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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新疆兵团农户调查为基础 ,研究了在新疆兵团特殊的金融供给制度下农户借贷行为特征 ,

并运用 TOBIT 模型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种植规模、农业支出、金融

供给制度对农户正规借贷具有正向影响 ,而地区差异则对其具有负向影响 ;种植规模、非农业经营支出、家

庭资产状况、子女教育支出、借款用途对农户非正规借贷具有正向影响 ,而非农业经营收入、受教育年限、

社会关系则对其具有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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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为了与以往的研究口径一致 ,本文将兵团职工简称为农户 ,但实际二者存在本质的区别。不同于传统农区的农户 ,兵团农户拥有非农

业户籍却从事农业生产 ,拥有企业职工身份却没有工资收入 (兵团事业单位除外) ,只在退休后领取养老保险金。

　　Pat rick [1 ]提出农村金融组织发展的两种模式 :

需求追随模式和供给领先模式。在农村经济发展的

不同阶段 ,这两种模式的使用存在最优顺序。在经

济发展的初级阶段 ,“供给领先”居主导地位 ,但其作

用会不断减弱 ,随着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进程的推

进 ,“需求追随”的作用将不断增强。在农户借贷方

面的应用体现为 :需求追随模式强调适应农户借贷

行为 ,供给领先模式倾向于诱导农户借贷行为。麦

金农和肖[2 ] 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也提出 ,发

展中国家农村金融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现象 ,它

是抑制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Acemoglu 和

Zilibot ti [3 ] 、Xu[4 ]提出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存在阶段性 ,只有经济总量达到一定的水平或金融

体系比较成熟时 ,前者才会对后者产生促进作用 ,否

则金融发展非但不会促进经济增长还有可能产生消

极作用。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

学者理论及实证研究的基础上 ,对我国农户借贷需

求行为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并涌现出大量的调

查研究成果。纵观国内外的研究文献 ,无论在理论

还是实证方面都已相当广泛和成熟 ,但总体上仍有

一些问题亟待进一步探讨。已有的研究大都限于对

落后农业经济与金融下的农户借贷行为、发达农业

经济与金融下的农户借贷行为的调查及研究 ,而对

于发达农业经济与落后金融条件下的农户行为调查

及研究甚少 ,将影响农户正规借款和非正规借款的

因素区别开来的研究也不多见 ,对于特殊经营管理

体制下的金融供给约束与特殊身份的农户借贷行为

的研究更是从未有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以下简称兵团)作为全国的

一个特例 ,是国家计划单列、党政军企合一的省级特

大型集团企业。2007 年 ,兵团总人口 258 万人 ,占

新疆总人口的 1213 %。团场作为农工商联合体是

其主要的组成单位 ,不同于传统农村地区 ,具有农业

企业的性质。兵团职工 (以下简称农户)作为兵团农

业生产经营的主体和农村金融市场的需求主体之

一 ,兼有农户与企业职工的双重身份①。团场农业

种植表现为大条田、大机械作业 ,农户长期承包土

地 ,经营方式为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产品、统一

收购、统一销售。团场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行政管

理体制和高度集约化的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体制决定

了团场在进行生产经营的同时 ,还承担辖区内公共

职能和“屯垦戍边”的政治职能。2004 —2006 年 ,兵

团棉花、粮食、油料、糖料等作物单产均居全国前茅 ,

人均耕地面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也一直居

全国前列 ,农业机械化、现代化总体发展水平在全国

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兵团农业总产值占兵团国民生

产总值的 3618 % ,农业既是兵团的基础产业 ,也是

兵团的优势产业和支柱性产业。兵团农牧团场也已

成为全国重要粮棉基地以及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发

展的重要区域 ,对新疆经济的发展和稳定起到了积

极的带动和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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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兵团农业经济跨越式发展和生产经营规模

