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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
对农民增收的影响
———以甘肃省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经验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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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直接和间接作用，普惠金融可增加农户对金融服务的接触面，推动农

民增产增收。基于甘肃省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１４个市（州）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
应变系数模型，就甘肃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分

析，结果表明：甘肃省农民的收入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为显著的增长趋势，农村

普惠金融的发展已成为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甘肃省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虽

具有增收效应，但对不同地区农民的增收影响区别较大，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

农民收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多集中在金融资源丰富、经济水平较高地区。建议

完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区域间实行差异化政策措施，实现农村普惠金融发展

与农民增收之间的良性互动。

·６９·



刘小晴，等：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以甘肃省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经验为例

　　普惠金融是２００５年联合国在国际小额信

贷年会上提出的概念，即全面、有效地为农民、

低收入群体等社会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一种

新兴金融体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

普惠金融、重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使金融机

构的存款流向“三农”以促进农民增收。基于

目前我国农民人均收入远低于城镇居民人均收

入、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背景，

２０１８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普惠金融的重点要

放在乡村，加快金融资源流向乡村与贫困地区，

从而实现减贫和农民增收。我国脱贫攻坚、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主要集中在西部欠

发达地区，甘肃省作为西部欠发达省份之一，贫

困程度深，农村地区存在严重的金融排斥问题，

所以进行农村金融改革，发展普惠金融，对甘肃

省实现农民增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近几年，甘肃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并于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印发了《甘肃省普惠金融发展规

划（２０１４—２０１８）》，为实现甘肃省农民增收提

供了可能。鉴于此，本文拟通过构建面板数据

模型，研究甘肃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增

收的影响，以期为推动甘肃省农村经济全面发

展提供决策参考。

　　一、研究综述

早在１９７０年代初期，基于发展中国家的金

融发展情况，美国经济学家Ｒ．Ｉ．麦金农和爱德

华·肖就提出了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１－２］，

为普惠金融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普惠金融

的发展经历了小额信贷阶段、微型金融阶段和

普惠金融阶段，受益群众涉及广大弱势群体，尤

其是农民这一群体。关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

农民增收的影响，国外学者研究较少，主要研究

的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Ｊ．Ａ．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进行了

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

关系，并认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金融发展［３］。

国内学者对农村金融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虽

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对农村普惠金融与农

民增收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较少，且大多采用定

量方法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马九杰［４］认为推

动普惠金融发展，可以在缓解金融排斥的同时

增加农民收入，进而推动我国农村金融制度改

革的稳步推进，田杰等［５］使用我国１８６７个市县

的面版数据，通过对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得出

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具有正向影

响效应的结论；徐敏等［６］运用固定影响变异系

数模型，研究新疆８２个县市的农村普惠金融对

农户收入的增长效应，结果表明南疆地区比北

疆地区的增收效应显著，部分经济水平较高地

区出现负效应；杜强等［７］使用我国３１个省市的

面板数据，研究得出普惠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

之间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 Ｕ型关系：从区域

分布来看，东部发达地区出现抑制效应，而对中

西部地区促进作用较为明显。范香梅等［８］、吕

勇斌等［９］、温涛等［１０］分别运用ＶＡＲ模型、空间

计量模型分析了普惠金融对地区和居民收入的

影响，指出通过改善普惠金融水平，可有效缓解

收入差距。

综上所述，国内对于普惠金融与农民收入

之间关系的研究居多，但大多学者是基于宏观

视角，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差异进行分析，较

少有学者分析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普惠金融的

增收效应，对具体省份普惠金融发展有针对性

的启示性建议也较少。鉴于此，本文拟使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甘肃省 １４个市（州）的面板数

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甘肃省农村普惠金

融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效应。

　　二、研究方法

１．面板数据模型

由于本文研究的是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甘肃省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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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相关数据涉

