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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农户贷款可获得性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对比分析的视角

刘荣茂,陈丹临

(南京农业大学 金融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农户借贷是农村金 融 研 究 中 不 可 忽 视 的 问 题,文 章 以 正 规 金 融 与 非 正 规 金

融的划分为出发点,结合江苏省农户调 查 研 究 的 数 据,分 析 农 户 获 得 正 规 金 融 和 非 正 规 金

融贷款的影响因素。正规金融机构由于受信息条件的制约,发放贷款时看重农户的家庭收

入、抵押品价值、担保情况等要素;非正规金 融 机 构 在 获 取 农 户 信 息 上 更 具 有 优 势,对 借 贷

农户的考察除了家庭收 入 等 资 产 信 息 外,农 户 的 社 会 资 本、个 人 技 能 等 因 素 也 会 被 考 虑。

研究表明:影响江苏省农户通过正规金 融 渠 道 获 得 贷 款 的 主 要 因 素 有 农 户 年 龄、家 庭 劳 动

力人数、家庭收入、农户的抵押情况以及担保情况;影响农户获得非正规金融渠道借款的主

要因素有农户的家庭收 入、户 主 技 能、户 主 声 望、农 户 担 任 乡 村 干 部 情 况 以 及 农 户 的 担 保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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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1994年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也被引入到农村金融体系中。随着农村经济市场

化发展的不断深入,农户经营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农户对资金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大。但是由于农村金融始

终存在金融抑制和金融供给不足等现象,农户的资金需求很难获得较好的信贷支持。

我国金融组织体系可以大致分为两类:正规金融组织和非正规金融组织。正规金融组织主要是指包括

国有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法定金融机构;非正规金融

组织主要是指民间借贷组织[1]。正规金融机构是我国金融体系的核心,然而由于交易成本过高、信息不对称

等原因,正规金融机构认为面向农户的贷款收益率颇低,逐渐撤离农村金融市场,对农户的资金支持力度不

断减弱[2]。以江苏省为例,2009年,全 省 国 有 商 业 银 行 获 得 的 农 业 存 款 有7.36亿 元,而 农 业 贷 款 总 额 为

9.87亿元;农村信用社 获 得 的 农 业 存 款 和 农 民 个 人 储 蓄 存 款 总 额 为1862.11亿 元,而 农 业 贷 款 总 额 仅 有

606.71亿元[3]。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江苏省国有商业银行在农村金融体系中所占份额较小,并且从整体上

看,农村金融供给存在巨大缺口。在这种背景下,非正规金融便有了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并呈现不断壮大的

态势。

自金融改革以来,江苏省积极出台政策支持农村金融的发展。截至2011年底,江苏省涉农贷款余额达

1.8万亿元,相比2010年增长了20.46%;且借款渠道以非正规金融渠道为主,据统计,江苏省小贷公司贷

款余额于2011年底超过850亿,位居全国第一。近年来,正规金融机构的涉农贷款业务也在不断发展,相
比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对农户贷款需求的满足力度较小。

二、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学者关于影响农户借贷的因素多数是从需求的角度进行分析,宫建强等[4]以江苏省为例,通过

数据和计量模型分析,最终得出影响江苏省农户借贷需求的因素主要是农户的收入水平、农户的自有资金

以及生产经营规模等因素;曾学文等[5]在对全国12个省市农户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模型分析,最终

