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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河南省３９个贫困县的季度数据，采用空间计量经济模
型分析不同贫困地区农村金融体系对乡村振兴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通

过对经济领域的薄弱环节投放再贷款，能有效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银行和

保险服务对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果明显，而证券服务对乡村振兴的效果不

明显；不同贫困地区农村金融体系精准支持乡村振兴，存在货币政策工具的有

效性有待提高，金融基础设施投放效率不高，资本的虹吸效应明显，保险保障作

用较弱，以及农村金融支持农业、农户、产业的方式有待改进等问题；农村金融

体系支持乡村振兴空间溢出效应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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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是中共十九大提出的重大战略，

是化解新时代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地区

发展不充分问题的重大举措［１］。乡村振兴战略

提出后，学者们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情况

展开了研究，一致认同应该紧紧围绕“二十字”

方针与五大目标任务推进落实［２－５］。学者们针

对多元化目标探讨了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的

构建。张挺等［６］从战略目标的五个方面构建了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层次分

析法对１１个省区市的３５个乡村进行了实证分

析；贾晋等［７］基于“五位一体”乡村振兴战略目

标任务，运用熵值法和 ＴＯＰＳＩＳ法对３０个省区

市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和比较；闫

周府等［８］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目标任务建

立了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

法和专家打分法对３０个省区市的乡村振兴发

展水平进行了测度。

关于农村金融体系支持乡村振兴的相关研

究成果丰硕，一些学者从宏观层面展开了研究。

韩俊［９］认为应健全与农业农村发展相适应的农

村金融体系，以满足乡村振兴多元化的金融需

求；程郁［１０］认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应保障

金融资源对“三农”的优先投入，建立科学规范

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有助于破解城乡金融资源

的“逆向”配置问题；潘妍妍等［１１］认为农村金融

体系在支持乡村振兴方面发挥支撑作用的首要

条件是建立多元化的农村金融生态体系，满足乡

村振兴的资金需求；吴本建等［１２］通过总结发达

国家和地区农村金融体系构建的经验，发现乡村

振兴战略的金融支持体系应由农业信贷体系、农

业担保体系、农业保险体系和资本市场构成。

总体而言，现有围绕农村金融体系支持乡

村振兴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成果，但也有

较大的提升空间。鉴于此，本文拟在现有研究

的基础上，聚焦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目标任务，

采用熵值法和 ＴＯＰＳＩＳ法综合测算乡村振兴水

平，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农村金融体系

对不同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差异化影响，以期

为“后扶贫时代”统筹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有机衔接提供参考。

　　一、研究设计

　　１．农村金融体系支持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

作用机制

农村金融体系支持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有两

个方面内涵。首先，农村金融服务本质上是农

村金融直接或间接为农业、农户和产业发展提

供便捷有效的资金支持，通过促进乡村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农民生活富

裕，从而实现乡村振兴。其次，农村金融体系支

持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见图１）具体表现为以

下四个方面：一是中国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

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向农村薄弱领域提供政策支

持，向金融机构发放成本较低的再贷款资金，引

导金融机构加大支持乡村振兴的力度；二是银

行业为县域经济、城乡居民提供存款、贷款等金

融服务，帮助群众积累财富，使其获得一定的存

款收益，缓解乡村发展生产过程中的资金短缺

问题，实现生产性收入增长；三是证券业可以辅

导贫困地区企业通过发行债券或ＩＰＯ等方式拓

展融资渠道，帮助当地企业做大做强，促进地方

经济发展；四是保险业可以为农业生产经营过

图１　贫困地区农村金融体系

支持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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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遇到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