及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所以本文选取面板

数据模型。面板数据模型包含时间、截面、变量

三个维度的信息，模型设定的一般方程为：

Ｙｉｔ＝αｉｔ＋βｉｔＸｉｔ＋μｉｔ
ｉ＝１，２，…，Ｎ　　ｔ＝１，２，…，Ｔ ①

　　其中，Ｙｉｔ是被解释变量，Ｘｉｔ是解释变量，μｉｔ
是随机误差项；αｉｔ、βｉｔ均是待估计参数，用来测

度个体和时间之间的不同影响效应，分为个体

效应和时间效应。

面板数据模型主要有混合模型、变截距模

型、变系数模型三种，具体表示为：

（１）混合模型：方程中截距项和斜率项都

是相同的，则

Ｙｉｔ＝α＋βＸｉｔ＋μｉｔ
ｉ＝１，２，…，Ｎ　　ｔ＝１，２，…，Ｔ ②

　　（２）变截距模型：方程中斜率项相同而截

距项不同，则

Ｙｉｔ＝αｉｔ＋βＸｉｔ＋μｉｔ
ｉ＝１，２，…，Ｎ　　ｔ＝１，２，…，Ｔ ③

　　（３）变系数模型：方程中截距项和斜率项

都不相同，则

Ｙｉｔ＝αｉｔ＋βｉｔＸｉｔ＋μｉｔ
ｉ＝１，２，…，Ｎ　　ｔ＝１，２，…，Ｔ ④

　　２．模型构建

本文综合相关研究成果［１１－１２］，将农民收入

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和其他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作为被解释变量引

入总生产函数，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Ｙｉｔ＝αｉｔ＋βｉｔＩＦＩｉｔ＋βｉｔＩＳｉｔ＋βｉｔＧＡＳｉｓ＋

βｉｔＥＭＰｉｔ＋μｉｔ
ｉ＝１，２，…，１４　　ｔ＝１，２，…，１１ ⑤

　　其中，Ｙ表示农民收入水平，ｉ代表市（州），

ｔ代表年份，ＩＦＩ表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ＩＳ

代表产业结构，ＧＡＳ代表政府财政支出，ＥＭＰ

代表就业水平，αｉ表示截距，βｉ表示斜率。

　　三、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１．变量选取

（１）普惠金融指数（ＩＦＩ）

本文使用普惠金融指数评价甘肃省普惠金

融发展水平，借鉴 ＧＰＦＩ的构建思路，从金融服

务可得性、金融服务使用情况、互联网金融情况

三个维度选取９个指标（见表１），对甘肃省农

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

表１　甘肃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指标

维度 具体指标

每万人拥有的农村金融机构数

金融服务 每万人拥有的农村金融机构从业人数

可得性 每万人拥有的ＡＴＭ机、ＰＯＳ机数
助农取款服务点覆盖率

人均储蓄存款水平

金融服务 人均贷款水平

使用情况 涉农贷款占各项贷款比例

农业保险密度

互联网金融情况 互联网普及率

本文借鉴前人研究经验，选取如表１所示

９个指标测度甘肃省１４个市（州）的农村普惠

金融发展水平，公式如下：

ＩＦＩ＝１－

（Ｗ１－Ｄ１）
２＋（Ｗ２－Ｄ２）

２＋…＋（Ｗｉ－Ｄｉ）槡
２

Ｗ２１＋Ｗ
２
２＋…＋Ｗ

２
槡 ｉ

⑥
其中，Ｗｉ表示各项指标权重，Ｄｉ表示第 ｉ

个指标无量纲化后的值。

由⑥式可知，ＩＦＩ的值为０～１，且一个地区

的ＩＦＩ值越高，该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

高，两者呈正相关。

（２）农民收入水平（Ｙ）

本文用各市（州）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表示

农民收入水平。

（３）其他控制变量

本文除使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ＩＦＩ）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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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解释变量外，还将产业结构（ＩＳ）、财政支农