化、多元化、市场化趋势的推进 ,借贷资金对农业及

团场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重要。然而 ,兵团至今没

有一家独立的金融机构法人主体 ,也没有其他的民

间金融组织形式 ,农业银行几乎是兵团范围内惟一

面向农户的金融供给主体。农业银行自 1992 年在

兵团设立分行并在各团场设立营业所以来 ,对团场
(企业)提供农业贷款和农牧团场职工生产经营性贷

款等信贷业务 ,基本形成“一团一所”独家垄断的经

营格局 ,发挥金融主渠道的作用。除个别边远团场

外 ,兵团所属县域内的农村信用社作为兵团辅助金

融机构 ,仅承担少数团场农户信贷服务。由于缺乏

可供选择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 ,缺乏有效的市场

竞争 ,农户只能接受现有的制度安排 ,其日趋强烈的

资金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 ,兵团农业经济的发展

受到极大影响。

兵团的特殊体制是市场经济中存在的特殊现

象 ,决定了团场在生产经营行为中不可能完全按市

场体系的规则要求进行运作 ,无论团场统货贷款 ,还

是农户贷款的利率确定 ,都受到当地师、团场的行政

干预 ,贷款定价缺乏应有的灵活性。随着兵团生产

经营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兵团较为发

达的农业经济与落后的农村金融体系并存的矛盾显

得更加突出。如何看待兵团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关

系 ? 如何看待特殊身份农户在特定经济环境下的借

贷行为 ? 本文认为 ,应当从兵团特殊金融供给制度

下特殊身份的农户借贷需求行为着手 ,分析影响农

户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的因素①,寻找农户借贷

需求的规律性、决定性因素 ,对深化兵团金融体制改

革、促进兵团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性

的探索。

1 　新疆兵团农户借贷行为特征

111 　被调查农户的基本概况

本文资料来源于 2008 年 8 月笔者对兵团农一

师、农三师、农六师、农八师等四个师 14 个团场农户

借贷现状的问卷调查。调查共获得样本 215 个 ,其

中有效样本 207 个 ,有效率达 9613 %。有效样本

中 ,2007 年有借款的农户 169 户 ,借贷率为 8116 %。

在借款农户中 ,从正规金融渠道借款的农户有 96

户 ,占总借款户的 5018 % ,从非正规渠道借款的农

户有 93 户 ,占总借款户的 4912 %。调查中 ,少数民

族农户占 1614 % ,汉族农户占 8316 % ,与兵团民族

人口分布的特点基本一致。北疆②农户占 5311 % ,

南疆农户占 4619 %。7417 %的农户以棉花种植为

主。

11111 　农户年龄及受教育程度

被调查农户中 31 ～ 40 岁之间的比重为

3218 % ,41～50 岁之间的比重为 5416 % ,51～60 岁

之间的比重为 1016 % ,30 岁及以下的年轻农户仅占

1 % ,60 岁以上的农户也只占 1 %。从事农业生产的

农户的平均年龄为 42183。由此表明 ,兵团农业生

产的主要劳动力大多是中壮年农户。见表 1。

表 1 　被调查农户的年龄分布情况

年龄段 户数 比重 % 年龄段 户数 比重 %

30 岁及以下 2 1 51～60 岁 22 1016

31～40 岁 68 321 8 60 岁以上 2 1

41～50 岁 113 541 6 合计 207 1001 0

　　数据来源 :由 2008 年农户调查数据整理而得。

　　被调查农户中 ,初中学历的占 5516 % ,小学及

文盲的占 2118 % ,高中学历的占 14 % ,大专以上学

历的占 618 % ,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9 年 ,农户整体受

教育程度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 2。

表 2 　被调查农户家庭户主受教育程度

指标 户数 比重 % 全国水平 %

文盲 2 11 0 61 6

小学 43 201 8 2614

初中 115 551 6 5218

高中 29 141 0 1015

中专或技校 4 11 9 21 4

大专或以上 14 61 8 11 3

合计 207 10010 1001 0

　　注 :全国水平数据来源于《2007 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11112 　家庭人口及经营规模

兵团农户家庭常住人口户均 3181 人 ,劳动力户

均 1193 人 ,均低于新疆及全国平均水平。北疆地区

家庭人口为 3 人以上的占 5019 % ,南疆地区则为

7211 % ,南疆农户家庭人口明显多于北疆。兵团农

户家庭户均经营土地面积 6013 亩 ,人均经营土地面

积为 1617 亩 ,远远高于全国水平。见表 3。

兵团 3712 %的农户家庭有小型拖拉机、收割机

等生产性固定资产 ,其原值价值平均为 1229511 元 ,

分别高于全国 (764711 元) 、东部地区 (843613 元) 、

中部地区 (706811 元) 以及西部地区 (730814 元)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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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农户借贷行为仅指农户借入资金的行为。农户借贷包括正规借贷和非正规借贷。其中 ,正规借贷仅指农户从农业银行和农村

信用社获得的各项贷款 ,非正规借贷仅指农户从民间获得的借款。

新疆兵团地域分布较广 ,自然条件、交通状况、经济发展程度等存在较大地区差异 ,通常以北疆和南疆来对其进行划分与比较。



平均水平。这表明 ,兵团农业生产的资本存量及农

业机械化程度均远远高于国内大多数发达地区。

表 3 　兵团农户家庭部分指标与新疆、全国的比较

指标 兵团 新疆 全国

家庭人口 (人/ 户) 3181 41 24 41 03

劳动力 (人/ 户) 1193 21 09 21 84

经营土地面积 (亩/ 人) 161 70 41 33 21 16

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 (元/ 户) 1229511 131041 7 76471 1

纯收入 (元/ 人)

　　家庭经营纯收入 (元/ 人)