认为影响农户借贷需求的主要因素是农户收入、借款利率、借款期限以及农户家所在地与金融机构的距离

这四种因素。周小斌等[6]通过对河南、贵州以及辽宁三省的农户数据进行抽样分析,得出影响农户借贷需求



的因素主要是农户的生产经营规模、农户投资、农户现金支付倾向以及农户的收入和资产状况。张雪峰[7]则

从资金供给和资金需求两个角度出发,分析了影响农户借贷的因素,从资金供给的角度看,影响农户借贷的

主要因素是农户的抵押物、信用水平以及农户的收入来源等因素,从资金需求角度看,影响农户借贷的主要

因素是农户的主观性因素,如农户的文化程度、经济水平等。

还有一些学者分析了不同地理区域影响农户借贷的因素。潘海英等[8]调查分析了浙江温岭市379户农

户借贷需求状况,该地区农户借贷资金主要来源于农村合作银行,民间借贷也是农户获得资金的补充途径,

经济发达地区影响农户借贷需求的主要因素是农户的总收入、非农收入、借贷倾向、借贷次数、储蓄存款、从
事行业和地理区域等因素。秦建国等[9]则分析了影响西部地区农户借贷行为的主要因素,他们认为农户的

个人与家庭特征、经济特征以及环境特征对农户借贷行为有显著影响,其中农户的个人与家庭特征影响尤

为显著,这些特征包括农户家庭年收入、家庭规模、家庭支出、户主年龄、家庭劳动负担率、家庭是否发生重

大事件。

随着非正规金融的不 断 发 展,也 逐 渐 有 学 者 开 始 研 究 影 响 农 户 民 间 借 贷 的 因 素。何 军 等[10]以 江 苏 省

390户农户为样本,分析了农户民间借贷需求的影响因素,得出农户的社会关系、生产经营规模、家庭收入以

及户主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农户的借贷需求产生主要影响。金烨等[2]利用来自中国八个省的农户贷款数据,

分析得出影响农户贷 款 行 为 的 因 素 主 要 有 农 户 的 家 庭 经 济 状 况、家 长 年 龄、受 教 育 水 平 以 及 家 庭 劳 动 力

人数。

由于农户借贷行为中存在信息不对称,正规金融无法很好地满足农户的信贷需求,非正规金融由于手续

简便、灵活,多数农户选择非正规金融进行借贷。一些学者提出社会资本是提高农户贷款可获得性的重要

因素。童馨乐等[11]利用1003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农户的政治关系、邻里关系、农民专业

合作组织关系和正规金融机构关系对农户借贷机会有显著影响,并且,农户的文化程度、专业技能、家庭资

产等特征变量对借贷行为的影响也较为显著。

综上,以往学者主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考察影响农户借贷可获得性及借贷动机的因素。本文在此

基础上,立足农户自身,主要分析影响农户贷款可获性的因素,并且将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两种渠道进行

对比分析,试图找出这两种渠道下,农户贷款可获性影响因素的不同之处,为农村金融的发展提供更准确的

理论支撑。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分析

1.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选用2012年暑期调研数据,调研采取抽样问卷的形式,分别选取江苏省苏北、苏中及苏南三地

区具有突出特点的市县,共计9个市,分别是苏北地区的宿迁、连云港,苏中地区的泰州、海门、东台和响水,

以及苏南地区的昆山、常熟和句容。此次调查的农户有637户,有效问卷591份。文中所有数据均来源于

农户调查数据。

2.样本分析

(1)样本农户的总体情况

表1 样本农户总体情况

类别
借贷农户

数量(户)
申请借贷

金额(万)
实际获得

金额(万)
所占比重

向正规金融借贷 92 1166.5 1074 35.66%

向非正规金融借贷 206 791.9 789.1 79.84%

数据来源:2012年农户调查数据。

剔除数据不全的样本后,得到的农户样本总数为591户,其中,2011年有过借款的农户数为258户,占
样本总数的43.65%,具体借贷情况见表1。

从表1数据可知,样本地区有借款需求的农户中,79.84%的农户选择非正规金融渠道借款,从借款获

得情况看,借款满足率高达99.65%;选择向正规金融机构借款的农户占借款农户总数的35.66%,贷款满

足率达到92.07%。从统计数据可知,无论是正规金融渠道还是非正规金融渠道,样本地区中农户的贷款需

求基本都得到了满足。

从获得借款的农户数量上看,非正规金融机构

对样本地区 的 借 贷 支 持 力 度 大 于 正 规 金 融 机 构 的

支持力度;从 实 际 获 得 的 金 额 上 看,正 规 金 融 机 构

贷出的金额 总 量 远 远 超 出 非 正 规 金 融 机 构 的 贷 款

总额。由此可知,被调查地区农户借贷更加倾向于

通过非正规金融渠道来完成,然而非正规金融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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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小,借贷金额少,正规金融机构实力雄厚,能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2)样本农户的收入情况