支出（ＧＳＡ）、就业水平（ＥＭＰ）三种因素考虑到

其中。其中，产业结构用各市（州）第二、三产

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的比重表示，该比值越大，说

明产业结构升级越快，闲置的农村劳动力资源

可以流向第二、三产业中，从而增加农民收入；

政府支农支出用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

的比重来表示，反映地方政府对当地农村地区

的资金支持力度，主要是为了发展当地经济，促

进农民收入增长；就业水平采用各市（州）农村

就业人数与农村总人口的比例来表示。

２．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面板数据为年鉴数据，其中测

算农村普惠金融指数的农村金融机构数、农村机

构从业人员数、ＡＴＭ和ＰＯＳ机数、涉农贷款等原

始数据均来自于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甘肃省金融年

鉴》和甘肃省金融运行报告，农民人均纯收入、农

村就业人数等其他控制变量的原始数据来自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甘肃省发展年鉴》和甘肃省统计

局官网。各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见表２。

　　四、实证分析

１．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进行回归的面板数据涉及时间序列数据，

可能出现数据的不平稳，导致出现虚假回归的

现象，为保证回归的真实性，需对数据进行单位

根检验。本文采用ＬＬＣ、ＩＰＳ、ＡＤＦＦｉｓｈｅｒ与ＰＰ

Ｆｉｓｈｅｒ四种单位根检验方法，分别对五个变量

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３。

由表３可知，原值检验情况下，普惠金融指

数、产业结构、财政支农支出三个解释变量四种

检验均通过１％显著性检验水平，农民人均纯收

入和农村就业水平未通过检验，即存在单位根。

对各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后，结果显示各变量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农民人均收入、

普惠金融指数、教育发展水平、政府财政支出、就

业水平均为一阶单整。基于单位根检验结果，继

续进行Ｋａｏ协整检验，其结果为ｔ＝－４．８７１９７５，

ｐ＝０．００００。ｐ＜１％，说明Ｋａｏ检验拒绝原假设，

各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所以本文可以使用

面板数据模型进行。

２．模型设定检验

选择正确的面板数据模型，可以尽量减少模

型回归结果与现实情况的偏差，使回归结果更具

有真实性。本文选用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和协方差检

验确定合适的面板数据模型。

（１）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

针对数据进行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Ｈａｕｓｍａｎ两

个假设如下：

Ｈ０：模型为随机效应变系数模型。

Ｈ１：模型为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

根据回归结果得到Ｈａｕｓｍａｎ的ｔ统计量为

９９．４３０９１７，对应的ｐ值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５，因此，

拒绝原假设，选择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

（２）协方差检验

分别对变系数和不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进

行回归，根据结果得到ＲＳＳＥ为１５．３７６３０，ＵＳＳＥ

为１０．３２３６２，根据以下公式计算Ｆ统计量：

表２　各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平均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观测值

Ｙ ５１８８．８７７ ４４２５．５ １６７００ １３５３ ３２３９．３２４ １６８

ＩＦＩ ０．２５０２６３ ０．２２２５５０ ０．７１２４００ ０．０２０６００ ０．１７６８８３ １６８

ＩＳ ０．８２１７０６５ ０．７９６４８６ ２．００８５７５ ０．０３７２７３ ０．４２０２２５ １６８

ＧＳＡ ０．２３４８５０ ０．１７９７４８ ０．９７４８８４ ０．０３５２７５ ０．１６７６０１ １６８

ＥＭＰ ０．５３７０３３ ０．５３７２１１ ０．９５７９４６ ０．２７６３８１ ０．０８６７０６ 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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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ＳＳＥ－ＵＳＳＥ）／［（Ｎ－１）ｋ］ＵＳＳＥ／［Ｎ（Ｔ－Ｋ－１）］ ～

Ｆ（Ｎ－１）Ｋ，Ｎ（Ｔ－Ｋ－１( )） ⑦

　　其中，Ｎ表示截面个数，Ｔ表示观测年数综

述，Ｋ表示解释变量个数。根据公式计算得到Ｆ

＝０９２２１。在给定５％的显著性水平下，利用

ｅｘｃｅｌ函数 ｆｉｎｖ（ｐ，ｄ１，ｄ２）计算 Ｆ的分布的临界

值，相应的临界值为：Ｆ０．０５（５２，９８）＝０６５９３８６＜

０９２２１。因此，拒绝原假设，本文面板数据模型

选取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

３．面板数据模型估计

固定效应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包括时间固

定效应变系数和个体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分别

进行回归，得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的

时间效应估计和个体效应估计结果，见表 ４、

表５。

由表４可知，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截距项为负值，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各解释变量对农民收入的