76771 0

71591 1

318310

262517

41401 4

21931 7

　种植业收入 (元/ 人) 60241 7 194316 13031 8

生产性支出 (元/ 人) 14120 222618 14321 7

生活性支出 (元/ 人) 26011 0 235016 32231 9

　　数据来源 :兵团数据来源于 2008 年农户调查样本平均值 ,全国

及新疆数据来源于《2008 年中国统计年鉴》、《2008 年新疆统计年

鉴》。

11113 　农户收入及支出

虽然兵团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人均家庭经营

纯收入、人均种植业收入、人均生产性支出等指标都

远远高于新疆及全国水平 (见表 3) ,但兵团农户经

营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尽管相关

的农业保险已在兵团推广 ,但仍然难以有效地规避

自然风险。其大规模的土地经营一旦遭遇较大的自

然灾害 (如缺水严重、沙尘暴等)或市场价格波动 ,农

业生产将受到严重影响。

兵团土地的国家所有性质以及“兵团 (集团法

人) 、师 (市) 、团场 (企业法人)”三级管理体系 ,使得

团场必须实行农业高度集约化经营体制。这种特殊

的体制增加了团场政策性负担 ,造成集约化经营组

织内部的运营成本过高 ,对于农户经济而言 ,其经营

土地的收益除要自行消化生产成本外 ,还必须上缴

土地承包费 ,而团场亩均土地承包费已达到正常年

份亩均总产值的 30 %以上 ,远远高于传统农区农户

的负担 ,造成农户生产性支出远远高于全国大多数

地区 ,极大地压缩了农户经济的盈利空间。农户人

均生活性支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事实也反映出 ,

兵团农户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因为人均纯收入的虚高

而有所改善 ,虚高的收入可能更多地用于下一期的

农业生产的大额投资。而具有双重身份的兵团农

户 ,其收入水平远不及城镇企业职工。

11114 　农业生产经营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调查中发现 ,农户生产经营面临的主要问题

中 (见表 4 ) , 资金问题占 3118 % , 技术问题占

2616 % ,政策及风险问题分别占 1014 %、1612 %。

由此可以大致地判断 ,当前兵团农户面临的最大问

题还是资金短缺。而技术的应用也需要大量的资金

投入。总体上 ,资金短缺正是农户进行借贷的直接

诱因。兵团农户进行正规借贷 ,不同于其他农村地

区的农户直接支配所贷资金 ,而是通过团场财务统

一代扣、转账 ,用于支付农资费用等相应支出 ,其还

款也是由团场财务部门从农户年终生产所得收入中

统一代扣 ,兵团农户根本无法自由支配所贷资金。

此外 ,兵团农户多是在每年 3 月由团场代理银行统

一进行贷款 ,而在其农业收获季节急需资金雇用劳

动力时 ,又无法获得贷款。正如 Ahmed、Kennedy[5 ]

的结论 :“金融机构仅对农户提供农业生产贷款 ,农

户将无任何金融剩余 ,如果项目提供的资金允许农

户用于其他非农业用途 ,如消费或其他社会、医疗支

付 ,客观上讲提高农户的福利水平。此外 ,农户的贷

款需求具有时节性 ,允许农户根据自身情况最优化

选择信贷时机将提高其福利水平。”因此 ,从某种程

度上讲 ,兵团农户并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正规贷款 ,

兵团金融供给制度还存在诸多约束。

表 4 　农户生产经营面临的主要问题

问题 户数 比重 ( %)

技术 46 261 6

资金 55 311 8

劳动力 15 817

政策 18 101 4

市场风险 22 121 7

自然风险 6 315

其他 11 613

合计 173 1001 0

112 　兵团农户借贷行为特征

11211 　借贷意愿及困难

从表 5 可以看出 ,农户借贷意愿的渠道选择中 ,

有 8112 %的农户愿意从正规渠道借款 ,而只有

5018 %的农户真正获得了贷款。由此可以推断 ,还有

相当数量农户的正规借贷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
表 5 　农户借贷意愿的渠道选择

借款渠道 户数 比重 ( %)

银行、信用社 168 811 2

亲戚朋友 38 181 3

高利贷 1 015

合计 207 1001 0

　　从农户对正规借贷的难度评价看 (见表 6) ,认

为“手续繁杂”的比重为 3215 % ,表明正规金融机构

在贷款手续办理过程中所涉及的环节过多及其态度

谨慎。尤其是“需要找关系”的比重达 2114 % ,表明

兵团农村金融机构的借贷过程还很不规范 ,部分信

贷人员可能存在职务寻租行为。而“缺乏抵押或担

保”也是制约农户正规借贷的关键因素。由此可见 ,

虽然大多数农户愿意从正规渠道借款 ,但受兵团农

村金融供给约束 ,农户无法进行更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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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农户对正规渠道借贷的难度评价

主要困难 户数 比重 ( %)

利率太高 10 815

手续繁杂 38 321 5

期限太短 2 117

贷款额度太小 4 314

服务态度差 2 117

需要找关系 25 211 4

缺乏抵押或担保 36 301 8

合计 117 100

11212 　借贷金额及期限

农户从正规渠道借款的金额主要集中在 10000

元～30000 元之间 (见表 7) ,平均借贷规模为 15761

元 ,这与兵团金融机构小额农户贷款、小组联保贷款

的额度规定范围基本一致 ,贷款只能用于生产性经

营活动。而非正规借款在 2000 元～30000 元之间

基本平均分布 ,平均规模 9399 元 ,非正规借款小于

正规借款规模。3 万元以上的大额借款在两种渠道

的借款中均占有一定的比重 ,这也表明 ,随着农户生

产经营规模化、多样化的发展 ,农户的资金需求量逐

渐增多 ,现有的正规贷款额度限定不能满足种植和

养殖大户需要的趋势开始显现 ,而非正规借款在一

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需要。
表 7 　农户正规借款及非正规借款金额

指标
正规借款 非正规借款 借贷总金额

户数比重 ( %) 户数比重 ( %) 户数比重 ( %)