参与调查的591户农户2011年家庭平均收入约为90580元,人均年收入约为21311元。本文以家庭

为单位考察农户的收入情况,将农户的年家庭收入划分为4个区间,不同收入区间农户的借贷情况见表2;

图1反映的是不同收入区间的农户向正规金融借贷与向非正规金融借贷的对比情况。

表2 样本农户的家庭年收入及借贷情况

家庭年收入

0—3万 3—5万 5—10万 10万以上

向正规金融借贷 农户数量 10 10 26 46

所占比例 19.61% 20.41% 35.14% 54.76%

向非正规金融借贷 农户数量 44 43 61 58

所占比例 86.27% 87.76% 82.43% 69.05%

借贷农户情况 农户数量 51 49 74 84

所占比例 19.77% 18.99% 28.68% 32.56%

总计 农户数量 135 114 181 161

所占比例 22.84% 19.29% 30.63% 27.24%

数据来源:2012年农户调查数据

图1 农户收入与借贷分布情况

  

图2 不同借贷区间的农户分布情况

  从表2数据可知,样本地区中发生借贷行为最多的农户家庭年收入介于5万到10万之间,其次是家庭

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农户家庭,年收入在3万元以下的农户发生借贷行为的比例也较大。呈现这种规律,

可能的解释是家庭年收入较高的农户经济条件好,借贷需求相应较小;而家庭年收入较低的农户偿贷能力

弱,因而借贷行为也相应较少;家庭收入介于中间位置的农户,有借贷需求,并且偿贷能力较好,故发生借贷

行为的农户较多。

从农户的借贷渠道上看,任一收入区间内,农户通过非正规金融渠道借贷的数量要远远超过正规渠道借

贷,这说明样本地区非正规金融是农户借贷的主要渠道。从图1可以看出,通过非正规金融渠道借款的农户

中,家庭收入较高的两个区间的借贷农户数量要高于收入较低的两个区间农户数量;正规金融机构放贷的

限制条件较多,农户通过该渠道获得借款的数量占较小部分,并且通过正规金融渠道借款的农户呈现这样

的规律,即家庭年收入等级越高,发生借贷行为的农户家庭数量也越多。这是由于正规金融机构更加看重

农户的还贷能力,家庭年收入水平越高,则还贷能力更强,故获得贷款的可能性也越大。
(3)样本农户的借贷情况

样本农户的借贷主要是以非正规金融渠道为主。近年来,通过正规金融渠道借贷的农户数量也在不断

增加。文中将农户的借贷金额大致划分为0-1万、1-5万、5-10万以及10万元以上这4个区间,得到农

户数量的分布情况。

从图2可以看出,借贷金额较高的农户多选择正规金融机构借款,而向非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的农户借贷

金额较低。两种借贷渠道相比,正规金融机构能提供较大资金的贷款支持,非正规金融由于规模较小,更多

的是作为正规金融机构的补充,小规模的为农户提供贷款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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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样本农户借贷用途分布

