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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有助于提升其正规信贷可获得性吗?
———基于2019年欠发达地区农村普惠金融调查数据

陈晓洁 何广文*

(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3)

摘 要 为探索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缓解其正规信贷约束的可行性,基于2019年欠发达地区农村普惠金融调查

数据,对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的方式进行识别与分类,从是否衔接、不同衔接方式、衔接广度3个维度分析小农户

衔接现代农业对其正规信贷可获得性的直接影响,并考察增收机制和增信机制的间接作用以及小农户资源禀赋的

异质性。结果表明: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有助于提升其正规信贷可获得性;不同衔接方式对正规信贷可获得性产

生差异化影响,其中龙头企业带动型衔接方式的促进作用最强;衔接广度的增加对小农户正规信贷可获得性的提

升具有促进作用;增收机制和增信机制是衔接现代农业行为缓解小农户正规信贷约束的重要渠道;劳动力资源充

足、农业经营能力较强和位于西部地区的小农户通过衔接现代农业的方式提升其正规信贷可获得性的作用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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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connectingtomodernagriculturehelpimprovesmallholders’
formalcreditavailability?

Evidencefromtheruralinclusivefinancesurveyin2019

CHENXiaojie,HEGuangwen*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Beijing100083,China)

Abstract Inordertoexplorewhethersmallholders’connectiontomodernagriculturecanalleviatetheirconstraintsof

formalcredit,basedonthedataofruralinclusivefinancesurveyinunderdevelopedareasin2019,thisstudyidentified
andclassifiedthewayssmallholdersconnecttomodernagriculture,analyzedthedirectimpactofsmallholders’

connectiontomodernagricultureontheavailabilityofformalcreditfromthreedimensionsincludingwhethertheyare

connected,differentconnectionmethods,andthebreadthofconnection.Theindirecteffectsofincome-increasing
mechanismandcredit-enhancing mechanism andtheheterogeneityofsmallholders’resourceendowments were
investigated.Theresultsshowedthat:Firstly,smallholders’connectiontomodernagriculturewasbeneficialto

improvetheirformalcreditavailability.Secondly,theimpactofdifferentconnection methodsonformalcredit

availabilitypresenteddifferenteffects.Amongthem,thepromotioneffectofcooperationwithleadingenterpriseswas

thestrongest.Thirdly,theincreaseinthebreadthofconnectionwasconducivetoimprovingtheavailabilityofformal
creditforsmallholders;Fourthly,theincome-increasingmechanismandcredit-enhancingmechanism were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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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sforconnecting modernagriculturetoeasetheconstraintsofformalcreditforsmallholders;Lastly,the
smallholderswithlargerscaleoflaborforce,strongeragriculturalmanagementabilityandlocatedinthewesternregion
obtainedmoreobviousimprovementintheavailabilityofformalcreditbyconnectingtomodernagriculture.
Keywords smallholders;connecttomodernagriculture;availabilityofformalcredit;income-increasingmechanism;

credit-enhancingmechanism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小农户的正规信

贷需求旺盛且呈现出以规模拓展主导的产业发展型

金融需求和生存质量改善型消费金融需求为主的变

迁趋势[1]。但是小农户的正规信贷约束问题仍然突

出[2],乡村振兴战略激活的新型金融需求难以得到

满足。正规信贷约束会对小农户的生产和消费产生

负面的经济后果,不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可持续推

进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其中,在生产方面,正规

信贷约束会削弱农户生产性固定资产投入的能力[3]

和资本替代劳动的可能性[4],使得农业生产成本较

高和生产规模不经济[5],从而对粮食产出[6]和农业

创业绩效[7]产生抑制效应,不利于乡村产业振兴。
在消费方面,正规信贷约束会降低农户的生产性消

费和发展性消费,更严重挫伤了低收入群体的消费

能力[8],进一步加剧消费不平等和多维贫困[9]。所

以,缓解小农户正规信贷约束问题对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
聚焦于解决正规信贷约束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

践探索较为丰富,学者们剖析了财政支持[10]、市场

竞争[11]、金融创新[12]、贷款技术升级[13]等外部路径

对正规信贷约束的作用效果,但欠缺小农户变迁视

角下的讨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了“实现小农

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新时代要求,《关于

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中办

发〔2019〕8号)强调了“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

有机衔接是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和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要求”。因而,小农户和现

代农业进行有机衔接,由传统小农户向现代小农户

转变是其适应新时代需要的重要发展趋势。小农户

融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的有效方式主要依托于具有

整合功能的服务组织载体[14]的组织化路径,而根据

衔接载体的特性,可将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的实践

类型划 分 成 个 体 型、组 织 型 和 关 系 型 这3种 类

型[15],其中组织型包含合作社主导、企业主导和农

业服务组织主导等方式[16-17]。
那么,小农户依托组织载体的方式融入现代农

业,改进其生产经营方式和强化其社会网络联结,是

否有助于提升其正规信贷可得性呢? 作用机理与作

用机制是什么? 不同衔接方式的差异化作用如何表

现? 已有研究以规模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社会资

本和市场势力视角,证实了规模农户加入合作社可

通过获取社团型社会资本来缓解其正规信贷约

束[18],尤其是市场势力较强和收入水平较高的精英

农户更容易获得信贷资源[19-20]。同时,小农户衔接

现代农业能为产业链金融提供应用场景,有助于金

融机构、组织载体和农户形成利益共同体,从而降低

信贷风险[21]。学者们的探讨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

了良好基础,但是相较于规模农户,小农户融入现代

农业发展轨道更需要组织载体发挥桥梁作用,所以

本研究进一步瞄准小农户。同时,已有研究对增收

机制和增信机制的关注不足且尚未充分讨论不同衔

接方式和衔接广度的正规信贷约束缓解作用。
本研究拟基于2019年欠发达地区农户调研数

据,聚焦于解决小农户依托不同组织载体衔接现代

农业能否缓解正规信贷约束这一关键问题。首先,
基于利益联结主体异质性视角,对“衔接现代农业”
的行为进行识别、度量与分类,从是否衔接、衔接方

式和衔接广度3个维度,探索衔接现代农业对正规

信贷可获得性的直接影响;其次,检验增收机制和增

信机制的存在性,以期为揭示传统小农户向现代小

农户变迁如何改变其正规信贷市场“弱势”地位提供

经验证据。

1 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影响正规信贷可获

得性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首先,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出发,信贷供给方与小