2000 元以下 0 0 1 111 1 016

2000～5000 元 12 1214 28 291 8 28 161 6

5000～10000 元 11 113 29 301 8 36 211 3

10000～30000 元 61 6219 31 33 86 501 9

30000～50000 元 9 91 3 3 312 12 711

50000 元及以上 4 41 1 2 211 6 315

合计 97 100 94 100 169 100

　　农户正规借款的期限一般为 6～12 个月 ,比重

为 8816 %(见表 8) ,与兵团农业生产的周期以及金融

机构小额贷款和联保贷款的期限基本一致。而非正

规借款中 ,6～12 个月的比重为 4718 % ,期限不确定

的比重为 3612 % ,一年以上的比重为 1218 % ,这也表

明农户非正规借款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
表 8 　农户正规与非正规借款期限

指标
正规借贷 非正规借贷

户数 比重 ( %) 户数 比重 ( %)

6 个月以下 5 51 2 3 31 2

6～12 个月 86 8816 45 471 8

12～24 个月 5 51 2 11 111 7

24 个月以上 1 11 0 1 11 1

不确定 0 0 34 361 2

合计 97 1001 0 94 10010

11213 　借贷利率及方式

兵团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户执行政府贴息贷款 ,

生产性贷款平均利率为 813 %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其中 ,9714 %为信用贷款。非正规借款中 ,私人无息

借款占 8412 % ,有息借款占 1518 % ,平均利率为

9146 % ,略高于正规信贷利率。

2 　农户借贷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由兵团农户借贷行为特征可以看出 ,兵团农业

经济的发展除了自身管理体制方面的固有限制外 ,

可能更多的是农业生产资金投入的问题。资金的短

缺必然会使农户选择借贷 ,因此 ,有必要考察究竟哪

些因素会影响农户借贷规模的大小。

在以往的理论研究中 ,影响农户借贷需求的主

要因素包括农户借贷利率、农户经营规模、农户收

入、农户家庭固定资产状况以及农户生活现金支出

等。这些研究大多是从借贷总额的角度出发 ,并没

有深入分析农户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各自的影响

因素 ,从而使深层次问题无法真正显现。兵团金融

供给制度、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体制以及农户身份的

特殊性决定了兵团农户借贷行为必然有别于其他地

区。鉴于此 ,本文将影响因素归结为农户家庭特征
(包括农户种植规模、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状况、收

入及支出) 、农户个人特征 (年龄、受教育程度、民族、

对农村信贷知识的了解程度、社会关系、借款用途)

以及农村金融环境 (到金融机构的距离、金融供给制

度的安排、地区差异) 三个方面 ,并对影响农户借贷

需求的因素提出如下的理论假设。

211 　理论假设

假设 1 :种植规模对农户资金借贷有正向影响。

种植规模越大 ,农户借贷需求倾向越强 ,需求规模也

会越大。反之 ,种植规模越小的农户的借贷需求也

越小。

假设 2 :农户资产状况及农业收入对借贷有负

向影响。资产越多的农户越不愿进行借贷 ,农业收

入越多的农户越不倾向于进行借贷。

假设 3 :农户现金支出对借贷有正向影响。生

产性支出越大 ,农户越倾向于进行正规借贷 ;生活性

支出越大 ,农户越倾向于非正规借贷。

假设 4 :农户年龄及受教育程度对借贷有正向

影响。随着年龄的增加 ,借贷的需求会逐渐增加 ,年

龄越大的农户越愿意进行借贷。而受教育程度越

高 ,消费观念越强 ,借贷的可能性也较大。农户对银

行借贷政策的了解程度对借贷有正向影响。

假设 5 :民族差异对农户借贷有显著影响。由

于不同民族农户在文化及习惯上存在差异 ,生产及

09

技术经济 　　　　　　　　　　　　　　　　　　　　　　　　　　　　　　　　　　　　　　第 28 卷 　第 3 期



生活方式也不同 ,因此其借贷的观念及行为也可能

有所不同。一般而言 ,汉族农户更倾向于借贷。

假设 6 :农户社会关系状况对借贷有显著影响。

社会关系越广泛的农户进行借贷的机会越多 ,借贷

规模越大。

假设 7 :农户借款用途对借贷有显著影响。农

业生产经营支出及基本生活支出越大 ,农户借贷规

模越大。

假设 8 :农户到金融机构的距离对借贷有负向

影响。正规金融机构距离农户越远 ,农户对信贷业

务了解越少 ,进行借贷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和信息成

本越高 ,必然影响农户正规借贷的积极性。

假设 9 :金融供给制度①对农户借贷有显著影

响②。一般来说 ,农户的借款渠道越多 ,表明金融供

给主体对农户提供的信贷选择越多 ,金融供给制度

越合意。有效而多元化的金融供给更利于农户进行

自由的借贷。

假设 10 :农户分布的地区差异对借贷有显著影

响。地区资源与经济条件越差 ,金融机构从经营效

益考虑 ,就越远离资金借贷来源相对匮乏的地区 ,农

户借贷可能性越小。

212 　模型设定

从对农户调查的数据中可以看出 ,实际发生借

贷的农户占调查农户的 8116 % ,因此 ,本文对影响

农户借贷需求的因素进行分析 ,选择农户实际发生

的借贷金额 ( Credi t) 作为研究对象 ,对没有借贷农

户的观察值进行审查 ,以保证对农户借贷需求的估

计是无偏估计。采用 TOBIT 方法 ,在估计过程中

可以将未发生借贷农户的观察值也纳入估计范围。

具体的计量模型 (理论模型)如下 :