借贷用途

正规金融渠道 非正规金融渠道

农户数量

(个)
所占比例

农户数量

(个)
所占比例

种养殖业 11 11.96% 21 10.19%

非农生产或投资 42 45.65% 48 23.30%

购买生活消费品 3 3.26% 25 12.14%

购建房屋 25 39.13% 69 54.37%

数据来源:2012年农户调查数据。

  根据样本地区农户的调查数据,从农户的借贷

来源看,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贷款的92户农户中,有

81户是向信 用 社 或 农 商 行 贷 款,占 该 部 分 贷 款 总

数的88.04%,向其它金融机构借款的农户占较小

部分;通过非正规金融渠道借款的206户农 户 中,

有204 户 是 向 亲 戚 或 朋 友 借 款,占 借 款 总 数 的

99.03%,向其它 民 间 借 贷 机 构 借 款 的 农 户 占 极 小

部分。可以看 出,正 规 金 融 机 构 中,信 用 社 或 农 商

行是农户 贷 款 的 首 选 机 构,并 且 贷 款 获 得 率 也 较

高;而农户的民间借贷主要是向亲戚朋友借款,借贷成本低,借款获得率高。

农户的借贷用途对农户的借贷行为也有一定的解释力度。农户的借贷用途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生

产性投入;另一类是消费性投入。通常用于生产性投入所需的资金要高于生活性投入的资金,从两类借贷

渠道的基本特点看,正规金融机构能够提供大规模的资金借贷服务,因而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借贷多来源于

正规金融渠道;而非正规金融渠道所提供的资金规模小,消费性投入以及临时资金借贷多选择非正规金融

渠道来完成。样本地区农户的借贷用途情况见表3。

种养殖业和非农生产投资可以划为生产性投资一类,购买生活消费品和购建房屋可以划为消费性投资

一类,从表3可以看出,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贷款的农户将贷款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占50%以上;通过非正规金

融渠道借款的农户,将资金用于消费性投资的占60%以上,这与前文做出的关于借贷用途的假设相符。

综上所述,从正规和非正规这两部分的对比可以看出,农户向正规金融借贷的力度要大于非正规金融渠

道的借贷,这体现为通过正规金融渠道借贷的农户借贷金额较高,并且大多数是用于生产性投资;向非正规

金融渠道借贷的农户借款金融相对较低,借款主要用于消费性支出。

四、实证分析

1.理论基础

以往学者在分析农户借贷的影响因素时,通常是从正规金融机构的角度进行分析。正规金融机构由于

发展较早,体制体系健全,在发放贷款上有着严格的审批程序,主要考察借款人的抵押、担保情况,以及家庭

资产、家庭收入等能反映借款人还贷能力的各项指标。借贷农户中,通常有抵押品或有担保的农户符合正

规金融机构贷款的条件,比较容易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从农户自身来看,有价值较高抵押品或担保的

农户,首选的贷款机构是正规金融机构,正规金融机构贷款额度较大,且利率低于民间借贷的利率。其次,

农户的家庭资产和家庭收入也是影响其获得正规金融贷款的因素。家庭收入越高,家庭资产越充足,表明

农户的还贷能力越强,获 得 贷 款 的 可 能 性 也 越 大。农 户 的 家 庭 劳 动 力 人 数 对 贷 款 可 获 得 性 也 有 积 极 的 影

响,劳动力人数越多,家庭总收入就越多,这就间接反映了农户的还贷能力。除此之外,农户的年龄、文化程

度等个人信息对获得贷 款 也 有 一 定 的 影 响 作 用。处 于 壮 年 的 农 户,工 作 能 力 要 高 于 年 龄 过 小 或 过 大 的 农

户,收入有保障,能获得贷款的可能性也较大;农户文化程度越高,对正规金融贷款的审批程序越了解,便越

能针对正规金融机构的要求提供相应的贷款证明,获得贷款的可能性也越大。

非正规金融的贷款额度较小,对借款人抵押品的要求通常不高,有些甚至不需要抵押品也能获得非正规

金融的借款。农户的家庭资产、家庭收入、担保情况等能反映农户还贷能力的因素,对农户获得非正规金融

的贷款有一定影响,除此之外,农户的技能、社会资本等因素也会影响农户的贷款获得情况。农户技能指的

是能为农户带来收入的一技之长,因此具有技能的农户,通常收入也较高,有一定的还贷能力,获得非正规

金融借款的可能性也较大。农户的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农户的声望、以及家中是否有人担任乡村干部,这些