农户进行信贷交易面临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而正规信贷配给可视为信贷供给方对农村信贷市场

信息不足作出的理性反应[22]。囿于大部分小农户

欠缺法律意义上合格抵质押物和规范的财务报表等

“硬信息”且“软信息”在熟人圈层外的显示机制不

足,正规信贷机构面临信息采集不充分与信息真实

性甄别难的问题。同时,基于有限信息难以准确评

估小农户的风险特征和防范其道德风险行为,正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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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机构对小农户还款能力的不确定性提高,进而

采取信贷配给策略以规避风险损失。小农户依托合

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农业服务组织等组织载体衔接

现代农业,有利于形成产品或服务订单契约信息和

实际交易信息等“硬信息”显示与传递机制,同时发

挥组织载体的“软信息”枢纽作用,降低信息不对称,
进而提高小农户的正规信贷可获得性[23]。小农户

与不同组织载体的交易程度加深,也有利于进一步

拓宽信息传递渠道。不同组织载体与小农户的社会

互动频率、交易信息积累程度存在差异,同时不同组

织载体与正规信贷供给方的信贷交易经历和信息传

递强度也存在差异,因而不同衔接方式对小农户的

正规信贷可获得性的作用存在异质性。
其次,根 据 预 期 收 入 理 论 (Theanticipated

incometheory)的观点,信贷供给方的资产流动性

取决于借款需求方的预期收入,而非信贷期限和资

产可转换性[24],即对信贷供给方而言,预期收入是

需求者还款能力的重要体现。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

的过程是一个价值创造与价值获取的过程。价值创

造体现在提高要素资源和组织资源在现代农业产业

价值链的利用效率,价值获取在于促使小农户掌控

生产要素或产品的标准制定与定价权[25]。小农户

实现价值创造与价值获取均有利于提高正规信贷供

给方对其产生稳定收入的预期,进而提高其正规信

贷可获得性。小农户与不同组织载体合作,产生的

价值创造与价值获取效果不同,进而对其正规信贷

可获得性产生差异化影响。
结合信息不对称理论与预期收入理论的分析,

提出假说1和假说2。
假说1: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有助于提高其正

规信贷可获得性。
假说2:不同衔接方式和衔接广度对小农户正

规信贷可获得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小农户依托组织载体,引入现代农业经营管理

模式,可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拓宽销

售渠道等作用达到增加收入的效果。在生产环节,
化肥、农药、种子等生产资料的统一标准与统一采购

以及土地资源的集约化经营,有助于形成规模经济,
实现生产经营及其相关服务规模化和农户组织

化[17],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26]。在产品销

售环节,产业链延伸和完善有利于提高农产品附加

值,统一销售更易于形成品牌效应和稳定市场价格,
同时依托于组织载体的社会资本优势,产品销售渠

道更广,有助于提高销售收入及其稳定性。因此,小
农户衔接现代农业具有增收效应[27],而收入状况的

改善能缓解正规信贷约束[28]。基于此,提出假说3。
假说3:衔接现代农业能通过增收机制提高小

农户的正规信贷可获得性。
小农户依托组织载体融入现代农业,参与农业

产业链的形成与延伸,通过重复交易互动容易强化

信任基础和形成信用共同体,从而获得农业价值链

金融的机会。“组织载体+小农户+银行机构”联合

贷款模式属于外置型农业价值链金融的一种表现形

式,将位于农业产业链上不同环节的组织载体和农

户所形成的交易关系、业务往来、资金结算活动作为

利益“捆绑”和信用共同体的基础。这有助于强化社

会网络联结和发挥内在增信功能,激励银行机构满

足产业链各环节参与主体的融资需求[29],从而促使

金融要素与农业产业链融合发展,缓解小农户的融

资约束。在地方实践中,小农户与组织载体进行联

合确实发挥了增信效应。例如,广州农商行推出的

“订单农业质押贷款”产品,向从事订单农业生产的

农户发放贷款,由农产品收购企业为农户提供担保;
湖南省沅陵县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农商行)与王

家岭蛋鸡养殖合作社于2021年6月签订了“乡村振

兴卡”合作协议,由农商行向合作社提供享受优惠利

率的500万元预授信贷款额度,然后合作社根据社

员的产业发展状况对社员进行筛选后,向农商行提

图1 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的行为对其正规信贷可获得性的影响机制

Fig.1 Influencingmechanismofsmallholders’behaviorinconnectingto
modernagricultureontheirformalcreditavail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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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贷款社员推荐名单并为社员提供担保。一旦出现

因蛋鸡滞销或者病害导致的贷款逾期现象,合作社

可通过将社员养殖在合作社鸡舍中的蛋鸡进行统一

销售或者向保险公司申请赔付的方式获取资金。合

作社与社员间的交易关系紧密,比农商行具有更强

的信息甄别能力和社员资产处置优势,所以组织载

体在小农户与正规信贷机构间搭建了增信机制,有
助于提升小农户的正规信贷可获得性。

假说4:衔接现代农业能通过增信机制提高小

农户的正规信贷可获得性。

2 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影响正规信贷可获

得性的实证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数据来源于2019年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课题组开展的“中国农村普惠金融调查”。该调查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从中国东、中和西部分别随机