Crediti =β0 +βi x i +μi ( i = 1 ,2 , ⋯, n ) 。 (1)

式 (1)中 :β0 是常数项 ;βi 是各解释变量的待估

计系数 ; x i 表示影响农户借贷的各种因素 ;μi 是随

机变量。利用审查数据方法 ,对 Credi t 3 = 0 ,即农

户未发生借贷的观测值进行审查 ,此时令 Credi t =

0 ;而 Credi t 3 > 0 , 即农户发生借贷时 ,令 Credi t =

Credi t 3 。用公式表示为 :

Credit =
0 ( Credit 3 = 0)

Credit 3 ( Credit 3 > 0)
。 (2)

213 　变量定义

根据理论假设 ,本文选取农户借贷金额③为因

变量 ,相应的自变量及可能的影响方向如表 9 所示。

表 9 　模型变量定义与影响方向判断

变量名称 变量解释 影响方向的理论判断

Credit 借贷金额 (万元) 总借款 正规 非正规

L and 种植土地面积 (亩) + + +

A grincome 农业经营收入 (万元) _ _ _

N onagrincome 非农业经营收入 (万元) + + _

w ageincome 工资性收入 (万元) _ _ +

Fi xedval ue 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 (万元) _ _ _

Houseval ue 房屋价值 (万元) _ _ _

A grcost 农业经营支出 (万元) + + _

N onagrcost 非农业经营支出 (万元) + + +

L ivingcost 基本生活支出 (万元) + + +

Educost 子女教育支出 (万元) + _ +

Medi2cost 医疗支出 (万元) + + _

A ge 户主年龄 (岁) + + ?

Eduyear 户主受教育年限 (年) + + ?

N ational 民族 :汉族 = 1 ,少数民族 = 2 _ _ ?

Relation 社会关系 :没有 = 1 ,很少 = 2 ,一般 = 3 ,较多 = 4 ,非常广 = 5 _ _ +

Use 借款用途 :农业生产 = 1 ,非农业生产 = 2 ,教育 = 3 ,医疗 = 4 ,建房 = 5 ,人情 = 6 ,其他 = 7 + + +

Know 对银行借贷政策的了解程度 :不了解 = 1 ,有点了解 = 2 ,比较了解 = 3 ,了解 = 4 ,非常了解 = 5 + + _

Distance 家庭到金融机构的距离 (公里) _ _ _

W ay 借款渠道 :农业银行 = 1 ,农信社 = 2 ,其他金融机构 (组织) = 3 + + +

A rea 地区 :北疆 = 1 ,南疆 = 2 _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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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兵团农户正规借贷利率属于国家政策性贴息贷款固定利率 ,并不完全具有市场机制的属性。因此 ,本文并未将利率纳入分析范围。

由于金融供给制度难以用具体的数值表示 ,本文选用农户借款渠道这一替代变量来表示正规金融供给制度安排。

考虑到正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供给者提供贷款的条件差别 ,为了减少单纯进行借贷总额估计结果可能存在的偏差 ,本文将正规信贷

和非正规信贷需求分开估计 ,并将三种估计结果进行比较。



　　将各变量代入式 (1) ,可得到如下的估计模型 :

Credit =β0 +β1 land +β2 agrincome +β3 nonagrincome +

β4 wageincome +β5 f ixedvalue +β6 housevalue +β7 agrcost +

β8 nonagrcost +β9 livingcost +β10 educost +β11 medicost +β12 age

+β13 eduyear +β14 national + β15 rel ation + β16 use +

β17 know +β18 dist ance +β19 w ay +β20 area +μ。

上式中 :β0 为常数项 ,βi 是各自变量的待估计

系数 ,μ为随机变量。

214 　估计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的计量模型 ,以 207 个兵团农户的调

查数据为基础 ,利用 EV IEWS510 中的 TOBIT 模

型 ,考察各经济变量对农户正规借贷和非正规借贷

需求的各自影响。估计结果见表 10。

表 10 　农户借贷需求因素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借贷总额 正规借贷额 非正规借贷额

系数 Z值 P 值 系数 Z值 P 值 系数 Z值 P 值

L and 01017 3 3 3 51167 01 000 01015 3 3 3 31152 01 001 01 015 3 3 3 31113 01 001

A grincome - 01093 - 11454 01 146 - 01086 - 01 702 01 483 - 01007 - 01 081 01 935