信息能反映农户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活跃的农户以及在村中地位较高的农户,资信程度也较高,更容易获

得非正规金融的贷款。

两种渠道相比,正规金融机构由于受信息不对称以及搜寻信息成本过高等约束,无法获得农户的所有信

息,在发放贷款时则更看重农户的资产、收入、抵押品等硬性指标;而非正规金融在获得农户信息上具有优

势,加上借贷规模较小,在考察农户资信情况时,除了考察农户的资产、收入等情况,更注重农户的社会资本

情况,这就为农户借贷提供了更便捷的途径,有效弥补了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贷款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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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变量选择

影响农户贷款可获得性的因素有很多,本文从农户自身的视角出发,将影响农户贷款可获得性的因素大

致分为两类,分别是农户自身因素和农户家庭因素。农户自身因素包括: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户主技

能和户主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主要衡量农户的社会关系网络,主要从农户的声望、是否为乡、村干部这两

个方 面 考 察;农 户 家 庭 因 素 包 括 农 户 家 庭 劳 动 力 人 数、家 庭 总 资 产、家 庭 收 入、农 户 的 抵 押 情 况 以 及 担 保

情况。

从农户自身因素看,通常户主年龄越大,经济能力和还款能力都更强,因此获得贷款的可能性较大;若农

户年龄过大,这部分农户不再有经济来源,生活主要依靠子女赡养,其还款力度较小,获得贷款的可能性也

较小。户主的文化程度与贷款获得性之间呈正向变动关系,通常户主文化程度越高,对正规金融机构借贷

手续了解的越全面,获得贷款的可能性也越大。户主如果有一技之长,就意味着农户有非农收入,更高的收

入对农户获得借款有积极的影响,而农户的这类信息更容易被非正规金融机构识别,因此户主技能对是否

能获得非正规金融的贷款有一定影响力。农户的社会资本对借贷的影响更多的是体现在农户的非正规渠道

借贷中,农户声望越高说明农户在村中地位较高,这对借贷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若农户或家庭成员中有乡、

村干部,这无形中就是一种还款保障,因此获得借款的可能性也会更大。

从农户的家庭因素看,通常认为家庭劳动力人数对农户贷款的获得情况是有正向作用的,劳动力人数越

多,家庭收入也相对较高,还贷能力强,进而获得贷款的可能性也越高。农户的家庭总资产越多,对于可以

充当抵押品的固定资产,这在农户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时有一定的积极影响,获得借款的可能性较大。农

户的抵押情况对是否能获得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有重要影响,这也是正规金融机构考察借款人资信的主要依

据之一。农户的担保情况也会影响其获得贷款的情况,担保也从侧面反映出农户的社会关系,是否有担保

对农户是否能获得非正规金融渠道的借款有一定的。

模型所选择的变量及其具体含义见表4。

表4 模型变量与含义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变量解释

Y 农户贷款获得情况 获得贷款则取值为1,没有获得贷款取值为0

X1 户主年龄 假设随年龄增长,借贷需求减少

X2
户主文化程度(未念过=0,小学及以下=
1,初中=2,高中及以上=3)

文化程度影响生产经营,进而影响借贷;假设文化程度越高,获得借款的可能性

越大

X3 户主技能 户主有技术或手艺则取值为1,否则,取0

X4 户主声望 表示户主在村中的地位,没有地位取值为0,一般为1,有声望为2

X5 是否为乡、村干部 农户家中有人是干部则取值为1,否则,取0

X6 家庭劳动力人数 假设劳动力人数对获得借款有正向作用

X7 家庭总资产 总资产越多,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就越大

X8 家庭收入 家庭收入高的农户,借贷需求小;同时,还款能力也强

X9 是否有抵押 有抵押,取值为1;否则,取0

X10 是否有担保 有担保,取值为1;否则,取0

  3.模型选择

本文选用的模型是二元离散Logit模型,二元选择模型主要研究农户获得贷款的概率,具体形式为:

ln
P(Y=1)
P(Y=0)=β0+β1X1+

…+β10X10

其中,Y表示农户的贷款获得情况,本文设定,获得贷款则取值为1,没有 获 得 贷 款 则 取 值 为0;β0、β1、
……、β10为待估参数;X1、X2、……、X10为可能影响农户贷款可获得性的因素。