抽取一个省份,并根据省内各县市的经济发达情况

进行高、中、低分类,最后采取分层抽样方法确定调

研地区,包括东部地区的山东省安丘、寿光和高密

市,中部地区的河南省孟津、方城和汤阴县,以及西

部地区的贵州省务川、大方和福泉县,并对农村居民

进行随机入户调查获得问卷1733份。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小农户,在进行样本筛选

前需要明确“小农户”的定义与量化标准。“小农户”

(Smallholder)是 恩 格 斯 经 典 界 定 的 “小 农”
(Peasant)概念中生产力水平纬度的独立反映,更强

调家庭经营本质[30]。小农户基于家庭经营土地面

积角度的量化标准尚未统一,其中中国的官方统计

一般将农地面积在3.33hm2 以下的农户称为小农

户[15],而世界银行在2008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将土

地经营规模在2hm2 以下的农户界定为小农户[31]。
为保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将农地面积在

3.33hm2 以下作为小农户的初始衡量标准,并将世

界银行标准作为稳健性检验的讨论内容。在剔除实

证模型中所涉及变量存在异常值和缺失值的样本后,
考虑到信贷行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进一步剔除了年

龄低于18岁和高于60岁的样本,最终样本量为794。

2.2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正规信贷获得。本研究关注的

问题是小农户的正规信贷可获得性,但是正规信贷

渠道的选择是小农户获得正规信贷的前置条件。为

避免样本选择问题,借鉴周月书等[23]的研究,将正

规信贷渠道选择作为选择方程的被解释变量,将正

规信贷获得作为结果方程的被解释变量。其中,正
规信贷渠道选择使用“是否有正规信贷需求”来表

征,若有正规信贷需求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

“0”;正规信贷获得使用“是否从银行或农信社获得

贷款”来表示,若回答“是”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

“0”。由表1可知,约有46.47%的小农户具有正规

表1 样本小农户的正规信贷行为表现

Table1 Formalcreditbehaviorofsamplesmallholders

指标       
Item       

人数

Numberofpeople

占比/%
Proportion

具有正规信贷需求

Haveformalcreditneeds
369 46.47

获得正规信贷

Accessformalcredit
204 25.69

  其中各类型信贷用途占比/%
  Proportionofvarioustypesofcredit

    农业生产经营

    Agriculturalproductionandmanagement
33.71

    工商业生产经营

    Industrialandcommercialproductionandoperation
26.97

    汽车贷款Carloan 2.81

    其他贷款 Otherloans 3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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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需求,但仅约有25.69%的小农户获得了正规

信贷。同时,小农户的正规信贷用途主要集中于非

生产经营用途,其次为农业生产经营。

2)核心解释变量:衔接现代农业。中国现代农

业以农业产业化作为主要途径,并在农业产业组织

转型过程中衍生出了不同的利益联结机制[32]。借

鉴韩喜艳等[33]的做法,根据利益联结主体的不同对

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的方式进行划分,包括加入合

作社实现资源整合和农民组织化的“合作社+农户”
模式,与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的“公司+农户”、“订单

农业”等模式以及与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合作的土

地托管模式[16]这3种方式。在此通过“是否加入合

作社?”、“是否与农业龙头企业合作?”、“是否加入了

土地托管?”这3个问题对小农户是否衔接现代农业

进行识别。若至少存在其中一种行为,说明小农户

存在衔接现代农业的行为,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

“0”。由表2可知,仅有8.31%的小农户存在衔接

现代农业的行为,其中以“合作社+农户”的方式居

多,其次是“社会化服务组织+农户”,而与农业龙头

企业合作的小农户占比仅为0.88%。

表2 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的不同方式

Table2 Differentwaysforsmallholderstoconnecttomodernagriculture

指标      
Item      

人数

Numberofpeople

占比/%
Proportion

衔接现代农业

Connecttomodernagriculture
66 8.31

不同类型衔接方式

Differenttypesofconnections

  合作社+农户

  Cooperativesandsmallholders
54 6.80

  农业龙头企业+农户

  Leadingagriculturalenterprisesandsmallholders
 7 0.88

  社会化服务组织+农户

  Socialserviceorganizationsandsmallholders
10 1.26

  3)控制变量。借鉴彭克强等[28]的研究,将个人

特征、家庭特征和县域特征进行控制,包括年龄、性
别、受教育年限、社会资本、是否获得非正规信贷、家
庭收入和县域固定效应,具体衡量指标如表3所示。
样本小农户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平均年龄为45.98
岁,女性占比约为47%,平均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婚
丧嫁娶礼金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约为

8%,约有20%的小农户获得非正规信贷。

2.3 实证模型构建

在实证分析衔接现代农业对小农户正规信贷可

获得性的影响时,既要关注小农户信贷渠道选择导

致的样本选择偏误问题,也要解决小农户是否衔接

现代农业这一行为可能存在测量误差等引致的内生

性问题。首先,在样本选择方面,正规信贷获得是两

种行为决策作用下的结果。第一个行为决策是小农

户是否偏好正规信贷渠道(选择方程),第二个行为

决策是偏好正规信贷渠道的小农户是否获得正规信

贷(结果方程)。当小农户由于个人资源禀赋等原因

而没有选择正规信贷渠道,使其正规信贷可获得性

的取值为0,则数据中存在大量因借款渠道选择导

致正规信贷可获得性取值为0的样本。而在实证分

析中,对剔除这部分农户后的样本直接使用Probit
模型估计是否衔接现代农业对正规信贷可获得性的

影响,容易忽略两种行为决策间的关系与差异,导致

样本选择偏误。其次,“衔接现代农业”可能存在测

量误差,引致内生性问题。为同时解决借贷渠道选

择导致的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和“衔接现代农业”变量

测量误差导致的潜在内生性问题,借鉴孙光林等[34]

和 Wooldridge[35]的 方 法,采 用 基 于 工 具 变 量 的

Heckman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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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变量度量方法与描述性统计

Table3 Variablemeasurementmethodsanddescriptivestatistics

变量类型  
Variabletype  

变量名称

Variablename

度量方法

Measurement

均值

Mean

标准差

SD

被解释变量

Explainedvariable

正规信贷获得

Formalcreditavailability

是否从银行或农信社获得贷款?