N onagrincome - 01004 - 01050 01 960 01220 3 11651 01 099 - 01588 3 3 3 - 31 070 01 002

w ageincome 01 273 3 11788 01 074 - 01256 - 01 743 01 458 01380 3 11834 01 067

Fi xedval ue 01 053 11258 01 208 - 01023 - 01 290 01 771 01 164 3 3 3 21558 01 010

Housevalue 01 051 3 11756 01 079 - 01039 - 01 738 01 460 01089 3 3 21160 01 031

A grcost 01150 3 3 21505 01 012 01233 3 3 21014 01 044 - 01066 - 01 780 01 435

N onagrcost 01 140 11160 01 246 - 01230 - 11 050 01 294 01 740 3 3 3 21933 01 003

L ivingcost 01 109 11101 01 271 - 01001 - 01 006 01 995 01074 01488 01 625

Educost - 01063 - 01525 01 600 - 01354 - 11 570 01 116 01299 3 11717 01 086

Medicost 01 036 01092 01 927 01 974 11358 01 174 01768 11256 01 209

A ge 01 007 01516 01 606 01 017 01669 01 504 - 01015 - 01 809 01 418

Eduyear - 01030 - 11057 01 291 01 034 01627 01 531 - 01074 3 - 11 869 01 062

N ational - 01452 3 3 - 21081 01 037 - 01623 - 11 419 01 156 - 01163 - 01 538 01 590

Relation - 01246 3 3 3 - 31159 01 001 - 01143 - 11 004 01 315 01 366 3 3 3 21994 01 003

Use 01081 3 3 21173 01 030 01 079 11137 01 255 01084 3 11630 01 103

Know - 01127 - 11238 01 215 01 042 01225 01 822 - 01221 - 11 404 01 160

Distance - 01016 - 01868 01 385 - 01008 - 01 228 01 819 - 01019 - 01 689 01 491

W ay 01251 3 3 3 41533 01 000 01405 3 3 3 31974 01 000 01023 01277 01 781

A rea - 01329 3 - 11757 01 079 - 01864 3 3 - 21 415 01 016 01107 01396 01 692

C(常数项) 01 606 01709 01 478 - 01825 - 01 485 01 628 11095 01919 01 358

R2 01 571 01 217 01461

L R(似然比) - 2681 31 - 246175 - 216189

样本量 168 97 94

　　注 :“3 3 3 ”、“3 3 ”、“3 ”分别表示在 1 %、5 %、10 %的水平上显著 ;借贷总额 = 正规借贷额 + 非正规借贷额。

　　由表 9 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在 5 %的显

著性水平下 ,对农户借贷总额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包

括种植土地面积、农业经营支出、民族、社会关系、借

款用途、借款渠道。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 ,工资

性收入、房屋价值、地区变量显著 ,民族、社会关系变

量具有负向影响。TOBIT 模型的估计系数不能直

接解释为相应自变量的边际效应 ,但可由此判断各

自变量对借贷规模的作用方向。由回归系数可以看

出 ,地区、民族、工资性收入、借贷渠道是影响作用较

大的因素。

在正规借贷中 ,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 ,对农户

借贷需求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包括种植土地面积、

农业经营支出、借款渠道、地区。其中 ,负向影响的

因素为地区变量。由回归系数判断 ,地区、借款渠道

系数较大 ,是影响作用较大的因素。从所有显著性

变量来看 ,总借款与正规借款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

的差异 ,工资性收入、房屋价值、民族、社会关系并不

是正规借贷的决定性因素。

在非正规借贷中 ,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 ,对农

户借贷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包括种植土地面积、非

农业经营收入、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房屋价值、非

农业经营支出、社会关系。而工资性收入、子女教育

支出、户主受教育年限、借款用途只在 10 %的显著

性水平下显著。有负向影响的因素为非农业经营支

出、受教育年限变量。由回归系数看 ,非农业经营收

入及支出、工资性收入、社会关系是关键的影响因

素 ,这与总借贷、正规借款的影响因素相比也存在较

大的差异。

由此看来 ,对不同形式的借贷需求应当区别看

待。将农户借款细分为正规借款和非正规借款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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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发现 ,以往的一些经验性判断和结论在此会发生

较大的变化。通过对比正规与非正规借贷的估计结

果 ,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结论 :