4.模型回归结果

(1)变量相关性检验

前文分析中认为家庭劳动力人数对家庭收入有一定影响力,故须对相关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通过相关

系数矩阵的分析,样本数据中的家庭劳动力人数与家庭收入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因此,模型中包含这

两个变量。而家庭资产与家庭收入这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达到0.55,相关程度较高,故在进行计量分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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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变量回归结果(Ⅰ)

变量名称 回归系数 Z统计量 P值

户主年龄 -0.0542 -2.0046 0.0450
户主文化程度 0.0906 0.3337 0.7386

户主技能 0.5790 0.9491 0.3426
户主声望 0.6269 1.0653 0.2867

是否为乡、村干部 0.6635 0.9279 0.3535
家庭劳动力人数 0.3281 1.5464 0.1220

家庭收入 3.65*10-6 1.6838 0.0922
是否有抵押 7.3023 7.8938 0.0000
是否有担保 7.0756 8.9831 0.0000

数据来源:EVIEWS5.0软件回归结果。

保留家庭收入这一变量,家庭资产不作为变量进行

分析。
(2)影响农户向正规金融渠道借款的因素分析

根据样本数据,利用EVIEWS5.0软件,对模型

进行Logit估计,回归结果显示户主年龄、家庭劳动

力人数、家庭 收 入、是 否 有 抵 押 以 及 是 否 有 担 保 对

农户获得正 规 金 融 贷 款 有 显 著 影 响。具 体 估 计 结

果见表5。

最终回归表达式如下:

Y= -0.0542X1 +0.0906X2 +0.5790X3 +

0.6269X4+0.6635X5+0.3281X6+3.68×10-6

X8+7.3023X9+7.0756X10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影响样本地区农户获得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因素主要有户主年龄、家庭收入、农

户的抵押情况和担保情况。户主年龄这一变量的系数符号为负,表示户主年龄越大,能获得贷款的概率越

小;年龄大的农户,主要由子女赡养,没有收入来源,因此能获得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可能性也较小。家庭

收入对农户贷款可获得性的影响也是正向的,即家庭收入越多,获得贷款的概率越大;正规金融机构在放贷

时主要考察农户的资产情况,收 入 能 反 映 农 户 的 还 贷 能 力,收 入 越 高,正 规 机 构 会 认 为 农 户 的 还 贷 能 力 越

强,贷款风险较小,因此愿意贷款给收入高的农户。从计量结果上看,农户的抵押情况和担保情况对农户贷

款可获得性的影响尤为显著,从 系 数 符 号 上 看,这 两 个 变 量 与 贷 款 可 获 得 性 概 率 呈 正 比,即 抵 押 品 价 值 越

大、担保人资信越高,农户能获得贷款的概率也越大。这一结果与正规金融机构甄别农户的标准有很大关

系。正规金融机构通常会选择风险小的个体放出贷款,农户贷款时若能提供符合条件的抵押品或是有资信

较高的人做担保,能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

家庭劳动力人数对农户获得贷款的影响不显著,劳动力数量的多少不能直接反映农户家庭的收入,因而

不被正规金融机构纳入考察范围。农户的文化程度、农户技能以及社会资本的回归结果不显著,对农户从

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贷款的解释力度不大。一方面由于农户的软信息搜集困难,另一方面搜集软信息的成本