正向影响。从２０１１年开始，截距从负值转为正

值，各市（州）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且在２０１６年增

长最快。究其原因，普惠金融是２００５年新兴的

一种金融服务体系，起初并没有对农民收入起

到显著的促进作用。我国自２００６年引入普惠

金融概念以来，国家与政府部门大力宣传并推

行普惠金融的发展，甘肃省响应国家号召，积极

表３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ＬＬＣ ＩＰＳ ＡＤＦＦｉｓｈｅｒ ＰＰＦｉｓｈｅｒ
ｌｎＹ ２．８０３２０ －４．０８５３５ ６２．９５３４ ８５．９９６０

ｌｎＩＦＩ －７．５７４３３ －４．１１６２９ ６３．７６５４ ６７．２２９７

ｌｎＩＳ －１１．６０２２ －６．１４１０１ ８４．１５１９ ８５．１６１２

ｌｎＧＳＡ －８．９４５８６ －８．７０２０２ １０７．６０３ １０６．０６９

ｌｎＥＭＰ ５．７７５６７ １．２３８７４ ２１．４８５２ １５．７５６７

ΔｌｎＹ －１１．６０１８ －６．６３０４７ ９０．９８５９ ８１．９３８８

ΔｌｎＩＦＩ －９．２７２０９ －７．７５１７１ １０６．３５９ １９５．５９０

ΔｌｎＩＳ －１６．３１１０ －１３．２８５２ １６３．８４２ １９１．２７１

ΔｌｎＧＳＡ －９．３２４９６ －５．６１７９０ ６３．０９４８ ６８．６０１３

ΔｌｎＥＭＰ －５．９２５８５ －２．６７３４５ ５６．２７１５ ６４．２４７１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

并大力构建普惠金融。几年间，甘肃省农村金

融机构网点已基本在乡镇实现全覆盖，支农惠

农资金投入明显增加，如邮政储蓄银行推出的

“双业贷”和“妇小贷”，甘肃银行推出的“三农

贷”和“小微贷”，兰州银行推出的“精准扶贫专

项贷款”等，受益农户持续增加，有效缓解了农

村地区金融排斥问题。甘肃省不断推进普惠金

融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各项资金流向薄弱环节，

满足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金融需求，将

对农民增收的消极影响转化为积极影响。因

此，近几年的截距项为正值且增加率逐年提高，

意味着甘肃省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已成为农民

收入新的增长点。

表４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的

时间效应估计结果

时间 截距 排名

２００５年 －０．６３４７１２ １２
２００６年 －０．５５２９９２ １１
２００７年 －０．３９３５５０ １０
２００８年 －０．３５４１９４ ９
２００９年 －０．２５７１１７ ８
２０１０年 －０．１３３０６５ ７
２０１１年 ０．００７３２９ ６
２０１２年 ０．１７６７２７ ５
２０１３年 ０．３１２９７０ ４
２０１４年 ０．４２８３９８ ３
２０１５年 ０．６５８２３９ ２
２０１６年 ０．７４１９７５ １

由表 ５可知，兰州市的截距项最高，为

２９０５７８７；其次是白银市和嘉峪关市，分别为

２７７６３７１和１．１０１１２５；截距项最低的是临夏

州，为 －１．８５２８２１；其他市（州）的截距项均在

１以下，大部分为负值。各市（州）的截距项的

差异表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基础

效应不同，其数值的高低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１３］。例如，截距项较低的

武威市，其农民人均纯收入处于甘肃省各市

（州）的中上游，但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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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下游，截距为负值会减弱普惠金融的增收