是=1,否=0
0.26 0.44

正规借贷渠道选择

Formalcreditchannelchoice

是否有正规信贷需求? 是=1,否=0 0.46 0.50

核心解释变量

Coreexplanatory
variable

衔接现代农业

Connecttomodernagriculture

通过“是否加入合作社?”、“是否与农业龙头企

业合作?”、“是否加入了土地托管?”这三个问

题进行识别,若至少参与其中一种,说明小农

户存在衔接现代农业的行为,赋值为1,否则赋

值为0。

0.08 0.28

工具变量

Instrumentvariable

城镇化率

Urbanizationrate

县域层面的城镇化率/% = 城镇常住人口占

县域总人口×100%
50.11 9.08

识别变量

Identifyvariable

了解银行贷款

Understandbankingloans

“对银行贷款的条件和程序了解吗?”1.完全不

了解;2.不 是 很 了 解;3.了 解;4.比 较 了 解;

5.非常了解

2.56 1.35

中介变量

Mediatingvariable

家庭收入

Householdincome

低收入组=1,中低收入组=2,中等收入组=3,

中高收入组=4,高收入组=5
3.11 1.35

信用评级Creditrating “您是否受到过银行的信用评级?”是=1;否=0 0.45 0.50

年龄 Age 数值表示受访时的年龄 45.98 9.53

女性Female 是=1,否=0 0.47 0.50

受教育年限 Education 数值表示在学校学习的年数 8.46 2.93

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 婚丧嫁娶礼金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 0.08 0.13

其他变量

Othervariables

非正规信贷获得

Informalcreditavailability

是否向其他人或机构借过钱? 是=1,否=0 0.20 0.40

县域County 使用1~9对9个样本县进行编号 5.19 2.65

劳动力规模

Scaleoflaborforce

家庭劳动力人数 2.79 1.32

农业经营管理能力

Agriculturalmanagementability

是否有过农业受损经历? 是=1,否=0 0.47 0.50

西部地区 Westernarea 是否属于西部地区? 是=1,否=0 0.43 0.50

观测值 Observations 794

  本研究选取县域层面的城镇化率作为“衔接现

代农业”的工具变量。一方面,县域城镇化率与小农

户衔接现代农业的行为决策具有相关性。乡村劳动

力向城镇迁移进程的加快,促使乡村农用土地资源

释放和生产要素重组,农业经营体系发生变革[36]。
传统小规模、细碎化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经营模式面

临生存压力,同时家庭内部成员的农业经营者身份

代际传递难以实现,推动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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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衔接。另一方面,县域层面的城镇化率不会直

接影响单个农户的正规信贷可获得性,符合外生性

条件。
将基于工具变量的 Heckman模型分析分为两

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衔接现代农业”核心解释变量

对工具变量“城镇化率”和其他外生解释变量进行

Probit回归,得到“衔接现代农业”的拟合值。对应

的工具变量回归方程表达式为:

Probit(linkupi)=a1+a2cityratei+a3X+εi

(1)

linkup*i =a*
1 +a*

2cityratei+a*
3X (2)

式中:i为第i 位小农户;linkupi 为核心解释变量

“衔接现代农业”,若衔接,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是二值变量;linkup*i 为第i位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

的概率的拟合值;cityratei 为第i位小农户所在县

域的城镇化率(工具变量);X 为控制变量;εi 为随机

扰动项;a*
1 、a*

2 和a*
3 分别为常数项、工具变量和控

制变量的估计系数。
第二阶段是使用 Heckman两步法,对衔接现

代农业影响正规信贷渠道选择(选择方程)与正规信

贷获得(结果方程)进行估计。其中,第一步,构建如

式(3)所示的选择方程,将正规信贷渠道选择作为被

解释变量,“衔接现代农业”的拟合值、控制变量和残

差作为解释变量,进行Probit回归。

Probit(loandemandi)=b1+b2linkup*i +b3X+μi

(3)
式中:loandemandi 为第i位小农户的正规信贷渠道

选择,若存在正规信贷需求,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

0。为有效识别选择方程,控制变量 X 中需包含一

个只影响正规信贷渠道选择而不影响正规信贷获得

的变量。农户对银行贷款的条件和程序的了解程度

会影响其主观信贷渠道选择,但不会直接影响银行

的客观信贷决策,可作为识别变量。判断和纠正信

贷渠道选择带来的样本选择问题,需计算逆米尔斯

比(IMR),并将此纳入结果方程进行控制。
第二步,构建如式(4)所示的结果方程,将正规

信贷获得作为被解释变量,对“衔接现代农业”的拟

合值、控制变量、IMR和残差进行Probit回归。

Probit(getloani)=
c1+c2linkup*i +c3X+c4IMR+vi (4)

式中:getloani 为 第i位 小 农 户 是 否 获 得 正 规 信

贷,若获得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vi 为随机扰

动项。c2 为解决“衔接现代农业”的内生性问题和

样本选择问题后的估计量,反映小农户衔接现代

农业对其正规信贷获得的影响结果。当IMR的

估计系数c4 显著时,说明存在样本选择问题,使
用 Heckman两 步 法 比 单 独 对 结 果 方 程 进 行

Probit回归更有效。
由于在基于工具变量的 Heckman模型中的

式(1)和(3)的被解释变量均为二值变量,不能使用

IV-Probit模型进行第一阶段回归,因此借鉴张景娜

等[37]的研究,采用加入工具变量的条件混合估计方

法(CMP)进行估计①,即基于工具变量的 Heckman
模型实质上采用CMP-Heckman两步法进行参数

估计。为 考 察 基 于 工 具 变 量 的 Heckman 模 型

(CMP-Heckman)的适用性,基准回归中增加了仅

考虑样本选择问题的 Heckman模型估计和仅考虑

“衔接现代农业”内生性问题的CMP模型估计进行

对比分析。

3 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影响正规信贷可获

得性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衔接现代农业影响正规信贷可获得性的基准

回归

使用方差膨胀因子法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得
到 MeanVIF=1.10,远小于5,说明不存在多重共