较高,因此,正规金融机构无法从一般渠道获得农户的社会关系等信息,仅依据农户的资产、收入等硬性指

标作为发放贷款的凭证。
(3)影响农户向非正规金融渠道借款的因素分析

通过非正规渠道借款的农户多数是向亲戚朋友借款,从前文描述性分析可知这部分农户都没有抵押品,

因此是否有抵押不能作为考察的依据,因此,是否有抵押这一变量不纳入计量分析。

根据样本数据,对以上变量进行Logit回归分析,所得结果如表6。
表6 变量回归结果(Ⅱ)

变量名称 回归系数 Z统计量 P值

户主年龄 -0.0053 -0.5551 0.5789

户主文化程度 0.1097 0.8777 0.3801

户主技能 0.3343 1.6950 0.0901

户主声望 0.3512 1.7737 0.0761

是否为乡、村干部 1.2257 5.3939 0.0000

家庭劳动力人数 -0.0111 -0.1507 0.8802

家庭收入 9.08*10-7 0.9006 0.3678

是否有担保 3.1265 7.5611 0.0000

数据来源:EVIEWS5.0软件回归结果。

最终回归表达式如下:

Y= -0.0053X1 +0.1097X2 +0.3343X3 +

0.3512X4+1.2257X5-0.0111X6+9.08×10-7X8
+3.1265X10

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户主技能、户主声望、

是否为村干 部 以 及 农 户 的 担 保 情 况 对 农 户 获 得 非

正规金融借款 有 显 著 影 响;而 户 主 年 龄、户 主 文 化

程度和劳动 力 人 数 对 非 正 规 金 融 借 款 可 获 得 性 的

影响不显著。

家庭收入反映农户的经济状况和还贷能力,从
回归系数符号 上 看,家 庭 收 入 越 高,能 获 得 借 款 的

概率也越大,这与正规金融机构的考量是一致的。户主技能这一变量系数符号为正,说明户主拥有一项技

能对获得非正规金融的借款有积极的影响。通常户主的技能是能够为家庭增加收入,这就是降低了农户还

贷的风险,因而拥有技能的农户比较容易获得非正规的借款。表示农户社会关系的变量户主声望和是否担

任乡村干部对农户获得非正规金融借款有正向影响。农户在当地的声望越高,说明农户的信誉较好,能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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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还贷,因此获得借款的概率也更大;农户或其家庭有人担任乡村干部,在村中的信誉也较高,获得非正规

金融借款的可能性也更大。农户的担保对获得非正规金融的借款也有着积极的影响,资信较高的担保人能

提高农户获得非正规金融贷款的概率。

影响农户从非正规金融渠道获得借款的因素反映出非正规金融在进行放贷时,首先考虑了农户的家庭

资产等条件,其次注重农户自身信息的搜集,如农户技能、农户的社会资本等信息,相比正规金融机构,非正

规金融在获得农户软信息上具有一定优势,能将这些信息转化成放贷依据,更好的满足了农户的借贷需求,

这也是非正规金融的优势所在。

五、研究结论

通过对江苏省农户借贷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得知:影响江苏省农户正规金融渠道贷款可获得性的主要

因素有农户年龄、家庭劳动力人数、家庭收入、农户的抵押情况以及担保情况;影响农户获得非正规金融渠

道借款的主要因素有农户的家庭收入、户主技能、户主声望、农户担任乡村干部情况以及农户的担保情况。

两种渠道相比,正规金融机构更看重农户的经济特征所反映出的还贷能力,如抵押品价值、家庭收入等;而
非正规金融机构除了对农户经济特征进行考察,还注重农户的社会资本等无形资产。

农户的个体特征如文化程度、户主声望、担任职务状况等对正规金融借贷的影响并不显著。由此可以看

出,相比较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机构在考察农户信息上存在明显的信息约束,正是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的

现象,正规金融机构只能依据农 户 的 资 产、收 入 等 显 性 信 息 来 考 察 农 户 的 资 信,这 对 农 户 就 造 成 了 信 贷 约

束。非正规金融机构能获得更多的农户信息,有效的弥补了正规金融机构在信息约束上的不足,为农户借

贷提供了更广阔的选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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