给予一定的风险补偿。

２．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为全面反映农村金融体系支持乡村振兴的

区域差异与空间效应，本文采用空间通用模

型［１３］。本文数据来源于 Ｗｉｎｄ数据库，选取

２０１６年第一季度至２０１８年第一季度河南省大

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区１６个贫困县、秦巴山集中

连片特困区１１个贫困县、非连片贫困区１２个

贫困县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和金融发展指标。

３．指标选取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乡村振兴水平，其内

涵丰富，是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因此采用熵

值法和ＴＯＰＳＩＳ法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目

标任务综合测度乡村振兴水平，多维度指标具

体见表１，农村金融体系支持乡村振兴的指标

说明具体见表２。

　　二、实证研究

　　１．河南省３９个贫困县农村金融体系支持

乡村振兴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空间面板回归模型，分析河南省

３９个贫困县农村金融体系支持乡村振兴的空间

表１　乡村振兴测度的多维度指标

变量内涵 变量名称 计算公式

产业兴旺 产业结构
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国内

生产总值

生态宜居 碳排放量

化肥施用量×８５７．５４＋
农作物种植面积×１６．４７＋
农业机械总动力×０．１８＋
农业生产用电量×０．１８

乡风文明 教育水平 义务教育在校生巩固率

生活富裕

人均消费水平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乡

人口数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农村人均纯收入

城镇居民收入水平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治理有效

人均财政资本投资 财政总支出／城乡人口数

人均社会资本投资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城乡

人口数

信用环境 评定信用农户数／农户数量

表２　农村金融体系支持乡村振兴的指标说明

农村金融

体系
指标 指标解释

金融政策 货币政策工具 人均再贷款余额

农村金融

服务主体

银行服务 自助设备布放数／行政村数量
证券服务 证券期货从业人数／乡镇数量
保险服务 保险从业人数／乡镇数量

农村金融

服务对象

金融对农业的支持 人均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

金融对产业的支持 人均农村企业贷款余额

金融对农户的支持 人均农户贷款余额

效应，结果见表３。由表３可知，空间自相关系

数 λ的 Ｐ值为 ０．０６３６９５，空间自回归系数 ρ
的Ｐ值为 －０．０２８９５７。这说明在不同贫困地

区乡村振兴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分析

农村金融体系支持乡村振兴的影响因素时应将

空间要素考虑在内。因此，河南省３９个贫困县

农村金融体系支持乡村振兴影响机制分析，应

以空间面板广义矩估计回归方法（以下简称

ＧＭＭ）的分析结果为准。

从金融政策来看，货币政策工具的系数为

０．００００５９，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

明货币政策工具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程中发

挥着引导金融机构精准支持实体经济薄弱环节

的作用。

从农村金融服务主体来看，银行服务的系数

为－０．０００４５３，在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不显著，

这说明银行在县域提供的ＡＴＭ机、ＰＯＳ机或其

他自助服务终端等金融基础设施对乡村振兴的

作用不显著。证券服务的系数为 －０．０４９９２８，

在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不显著。证券业支持

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政策主要为在贫困地区为

上市企业开通 ＩＰＯ的绿色通道，旨在通过吸引

更多社会资本带动当地企业发展，但实际上可

能存在资金外逃的风险，这将阻碍乡村振兴战

略的实施。保险服务的系数为０．０００３４６，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保险业对乡村

振兴的支持，不仅可以分散农业生产经营风险，

而且可成为融资增信的保障工具，扩大融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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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河南省３９个贫困县农村金融体系支持乡村振兴的空间效应

变量
普通面板回归随机效应

系数 ｚ统计量
空间面板ＧＭＭ随机效应

系数 ｔ统计量
常数项 ０．１３２８３０ ６．１１００００ － －

货币政策工具 ０．０００１４２ ５．８２５６００ ０．００００５９ ２．９８１６００
银行服务 ０．０００５８５ ０．９７１５００ －０．０００４５３ －０．５６４１００
证券服务 －０．０６８０７６ －１．５５００００ －０．０４９９２８ －０．５６４４００
保险服务 ０．０００３７０ ２．１７４０００ ０．０００３４６ ２．３２０６００

金融支持农业 －０．０００００４ １．１０７１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６ －１．７００２００
金融支持产业 ０．０００００１ ０．４２１６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５ １．６６８２００
金融支持农户 ０．００００１２ ３．７１７２００ ０．００００１０ ２．２７５３０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２０５１４０ — — —