1)农户种植规模对农户借贷需求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

与汪三贵[6 ] 、周小斌[7 ]的结论相同 ,经营规模越

大的农户 ,其借贷倾向越强 ,特别是农户的生产性经

营的现金支出反映了农户的投资倾向。生产性投资

越多 ,对借贷资金的依赖越大 ,当正规金融无法满足

其需求时 ,农户会继续选择非正规借贷 ;种植规模相

对较小的农户 ,由于农业生产经营资金比较小 ,基本

可以通过自有资金或亲友借贷得到满足 ,故而发生

正规借贷和非正规借贷的可能性较小。

2)农户家庭资产状况对借贷有显著影响 ,收入

对借贷不具有显著影响。

这与汪三贵[6 ] 、周小斌[7 ] 结论一致。农户生产

性固定资产和房屋状况通常能体现出农户家庭的经

济实力。家庭资产价值越大 ,农业生产规模越大 ,资

金需求量越大 ,但其自有资金可能比较充裕 ,有较强

的投资支付能力 ,对于正规金融借贷需求相对较小 ,

而一旦需要资金时 ,可能会选择非正规借贷方式。

尽管兵团农户多以大规模种植为主 ,但农业收入的

作用并不显著影响借贷。非农业经营通常被作为副

业 ,使得非农业经营收入越多 ,越能引致农户对非农

业生产的投资偏好 ,正规借贷需求越强烈。

3)农业生产经营支出对正规借贷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

农业生产投资是形成农户信贷需求最重要的因

素 ,农业投资规模越大 ,其信贷需求也越大 ,在非正

规渠道很难获得大额资金支持的情况下 ,更愿意进

行正规借贷。不仅如此 ,兵团农户大多处于中年 ,子

女也多处于高中及以上教育阶段 ,文化教育和基本

生活支出通常超过了农户现期支付能力 ,也促使农

户进行非正规借贷。由于兵团绝大多数农户都参加

了医疗保险 ,日常基本医疗支出能够通过医疗保险

解决 ,进行此类借款的可能性较小。

4)农户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不是影响农户借贷的

显著因素。

兵团农户有别于其他地区农户 ,模型中 ,年龄、

受教育年限等变量并不十分显著。但由其作用方向

可以看出 ,随年龄的增加 ,农户面临的不仅是生产性

支出 ,更多的是家庭各项生活支出。较年轻的农户

由于从事生产经营的时间和精力不够丰富 ,生产规

模不会太大 ,正规借款规模相对较小 ,更倾向于非正

规借贷 ;对于中年农户 ,其子女教育支出及医疗支出

比年轻农户显著增加 ,为增加收入 ,其更倾向于选择

大规模生产 ,正规借贷规模可能较大 ;对于年龄较大

的农户 ,其面临退休的可能 ,对未来预期较小 ,生产

规模不大 ,也更倾向于非正规借贷。受教育程度的

高低只对非正规借贷产生负向影响 ,并不显著影响

正规借贷。此外 ,农户对银行借贷政策的了解越多 ,

考虑到非正规借贷的“面子成本”[8 ] ,可能更愿意进

行正规借贷 ,这与汪三贵[6 ] 、史清华[ 9 ] 、贺莎莎[10 ] 的

部分结论相同。

5)民族差异并不是影响农户借贷的显著因素。

模型中 ,民族变量在正规借贷、非正规借贷中并

不显著。这也表明 ,虽然少数民族农户的民族习惯、

生活方式以及家庭人口结构有别于汉族农户 ,但兵

团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资金对不同民族农户并

没有差别 ,而是以种植土地面积或养殖动物类型为

贷款标准 ,因此 ,民族差异并不是影响农户借贷的主

因。

6)社会关系对农户非正规借贷具有显著影响。

这与汪三贵[6 ]结论也一致。社会关系较少的农

户进行非正规借贷相对较难 ,在正规金融提供信用

贷款的情况下 ,更倾向于正规借款。而社会关系较

为广泛的农户获得借款的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较

小 ,通过各种熟人或关系可以更容易地获得借款 ,更

倾向于非正规借贷需求。这体现出正规金融所提供

的信用贷款更适合于社会关系少且低收入农户 ,在

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国家政策性农贷制度设计的初

衷。

7)借款用途对非正规借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

无论是生产性用途还是非生产性用途 ,都会使

农户支出增加 ,在自有资金无法支付的情况下 ,农户

必然选择借贷。而正规信贷对贷款生产性用途的限

定促使农户选择非正规借贷 ,生活性资金需求越多
(如医疗、建房等) ,越多越倾向于非正规借贷。

8)家庭到金融机构的距离不是影响农户借贷的

显著因素。

这与周长城[11 ] 、周脉伏和徐进前[12 ] 的“金融机

构近距离”的结论相反。由于兵团农户贷款主要采

取以团场信誉担保贷款、小额信用贷款或农户联保

贷款的方式 ,各团场“协贷办公室”代理金融机构行

使放贷职能 ,统一对农户进行放款及还款 ,基本不存

在农户与金融机构直接借贷交易 ,因此 ,家庭到金融

机构的距离对兵团农户借贷行为没有显著影响。这

也体现出兵团金融供给制度的特殊性。

9)金融供给制度对正规借贷有显著影响。

由于兵团各团场的金融机构设置不同 ,大多数

团场的农业银行只提供固定时期的农业生产信用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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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农户无法将借贷资金随时提现用于非农业生产

