 LnA + 3.997153 LnP + 

1.332886 LnL/RGDP 

     (3.53824)      (2.60205)      (0.68123) 

     (-1.84034)     (-1.53616)      (-1.95659) 

上述协整方程表明了在1978～2004年间上述四

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根据表3中协整向量

符号可知，在1978～2004年间农户从业人员的就业

结构、农产品价格收购指数及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

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在1978～

2004年间，中国农村就业结构的变化、农产品价格

的提高、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从总体上讲，是

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的。 

通过协整检验确定了农民收入增长与农户就业

结构、农产品价格及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长期

相关关系后，本文可以进一步确定向量误差修正模

型反映变量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在实际分析中我们

发现误差修正项系数在5%显著水平都能通过检验，

然后对Y与P、Y与A和Y与L/RGDP分别进行协整检

验，发现Y与P、Y与A和Y与L/RGDP仍然存在协整关

系，于是分别建立它们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并进行

分析，结果为所有误差修正项系数在10%显著水平

下都能通过检验。因此从短期来看，中国农户从业

人员的就业结构变化，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及农村金

融发展水平提高是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的。 

（三）Granger因果检验 

农民收入增长与农户从业人员的就业结构、农

产品价格、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这四个变量之间存在

长期相关关系，我们进一步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

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予以分析。表4检验的是农民收

入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表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考察变量 零假设 样本 
F统 

计值 
概率 

L/RGDP 

农村金融发展不是Y的

Granger原因 
25 3.82242 0.07305* 

Y不是农村金融发展的

Granger原因 
25 1.17215 0.33832 

注：统计量的P值为检验的概率值，若P值小于0.05，表

示因果关系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成立；若P值小于0.1，表示

因果关系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成立，反之，因果关系不成立。 

 

表4数据显示，农村金融发展变量是农民收入增

长的Granger原因，与协整检验结果保持一致。这表

明，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状况在1978～2004年间随着

农村金融发展状况改变而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不

是很显著。由于金融抑制所造成的农村金融体制改

革过于僵硬，致使农村金融市场效率低下，农村金

融组织单一化、业务商业化和垄断化，金融服务不

到位。农业贷款比率下降，除了信用社的贷款规模

小之外，农村资金外流也很严重，农业贷款结构不

合理，贷款的结构直接影响到贷款的效率，在我国

金融系统对农业的贷款中，短期贷款比重比较大，

但用于农业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贷款比

重不高，主要受农村资金投入滞后作用是很长的，

显性比较慢等问题的影响，而导致这一问题的复杂

原因是农业产业本身收益率较低及农业贷款风险较

大等不显著因素。总之，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提高还

是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的。 

四、提高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效果的

路径选择 

通过1979～2003年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

入增长数据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农村金融相关比

率能以72.9%的程度解释农民收入的变动，农村金融

机构信贷比率能以73.7%的程度来解释农民收入的

变动，这充分说明历史上农村金融发展的确对农民

收入增长起到过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农村金融相关

比率和农村金融机构信贷比率的提高，对农民收入

增长的贡献度呈逐年递减趋势，这一结果显然不能

支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假设。制

约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贡献度的主要原因

是由于中国农村金融体制的弊端所导致中国农村金

融结构和功能的失衡，从而导致中国农村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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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低下，使农村金融不可能在支持农民收入增

长中发挥重大作用。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将农民收

入增长作为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发展的主要目

标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为了实现这一发展目标，我

们必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在健全和完

善正规金融的基础上，规范和发展农村民间金融，

实现农村金融体系多元化、多样化，只有这样才能

解决农村居民融资难的问题，从而能有效地促进农

村金融体系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 

2）重塑农村金融市场主体，推动农村金融市场

正常发育，扭转由于农村金融体系效率低下导致的

农村资金的配置效率低效所造成的农村资本金大量

流失的趋势，保证农村社会发展能够有充足的资金

支持，实现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以提高

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度。 

3）加大对农村信贷投资的力度，加强对农村的

金融支持，农村中信贷投资的增加，将导致农民人

均资本存量的增加，从而引起人均产出的增加和农

民人均收入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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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rur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the increase of farmer’s income. 
On this basis, it does the evidential research between the two items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1978 to 2004.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years from 1978 to 2004, the change of rural employment structure, the purchasing price 
index of agriculture products and the rur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increase of farmer’s 
income. The Granger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rur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is the Granger cause of the increase of 
farmer’s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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