ρ — — －０．０２８９５７ —

σ２ — — ０．００６１１３ —

λ — — ０．０６３６９５ —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体的信贷额度，从而引导更多资金支持乡村

振兴。

从农村金融服务对象来看，金融支持农业

的系数为－０．０００００６，在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

显著；金融支持产业的系数为 ０．０００００５，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金融支持农户的系

数为０．００００１０，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这说明，一方面，金融支持可以帮助农户脱贫致

富；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大金融业对农业的支持

力度，对乡村振兴的作用效果不明显。尤其对

于乡村振兴水平较高的地区，过多将金融资源

投入农业可能会造成金融资源的浪费，降低农

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效率。相对而言，农村

金融对产业发展的支持将有效促进乡村振兴。

由此可见，银行业、保险业和货币政策工具

使用能有效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金融对农

户的支持，能通过提升农户生产经营的融资便

利度，提高收入水平，助力其实现生活富裕的目

标。金融对产业发展的支持，能够促进农村第

一、二、三产业融合，实现农村产业链和价值链

的提升。保险对乡村振兴的支持，不仅可以分

散农业生产经营风险，发挥其风险补偿作用，而

且具有融资增信的作用，引导更多资金支持乡

村振兴。持续发挥货币政策工具对乡村振兴的

支持引导作用，是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政

策保障。

２．河南省不同贫困地区农村金融体系支持

乡村振兴的实证分析

大别山区、秦巴山区、非连片地区贫困县农

村金融体系支持乡村振兴的空间效应见表４。

由表４可知，秦巴山片区、大别山片区、非连片

地区贫困县农村金融体系支持乡村振兴的空间

自相关系数 λ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

说明区域间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同时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显示，选择随机效应的结果

解释更加科学。因此，秦巴山片区、大别山片

区、非连片地区贫困县农村金融体系支持乡村

振兴实证分析，应以空间面板 ＧＭＭ随机效应

的分析结果为准。

从金融政策方面来看，秦巴山片区、大别山

片区贫困县的货币政策工具的系数均为正，且

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货币政

策工具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程中发挥着引导

金融机构精准支持实体经济薄弱环节的作用，

但对于非连片地区的贫困县，货币政策工具对

乡村振兴的支持力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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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秦巴山片区、大别山片区、非连片地区贫困县农村金融体系支持乡村振兴的空间效应

变量
秦巴山片区空间面板ＧＭＭ随机效应

系数 ｔ统计量
大别山片区空间面板ＧＭＭ随机效应

系数 ｔ统计量
非连片地区空间面板ＧＭＭ随机效应

系数 ｔ统计量
常数项 ０．００４２４３ ０．３５０７００ ０．０１６９５２ １．０１５８００ －０．１０６６１０ －２．２８２１００

货币政策工具 ０．００００４７ ３．６４９９００ ０．００００７２ ２．４８２３００ －０．００００３３ －０．５７４６００
银行服务 －０．０００８０７ －２．９５７４００ －０．００５０１６ －４．３２７５００ ０．００３９７５ １．２０６３００
证券服务 ０．０２８１１０ １．０７３６００ －０．０４５８３４ －３．７４６５００ ０．０４８９９７ ２．０７７３００
保险服务 －０．００１３３２ －５．６２９６００ ０．０００５７６ ８．４２８８００ ０．０００２９１ ０．８９５０００

金融支持农业 ０．０００００７ ３．２９１６００ ０．００００３０ １４．５０５４００ －０．００００１６ －２．１５６５００
金融支持产业 ０．０００００５ ２．６７０８００ ０．００００１７ ５．６２６６００ ０．００００１７ １．８２７３００
金融支持农户 －０．０００００２ －０．５４３５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１ １．５３４２００ ０．００００３３ ３．２８４４００

λ ０．１４３２６０ ４１．３７３６００ ０．０８４７７６ ９．６８７６００ ０．２８９５４０ １４．１９４９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从农村金融服务主体来看，秦巴山片区、大别

山片区贫困县银行服务的系数均为负，且在１％的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该区域的银行提供金