线性问题。基准回归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包含了

仅考虑“衔接现代农业”内生性问题的CMP模型、
仅考虑样本选择问题的 Heckman模型以及同时考

虑内生性问题和样本选择问题的基于工具变量的

Heckman模型估计结果。逆米尔斯比率(IMR)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存在样本选择问题。
工具变量城镇化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正向

影响衔接现代农业,同时atanhrho_12不显著,说明

有充分理由接受“衔接现代农业”不存在内生性问题

的原假设。所以,采用 Heckman模型进行基准回

归更有效。由 Heckman模型结果方程的估计结果

可知,衔接现代农业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正

向影响正规信贷获得,说明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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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IV-Probit模型只能解决内生变量为连续变量的情形,而“衔接现代农业”是二值变量,因此本研究借鉴张景娜等[37]采用条件混

合估计方法(CMP)加入工具变量,解决“衔接现代农业”内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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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高正规信贷可获得性的微观效应,假说1成立。
在控制变量方面,受教育年限、社会资本和家庭收入

的增加均有利于提升正规信贷可获得性,同时非正

规信贷对正规信贷具有替代作用。

表4 是否衔接现代农业影响正规信贷获得性的估计结果

Table4 Estimatedresultsofwhetherconnectingtomodernagricultureaffectstheavailabilityofformalcredit

变量   
Variable   

CMP模型 Heckman模型 CMP-Heckman模型

正规借贷

渠道选择

Formal
credit
channel
choice

正规信贷

获得

Formal
credit

availability

正规借贷

渠道选择

Formal
credit
channel
choice

正规信贷

获得

Formal
credit

availability

正规借贷

渠道选择

Formal
credit
channel
choice

正规信贷

获得

Formal
credit

availability

衔接现代农业

Connecttomodernagriculture
-0.36
(1.46)

1.42*

(0.73)
-0.32*

(0.17)
1.90***

(0.37)
-0.30
(1.49)

1.64***

(0.54)

年龄(对数)

Age(log)
-0.19
(0.21)

-0.78***

(0.21)
-0.07
(0.21)

-0.48
(0.38)

-0.07
(0.21)

-0.31
(0.37)

女性

Female
0.03
(0.09)

-0.02
(0.10)

0.12
(0.10)

-0.14
(0.17)

0.12
(0.10)

-0.05
(0.16)

受教育年限(对数)

Education(log)
-0.24**

(0.11)
-0.21*

(0.11)
-0.27**

(0.11)
0.92***

(0.21)
-0.27**

(0.11)
0.88***

(0.21)

社会资本

Socialcapital
-0.44
(0.36)

0.00
(0.36)

-0.47
(0.37)

2.35***

(0.62)
-0.47
(0.37)

1.89***

(0.59)

非正规信贷

Informalcreditavailability

0.70***

(0.12)
0.21*

(0.12)
0.73***

(0.12)
-2.80***

(0.31)
0.73***

(0.12)
-2.55***

(0.30)

家庭收入

Householdincome
0.04
(0.04)

0.15***

(0.04)
0.01
(0.04)

0.20***

(0.06)
0.01
(0.04)

0.19***

(0.06)

县域

County

-0.07***

(0.02)
-0.05***

(0.02)
-0.06***

(0.02)
0.24***

(0.04)
-0.06***

(0.02)
0.14***

(0.04)

是否了解银行贷款(识别变量)

Understandbankingloans
0.19***

(0.04)
0.19***

(0.04)

逆米尔斯比率(IMR)

InverseMillsratio
-6.39***

(0.65)
-5.57***

(0.59)

常数项

Constant
1.30
(0.87)

2.42***

(0.90)
0.40
(0.90)

4.01**

(1.57)
0.41
(0.90)

5.68***

(1.79)

第一阶段

Firststage

县域城镇化率(IV)

Urbanizationrate
0.02***

(0.01)
0.02***

(0.01)
0.02***

(0.01)

atanhrho_12
0.05
(0.74)

-0.81
(0.56)

-0.01
(0.74)

观测值 Observations 794 794 794 369 794 369

  注:①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② ***、**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下同。

Note:① Thenumbersinparenthesesarestandarderrors.② ***,** and*indicatesignificantatthe1%,5%,and10%

significantlevels,respectively.Thesame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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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不同衔接方式和衔接广度对小农户正规信贷

可获得性的影响

根据利益联结主体的不同,将小农户衔接现代

农业的方式划分为合作社带动型、龙头企业带动型

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带动型3种衔接方式。对比

分析不同衔接方式对正规信贷可获得性的影响发现

(表5),合作社带动型、龙头企业带动型以及社会化

服务组织带动型衔接方式均有助于提高小农户获得

正规信贷的概率。其中龙头企业带动型衔接方式所

产生的促进作用最强,而合作社带动型衔接方式的

促进作用最弱。可能的原因在于,龙头企业带动型

衔接方式具有契约式交易、担保实力强等主要特征,
更有利于稳定小农户在产业链上的交易关系和收入

来源,形成更强的还款承诺。

表5 不同衔接方式和衔接广度影响小农户正规信贷可获得性的估计结果

Table5 Estimatedresultsofdifferentconnectionmethodsandconnectionbreadth
affectingsmallholders’availabilityofformalcredit

变量    
Variable    

Heckman模型 CMP-Heckman模型 Heckman模型

正规借贷

渠道选择

Formal
credit
channel
choice

正规信贷

获得

Formal
credit

availability

正规借贷

渠道选择

Formal
credit
channel
choice

正规信贷

获得

Formal
credit

availability

正规借贷

渠道选择

Formal
credit
channel
choice

正规信贷

获得

Formal
credit

availability

合作社带动型

Cooperativesdriven
-0.09
(0.07)