项目 ,而农村信用社的“随贷随用”的方式更有利于

农户的资金需求。因此 ,单一的正规金融强制性制

度安排不利于农户大规模生产的资金需求 ,多元化、

竞争性的有效金融供给制度对农户正规借贷具有显

著的促进作用。

10)地区差异对农户正规借贷有显著影响。

由于受自然条件和环境的制约 ,兵团各团场之

间气候、水土、光热资源差异很大 ,经济发展也极不

平衡。南疆团场主要地处沙漠边缘及漫长的边界

线 ,自然条件十分恶劣 ,交通条件也相对落后 ,甚至

存在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区 ,而北疆团场大多在水

资源相对丰富的河流流域 ,农业生产条件和交通条

件比较优越。因此 ,北疆和南疆的地区差异对农业

生产方式及生产规模的选择影响较大 ,金融机构的

介入与借贷金额限制也会因地区有所差异。金融机

构更愿意进入经济和自然条件较好的北疆地区 ,这

对农户的借贷规模产生较大的影响。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311 　结论

本文在分析兵团农户借贷行为特征的基础上 ,

运用计量分析方法 ,对影响农户正规与非正规借贷

需求的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种植规模、

农业支出、金融供给制度对农户正规借贷具有正向

影响 ,而地区差异则具有负向影响 ;种植规模、非农

业经营支出、家庭资产状况、子女教育支出、借款用

途对农户非正规借贷具有正向影响 ,而非农业经营

收入、受教育年限、社会关系具有负向影响。

农业收入、基本生活支出、医疗支出、年龄、家庭

到金融机构的距离以及对农村金融机构贷款业务了

解程度等因素并不对农户借贷产生显著影响。兵团

农户借贷行为有别于其他地区农户之处 ,还在于兵

团特殊经营体制条件下兵团农户大规模种植、非农

业经营收支、地区分布以及金融供给环境等固有的

特殊性方面。

312 　政策建议

首先 ,兵团农村金融市场长期以来缺乏民间金

融组织和外资的进人 ,尤其是南疆地区。金融供给

严重不足、市场竞争主体缺位是当前兵团农村金融

的根本症结所在。只有开放农村金融市场 ,完善金

融供给制度 ,降低准入壁垒 ,以政策、法律等措施保

障、培育或鼓励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组织)介入 ,合理

引入外资银行 ,形成多元化的金融供给主体和有效

的竞争机制 ,有效扩大金融服务 (包括数量和品种) ,

缓解农村金融抑制 ,为农户提供更多的资金选择机

会 ,满足多样性的资金需要 ,促进兵团经济全面发

展。

其次 ,随着兵团农户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和生产

性支出不断增加的趋势 ,资金需求量必然增大 ,正规

信贷应适度放宽贷款额度限制 ,以满足农户大规模

生产资金需求。同时 ,在兵团各团场企业成立专业

的担保公司 ,担保农户向农行或农信社贷款 ,大幅降

低金融机构和农户自身的信贷风险 ,增强农户贷款

意愿 ,更好地发展生产。

再次 ,对于边远落后地区 ,国家更应加强政策性

金融和财政支持 ,以保障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鼓

励金融机构对中低收入农户提供更多、更优惠的生

活性消费贷款项目 ,刺激消费 ,提高农户生活水平。

不仅如此 ,还应当继续深化和推进兵团生产经

营管理体制改革 ,适当降低土地承包费用 ,减轻农户

负担 ,调动农户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持续性 ,为兵团

的经济和政治稳固营造更有利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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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n t he basis of t he investigation about farmers f rom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 ruction Corps ( XPCC) ,t his paper studies t he char2
acteristics of credit behavior of farmer under t he special financial supply system of XPCC ,and uses t he TOBIT model to analyze empirically t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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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ction income ,education year and social relation have negative effec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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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还有费用最小化模型。费用最小化模型也仅

考虑了旅行中所耗费时间和所花费用这两类因素 ,

并未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根据以上分析 ,同样可

以在费用最小化模型中引入收入影响这一变量 ,然

后利用 Logit 模型或 Probit 模型对时间价值进行计

算 ,以便更为准确地估算旅客时间价值。

4 　结语

旅行时间价值的估算涉及许多方面 ,除了文中

分析的运输方式、费用、时间、旅客收入等因素之外 ,

影响旅客时间价值的还有旅客的消费习惯、消费心

理、社会习俗、地区经济差异以及运输方式本身的一

些特点等。所以 ,国内外的学者都试图从不同的角

度来理解、推算时间价值。本文正是在前人研究的

基础上 ,通过引入影响时间价值的旅客收入变量 ,力

图更充分、准确地计算时间价值。改进的 Logit 计

算模型不仅引入了旅客收入水平这一影响因素 ,而

且“P/ I”也反映了旅客对旅行费用的敏感程度 ,在

一定程度上更能体现其对旅客行为选择的影响 ,更

能准确地反映旅客的时间价值。改进后的模型适用

于估算旅客选择多种旅行方式或多条旅行线路的时

间价值。

还需指出的是 ,由于影响时间价值的因素比较

多 ,所以 ,对于不同地区、不同运输方式或路线 ,应合

理分析时间价值 ,并根据不同情况引入合适的变量 ,

甚至采用合适的模型或估算方法 ,以便得到更为合

理的时间价值 ,为旅客出行提供更为准确的参考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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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mprovement of Logit Model for Value of Travel Time

Bu Chao , Lin Xiaoy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 This paper analyzes t he factors influencing t he value of t ravel time ,and discusses t he Logit model1 In order to estimate t he value of

t ravel time accurately ,it t ries to put forward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for t he Logit model ,and int roduces t he factor of passenger’s income into

t he Logit model to analyze t he influence of passenger’s income on passenger’s t ravel decision.

Key words : value of t ravel time ;Logit model ;income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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