融服务时存在结构性问题。秦巴山片区贫困县的

证券服务系数为０．０２８１１０，在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上不显著；大别山片区贫困县的证券服务系数为

－０．０４５８３４，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非连片

地区贫困县的证券服务系数为０．０４８９９７，在５％的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秦巴山片区证券服务

乡村振兴的效果不显著，非连片地区证券服务乡

村振兴的效果十分显著，而大别山片区资本的虹

吸效应明显，在证券服务乡村振兴时应警惕可能

存在的资金逆流风险。大别山片区、非连片地区

贫困县的保险服务的系数均为正，且在１％的显著

性水平上显著；而秦巴山片区贫困县的保险服务

的系数为－０．００１３３２，且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

著，这说明秦巴山片区贫困县保险对乡村振兴的

支持方式有待优化调整。

从农村金融服务对象来看，秦巴山片区、大别

山片区、非连片地区贫困县金融支持产业的系数

均为正，且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农

村金融支持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迫切需要；秦

巴山片区、大别山片区贫困县金融支持农业的

系数均为正，且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而非连片地区贫困县金融支持农业的系数为

－０．００００１６，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

说明该区域农村金融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

度不仅效果不明显，反而会占用金融资源，弱化

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效果。因此，农村金

融支持农村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对促进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可能更有效。非连片地区贫困

县金融支持农户的系数为０．００００３３，且在１％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农村金融对小农

户脱贫致富的效果显著；而秦巴山片区、大别山

片区贫困县金融支持农户的系数或为负或不显

著，这说明这些区域金融对农户的支持方式有

待完善，未来农村金融应助力实现小农户和现

代农业的有效衔接。

　　三、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实证研究结论主要包括：其一，从整体

而言，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经济领域的薄弱环节，

有效促进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分区域而

言，秦巴山片区、大别山片区贫困县的货币政策

工具对乡村振兴的支持效果明显，而非连片地

区贫困县的货币政策工具对乡村振兴的支持力

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其二，从整体而言，银行与

保险服务能有效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而证

券服务对乡村振兴的效果不明显。分区域而

言，秦巴山片区、大别山片区银行金融服务存在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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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问题；非连片地区证券服务能有效推动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而大别山区应警惕可能存

在的资金外逃风险；大别山片区、非连片地区保

险服务能有效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秦巴山

片区贫困县保险对乡村振兴的支持方式有待优

化调整。其三，从整体而言，农村金融对产业发

展的支持能够促进农村第一、二、三产业融合，

实现农村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提升；农村金融对

农户的资金支持能帮助其脱贫致富；而农村金

融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对乡村振兴效果不

明显。分区域而言，对于秦巴山片区、大别山片

区、非连片地区来说，农村金融支持产业发展是

乡村振兴的迫切需要；对于秦巴山片区、大别山

片区来说，农村金融对农户的支持方式有待完

善；对于乡村振兴水平较高的非连片地区来说，

过多将金融资源投入农业可能会造成金融资源

的浪费，降低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效率。

其四，一个地区货币政策工具使用、农村金融服

务在促进该地区乡村振兴水平提高的同时，对相

邻地区乡村振兴也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本文蕴含的政策启示主要包括：其一，应提

高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支持乡村振兴的关

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引导金融机构充分运用货

币政策工具，提高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其二，

金融机构应依托数字技术优化金融基础设施布

局，解决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

的问题；应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相关政策的精

准度和有效性，引导资本市场向真实扎根于欠

发达地区的企业提供更多的上市优惠政策，吸

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带动乡村经济振兴；同时，应

完善农业保险体系，充分发挥增信和保障作用。

其三，应通过创新农村金融工具激发小农经济

的生命力，解决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衔接问题；

同时，应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引导金融资源

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特色农业发

展、解决信贷资金投入传统农业效率不高的问

题，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其四，应充分发挥区域

空间溢出效应，复制推广“普惠金融兰考模

式”，构建“一平台四体系”，逐步形成开放的、

多元的、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为农村金融体系

支持乡村振兴提供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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