0.13**

(0.05)

龙头企业带动型

Leadingenterprisesdriven
-0.35
(0.23)

0.39**

(0.18)

社会化服务组织带动型

Socialserviceorganizationsdriven
-0.04
(0.16)

0.31***

(0.11)

衔接广度

Breadthofconnection
-0.50
(0.54)

0.47***

(0.14)
-0.11**

(0.06)
0.46***

(0.08)

控制变量Controlvariable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是否了解银行贷款(识别变量)

Understandbankingloans
0.07***

(0.01)
0.19***

(0.04)
0.07***

(0.01)

逆米尔斯比率(IMR)

InverseMillsratio
-1.03*** -1.17***

(0.10)
-1.56***

(0.09)

第一阶段

Firststage

县域城镇化率(IV)

Urbanizationrate
0.02***

(0.01)

atanhrho_12
0.11
(0.30)

观测值 Observations 794 369 794 369 794 369

  注:为便于比较不同衔接方式的促进作用差异,表中括号外的估计系数为平均边际效应。

Note:Inordertocomparethefacilitationeffectsofdifferentconnectionmethods,theestimatedcoefficientsoutsidetheparenthesesin

tablearetheaveragemarginal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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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广度反映小农户衔接方式的多元化,所采用的

衔接方式种类越多,衔接广度越明显。使用基于工

具变量的Heckman模型对衔接广度与正规信贷可

获得性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第一阶段工具

变量回归方程中,工具变量城镇化率显著正向影响

衔接 广 度,符 合 工 具 变 量 的 相 关 性 条 件,同 时

atanhrho_12参数不显著,有充分理由说明“衔接广

度”不存在内生性问题。在结果方程中,逆米尔斯比

率(IMR)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为-1.17,说明

存在样本选择偏误,进而采用 Heckman模型分析

衔接广度对正规信贷可获得性的影响。结果表明,
对有正规信贷需求的小农户而言,衔接现代农业的

广度提升,有助于提高其正规信贷可获得性。

3.3 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通过更换“小农户”样本筛选标准、更换

“衔接现代农业”的度量指标和反向因果关系检验进

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3.3.1 将“小农户”的量化标准更换为农地面积在

2hm2 以下的世界银行标准

使用世界银行的“小农户”标准对样本进行重新

筛选,剔除农地面积大于2hm2 的样本后纳入基准

回归分析的样本量为790,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
衔接现代农业显著正向影响小农户的正规信贷获

得,与前述结论一致,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表6 “小农户”世界银行标准的基准回归估计结果

Table6 BenchmarkregressionestimatesusingWorldBankstandardsforsmallholders

变量    
Variable    

CMP模型 Heckman模型 CMP-Heckman模型

正规借贷

渠道选择

Formal
credit
channel
choice

正规信贷

获得

Formal
credit

availability

正规借贷

渠道选择

Formal
credit
channel
choice

正规信贷

获得

Formal
credit

availability

正规借贷

渠道选择

Formal
credit
channel
choice

正规信贷

获得

Formal
credit

availability

衔接现代农业

Connecttomodernagriculture
-0.37
(1.47)

1.40*

(0.75)
-0.32*

(0.17)
1.90***

(0.38)
-0.29
(1.52)

1.55***

(0.55)

控制变量Controlvariable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是否了解银行贷款(识别变量)

Understandbankingloans
0.19***

(0.04)
0.19***

(0.04)

逆米尔斯比率(IMR)

InverseMillsratio
-6.45***

(0.65)
-5.65***

(0.60)

常数项

Constant
1.22
(0.87)

2.31**

(0.90)
0.32
(0.91)

4.04**

(1.60)
0.32
(0.91)

5.59***

(1.83)

第一阶段

Firststage

县域城镇化率(IV)

Urbanizationrate
0.02***

(0.01)
0.02***

(0.01)
0.02***

(0.01)

atanhrho_12
0.05
(0.74)

-0.79
(0.57)

-0.01
(0.76)

观测值 Observations 790 790 790 367 790 367

3.3.2 更换“衔接现代农业”的度量指标

借鉴周月书等[23]的研究,只考虑小农户与合作

社或者龙头企业进行合作的情形,使用小农户是否

参与“小农户+合作社”模式、“小农户+龙头企业”
模式或“小农户+合作社+龙头企业”模式作为“衔
接现代农业”的度量指标,若至少参与其中一种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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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将更换后的该指标纳

入基准回归分析,得到如表7所示的估计结果。衔

接现代农业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正规

信贷获得,假说1仍然成立。

表7 更换核心解释变量度量指标的基准回归估计结果

Table7 Benchmarkregressionestimationresultsforreplacingthemeasurementofthecoreexplanatoryvariable

变量    
Variable    

CMP模型 Heckman模型 CMP-Heckman模型

正规借贷

渠道选择

Formal
credit
channel
choice

正规信贷

获得

Formal
credit

availability

正规借贷

渠道选择

Formal
credit
channel
choice

正规信贷

获得

Formal
credit

availability

正规借贷

渠道选择

Formal
credit
channel
choice

正规信贷

获得

Formal
credit

availability

衔接现代农业(新)

Connecttomodernagriculture(new)
-0.25
(1.77)

1.70***

(0.58)
-0.30
(0.18)

1.58***

(0.38)
-0.08
(2.02)

1.46***

(0.52)

控制变量Controlvariable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了解银行贷款(识别变量)

Understandbankingloans
0.19***

(0.04)
0.19***

(0.04)

逆米尔斯比率(IMR)

InverseMillsratio
-6.39***

(0.65)
-6.52***

(0.66)

常数项

Constant
1.36
(0.87)

2.39***

(0.88)
0.46
(0.90)

3.60**

(1.56)
0.45
(0.90)