效应。

表５　农村普惠金融对农民增收的

个体效应估计结果

市（州） 截距 ＩＦＩ系数 ｔ统计量
兰州市 ２．９０５７８７ １３．９７１７２０ ３．４７３１２６

嘉峪关市 １．１０１１２５ ４．６５８５１７ ４．１４８１２３

金昌市 ０．０５２７９４ ２．２４８８３９ ３．３３２０５０

白银市 ２．７７６３７１ ３．６７４６７９ ４．３８７９７９

天水市 －０．１９４７９８ １．４８３４１６ ３．７１９３９８

武威市 －０．８９５３１６ ０．９１９７８７ ２．８１６１５８

张掖市 ０．１４８４４３ １．８４１７０８ ２．９６２１１０

平凉市 －０．０５１０６０ １．９８５１０７ ３．７１９３９８

酒泉市 ０．０２３３９０ １．７２６１３５ ２．８９３３３７

庆阳市 －１．３８０２８８ ０．５５３３７８ ３．５５３６８３

定西市 －１．８５６５５６ ０．４１８３７８ ２．９３７９１８

陇南市 －０．０７２２７２ １．２３５３１９ ４．１４８７５９

临夏州 －１．８５２８２１ ０．６２１３３７ ２．０３０３９１

甘南市 －０．７０４８００ ０．９０２０５８ ４．８１９０７８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

从表５可知，回归结果均在１％水平上显

著，且１４个市（州）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系数

均为正数，表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民增收

呈正相关关系，与实际情况相符。一个地区农

村普惠金融发展所带来的增收效应与该地区的

农村普惠金融系数呈正向关系。由表５可知，

农村普惠金融系数较高的市（州）多集中在河

西地区和陇中地区，兰州市、嘉峪关市的农村普

惠金融发展系数处于甘肃省上游水平，增收效

应最显著，其中兰州市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系数

最高为１３．９７１７２０，表现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

水平每提高１％，农民收入就会增加１３．９７％，

减贫效应明显。究其原因，以兰州市为代表的

陇中地区，具有明显的农村金融机构数量优势，

并通过不断开设小额贷款公司和担保机构完善

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各金融机构通过在农村地

区布放助农取款服务点、“三农”终端、手机银

行和网银等普惠金融基础设施，提高农村金融

服务水平，为农民增收提供了金融支持。对于

临夏州、庆阳市等市（州），农村普惠金融发展

水平不仅较低，农民收入水平也处于甘肃省下

游水平，农村普惠金融系数虽低于甘肃省平均

水平，但回归结果依然具有正向的增收效应，这

说明这些市（州）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所带来的

增收效应不显著，仍有上升空间。这些市（州）

属于民族地区和甘肃省内偏远地区，农村普惠

金融水平普遍较低，近几年随着普惠金融的不

断推进，这些欠发达市（州）通过“互联网＋”普

惠金融的宣传与推广，改善了农村地区支付服

务环境，各市（州）银行业金融机构立足各地特

色，创新推出“庆果通”“藏家乐”等一系列金融

服务产品，并成立了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

新型金融机构，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

地理排斥、条件排斥和营销排斥等金融排斥现

象，促进了农民增收。

　　五、结论与建议

结合上述实证分析结果，可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甘肃省农民收入随着时间的推移表

现为显著的增长趋势，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已成

为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

其二，甘肃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具有增收

效应，但对不同地区农民增收的影响区别较大，

金融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农村

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较为

显著。

根据以上结论，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其一，应完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农村普

惠金融体系建设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贫困

程度息息相关，各金融机构应根据甘肃省各市

（州）的发展现状，创新推行与其自身发展相符

合的普惠金融产品，以帮助改善农民生产生活

条件。

其二，区域间应实行差异化政策措施。应

根据各市（州）的发展特点，加强地区间的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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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协作。对于金融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水平

较高的地区，应重视将更多的群体吸纳在金融

体系内，发展普惠金融深度；对于金融资源匮

乏、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应借鉴发达地区

相关经验，通过引入其金融资源、学习其金融政

策，拓宽普惠金融在本地区的发展领域。

其三，应实现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民增

收之间的良性互动。政府应加强对农村金融机

构的引导，推出相关优惠政策，降低金融服务的

门槛，使更多的资金流向农村地区。同时，应对

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流向进行严格监管，明确

资金去向，确保资金真正用于“三农”，提高农

民收入水平，最终实现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与农

民增收之间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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