5.99***

(1.83)

第一阶段

Firststage

县域城镇化率(IV)

Urbanizationrate
0.02***

(0.01)
0.03***

(0.01)
0.02***

(0.01)

atanhrho_12
0.01
(0.87)

-1.06*

(0.59)
-0.11
(0.99)

观测值 Observations 794 369 794 369 794 369

3.3.3 反向因果关系检验

为避免衔接现代农业与正规信贷获得之间存在

反向因果关系从而导致基准回归结果不稳健,本研

究将正规信贷获得作为解释变量,将“衔接现代农

业”作为被解释变量,使用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

析。结果表明(表8),正规信贷获得对小农户的衔接

现代农业行为没有显著影响,有充分理由认为衔接现

代农业与正规信贷获得之间不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小
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的正规信贷约束缓解作用稳健。

4 进一步讨论: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影响正

规信贷可获得性的作用机制与异质性分析

4.1 作用机制检验的结果分析

4.1.1 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存在增收效应

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和根本目

标。小农户依托组织载体衔接现代农业,改变其生

产经营方式,可能带来增收效应。将家庭收入作为

被解释变量,实证分析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的行为

对其家庭收入的影响,以验证增收效应的存在性。
由于家庭收入的取值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

入、中 高 收 入 和 高 收 入 这 5 个 等 级,适 合 使 用

Oprobit模型进行估计。由表9的 Oprobit模型回

归结果可知,衔接现代农业的行为在1%的显著水

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家庭收入,说明小农户衔接现代

农业存在明显的增收效应。考虑到“衔接现代农业”
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进一步使用基于工具变量的

O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克服内生

性问题的情况下,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的增收效应

仍然成立。已有研究证实了家庭收入的增加有助于

缓解正规信贷约束[28],所以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的

行为能通过增收机制提高其正规信贷可获得性,假
说3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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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采用Probit模型进行反向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

Table8 TestresultsofreversecausalityusingProbitmodel

变量    
Variable    

衔接现代农业Connecttomodernagriculture

未加入控制变量

Controlvariablesnotadded
加入控制变量

Controlvariablesadded

正规信贷获得

Formalcreditavailability
-0.04
(0.15)

-0.02
(0.16)

控制变量Controlvariables 未控制 控制

常数项

Constant
-1.37***

(0.07)
-7.07***

(1.51)

观测值 Observations 794 794

表9 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影响正规信贷获得的增收机制检验

Table9 Testofincome-increasingmechanismofsmallholders’connectionto
modernagricultureaffectingavailabilityofformalcredit

变量    
Variable    

家庭收入 Householdincome

Oprobit模型 基于工具变量的Oprobit模型

衔接现代农业

Connecttomodernagriculture
0.50***

(0.14)
1.78***

(0.24)

年龄(对数)
Age(log)

-0.70***

(0.17)
-0.66***

(0.16)

女性

Female
-0.15**

(0.08)
-0.13*

(0.07)

受教育年限(对数)
Education(log)

0.28***

(0.09)
0.27***

(0.08)

社会资本

Socialcapital
-0.08
(0.29)

-0.04
(0.27)

非正规信贷

Informalcreditavailability
-0.24**

(0.09)
-0.21**

(0.09)

县域

County
0.04***

(0.02)
0.02*

(0.01)

/cut1
-3.07***

(0.71)
-2.83***

(0.67)

/cut2
-2.31***

(0.71)
-2.13***

(0.66)

/cut3
-1.73**

(0.71)
-1.59**

(0.66)

/cut4
-1.11
(0.71)

-1.00
(0.66)

第一阶段

Firststage

县域城镇化率(IV)
Urbanizationrate

0.03***

(0.01)

atanhrho_12
-0.85***

(0.25)

观测值 Observations 794 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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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存在增信效应

组织载体在小农户与正规金融机构间充当了信

息中介的角色,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同时,小农

户与组织载体间形成较稳定的交易关系,为其信贷

交易提供了较强的还款承诺,均有利于提升正规金

融机构对小农户的信用评价,即小农户衔接现代农

业可能存在增信效应。使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

衔接现代农业对信用评级的影响,以验证增信效应

的存在性。回归结果显示(表10),衔接现代农业

在10%的显著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小农户获得信

用评级的概率,说明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存在明

显的增信效应。考虑到“衔接现代农业”可能存在

内生性问题,进一步使用基于工具变量的Probit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衔接现代农业行为的增

信效应仍然成立。已有研究验证了信用评级有助

于缓解正规信贷配给[13],所以小农户衔接现代农

业影响正规信贷获得的增信机制成立,假说4得

到验证。
综上所述,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有利于提高其

家庭收入和信用评级概率,进而提升其正规信贷可

获得性,增收机制和增信机制存在,假说3和4
成立。

表10 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影响正规信贷获得的增信机制检验

Table10 Testofcredit-enhancingmechanismofsmallholders’connectionto
modernagricultureaffectingavailabilityofformalcredit

变量    
Variable    

信用评级Creditrating

Probit模型 基于工具变量的Probit模型

衔接现代农业

Connecttomodernagriculture
0.30*

(0.17)
1.53***

(0.55)

年龄(对数)

Age(log)
-1.06***

(0.21)
-1.00***

(0.21)

女性

Female
-0.44***

(0.09)
-0.42***

(0.09)

受教育年限(对数)

Education(log)
0.03
(0.11)

0.02
(0.11)

社会资本

Socialcapital
0.86**

(0.36)
0.82**

(0.34)

非正规信贷

Informalcreditavailability

-0.05
(0.12)

-0.04
(0.11)

县域

County

-0.09***

(0.02)
-0.09***

(0.02)

常数项

Constant
4.45***

(0.87)
4.15***

(0.87)

第一阶段

Firststage

县域城镇化率(IV)

Urbanizationrate
0.02***

(0.01)

atanhrho_12
-0.76
(0.49)

观测值 Observations 794 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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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劳动力规模、农业经营能力和地理区位的影响

异质性分析

衔接现代农业对正规信贷可获得性的影响效果

可能受小农户的要素资源禀赋和自然资源禀赋影响

而呈现出差异化作用。为进一步探讨该影响效果的

群体差异和地区差异,以劳动力规模、农业经营能力

和是否位于西部地区这3个变量分别表征要素资源

禀赋和自然资源禀赋,并借鉴谢宇的方法[38],在基

准回归的 Heckman结果方程基础上,添加这些变

量的一次项及其与“衔接现代农业”的交互项进行异

质性分析(表11)。其中,劳动力规模使用家庭劳动

力人数进行度量;农业经营能力使用“是否有过农业

受损经历”进行度量,若有农业受损经历说明农业经

营能力较弱,反之说明农业经营能力较强。“衔接现

代农业×劳动力规模”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衔接

现代农业×农业经营受损”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衔接现代农业×西部地区”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劳动力规模较大、农业经营能力较强和位于西

部地区的小农户通过衔接现代农业的方式更有利于

提升其正规信贷可获得性。可能的原因在于,劳动

力资源禀赋较强的小农户,在组织载体的帮助下更

容易掌握现代化的生产管理技术和拥有更强的市场

经济适应能力,从而使其在正规信贷市场的可置信

度更明显。同时,在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小农户增收

能力的提升对组织载体的依赖更强,衔接现代农业

带来的正规信贷约束缓解作用更突显。

表11 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影响正规信贷获得的异质性分析估计结果

Table11 Estimatedresultsofheterogeneityanalysisontheimpactofsmallholders’

connectiontomodernagricultureonformalcreditavailability

变量   
Variable   

Heckman模型结果方程

正规信贷获得Formalcreditavailability

衔接现代农业

Connecttomodernagriculture
1.90***

(0.37)
3.31***

(0.68)
1.31***

(0.41)

劳动力规模

Scaleoflaborforce
0.45***

(0.09)

衔接现代农业×劳动力规模

Connecttomodernagriculture×
Scaleoflaborforce

0.70*

(0.40)

农业经营受损

Agriculturaloperationdamage
-0.43**

(0.17)

衔接现代农业×农业经营受损

Connecttomodernagriculture×
Agriculturaloperationdamage

-2.02***

(0.78)

西部地区

Westernarea
-2.33***

(0.39)

衔接现代农业×西部地区

Connecttomodernagriculture×
Westernarea

2.33**

(0.92)

年龄(对数)

Age(log)
-0.86**

(0.39)
-0.42
(0.39)

-2.03***

(0.44)

女性

Female
-0.14
(0.17)

-0.16
(0.17)

-0.41**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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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续)

变量   
Variable   

Heckman模型结果方程

正规信贷获得Formalcreditavailability

受教育年限(对数)

Education(log)
1.04***

(0.22)
0.92***

(0.22)
0.91***

(0.22)

社会资本

Socialcapital
2.12***

(0.64)
2.35***

(0.63)
3.44***

(0.71)

非正规信贷

Informalcreditavailability

-2.98***

(0.32)
-2.84***

(0.31)
-3.10***

(0.35)

家庭收入

Householdincome
0.08
(0.07)

0.19***

(0.06)
0.16**

(0.06)

县域

County

0.26***

(0.04)
0.24***

(0.04)
0.16***

(0.04)

逆米尔斯比率(IMR)

InverseMillsratio
-6.87***

(0.69)
-6.46***

(0.65)
-7.99***

(0.87)

常数项

Constant
6.04***

(1.65)
4.24***

(1.62)
13.04***

(2.22)

观测值 Observations 369 369 369

5 研究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2019年欠发达地区农村普惠金融

调查数据,以小农户为研究对象,从是否衔接、不同

衔接方式、衔接广度3个维度实证分析了衔接现代

农业对其正规信贷可获得性的直接影响,并考察了

增收机制和增信机制的间接作用以及小农户资源禀

赋的异质性。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有助于提升其正规

信贷可获得性;
第二,不同衔接方式对正规信贷可获得性的影

响呈现出差异化作用,其中龙头企业带动型衔接方

式的促进作用最强;
第三,衔接广度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小农户的正

规信贷可获得性;
第四,衔接现代农业可通过增收机制和增信机

制缓解正规信贷约束;
第五,当小农户的劳动力资源充足、农业经营能

力较强和位于西部地区时,衔接现代农业的行为更

易于发挥缓解正规信贷约束的作用。

5.2 政策建议

为进一步提升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小农户

的金融获得感和生活幸福感,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地方政府部门积极发挥引导作用,通过政

策支持和开展人力资本培训等方式强化小农户融入

现代农业的意识,特别是将位于欠发达西部地区、劳
动资源较充足和经营能力较强的小农户培育成具有

新发展理念和合作精神的新型职业农民;
第二,创新小农户、组织载体与金融机构的利益

联结模式,发挥多元化组织载体的资源整合、信息中

介和信任桥梁的作用,切实降低农村信贷市场的信

息不对称程度,提升金融机构的金融供给积极性;
第三,增强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和农业服务组

织管理者的社会责任感和乡村振兴使命感,带动小

农户融入农业产业链发展,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第四,重点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完善小农户与龙

头企业合作的激励机制,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助
推小农户与龙头企业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释
放增收效应和增信效应,可持续地提高小农户的正

规信贷可获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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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延伸性讨论

本研究基于利益联结主体异质性视角,将研究

问题的侧重点定位于小农户是否与组织载体进行衔

接(是否衔接)、与什么组织载体进行衔接(衔接方

式)以及与多少种类型的主体进行衔接(衔接广度)
能否缓解其所面临的正规信贷约束。精准度量小农

户衔接现代农业的程度并从衔接程度角度研究小农

户衔接现代农业对正规信贷可获得性的影响是值得

后续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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