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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信用贷款推广与县域内城乡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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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整村评级授信是中国农户信用贷款推广的主要模式,考察其对县域内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可以为共

同富裕目标下的农村金融改革路径探索提供科学依据.基于信贷配给理论,本文论述了农户信用贷款推广对信

贷供需双方的影响,从而揭示了其对县域内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并利用典型试验区１０２个县域的准自然

实验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农户信用贷款推广有助于缩小县域内城乡收入差距,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

验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通过增加农村信贷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农户信用贷款推广能够抑制村庄资金外流,从

而缩小县域内城乡收入差距;在银行金融科技应用水平和第一产业占比较高的县域,农户信用贷款推广的效果

较强.本研究为银行以整村评级授信的方式推广农户信用贷款、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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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缩小县域内城乡收入差距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金融发展是影响收

入分配的重要因素[１][２],利用农村金融改革缩小县域内城乡收入差距至关重要.２０１８年以来,在金

融科技和利率市场化双轮驱动下,县域金融供给方竞争激烈,为了稳定市场份额、提高竞争力,部分农

村金融机构利用地缘优势以整村评级授信的方式推广农户信用贷款,据此拓展农村地区信贷市场.
在农户信用贷款推广县域,农户授信额度及贷款户占比明显提高,且相较于抵押担保贷款,农户信用

贷款在覆盖面上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据笔者调查,江苏、黑龙江、安徽、山东、湖南、浙江、广东和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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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以下简称“省联社”)内部数据显示,２０２２年在全覆盖授信村庄,农户贷款户

占比达２５．７４％,信用贷款户数占总贷款户数的比重达７６．４２％,远高于未开展全覆盖授信村庄的贷款

户占比１４．１２％和信用贷款户占比２１．５８％;同时,这些地区农户最高授信额度均值为１５．８２万/户,东
部地区大部分县域为２０万/户,江浙地区达３０万/户.信用贷款推广促进了农户融资,进一步地,其
能否缩小县域内城乡收入差距? 作用机制是什么?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探索共同富裕目标下

的农村金融改革路径.
在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方面,有学者指出,制约家庭创业的最大问题在于得不到有效金融支

持[３];通过支持有潜在企业家才能的中低收入者创业,金融有利于解决贫困代际传递问题,进而缩小

收入差距[４].张爱英和孟维福(２０２１)则聚焦于普惠金融,认为普惠金融发展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

距[５].周利等(２０２０)进一步聚焦于数字普惠金融,认为“数字红利”可以提高农户金融可得性、降低金

融服务门槛,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６].但是,也有研究认为中国金融发展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

距,且促使农村资金外流是其中的重要原因[１][２].基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新古典主义认为,富裕地

区的信贷资金边际收益率要低于贫穷地区,从而信贷资金会从充裕地区流向稀缺地区,即理论上,信
贷资金应该从城镇地区流向农村地区.然而,现实中资金往往是从不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７].谭

燕芝等(２０１８)的实证研究指出,农村金融机构每新增一家金融网点将增加６元的当地人均外流资

金[８].那么,为什么资金从农村地区流向城镇地区? 信贷配给理论认为,主要原因是农村信贷市场信

息不对称和规模不经济问题突出[９].依据该理论,国内学者进一步指出,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农
商行”)的商业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支农的政策目标难以兼顾[１０];部分地区农商行股份制改革导致其脱

离支农支小本源[１１].也有学者指出,设立新型金融机构(如村镇银行)对农村资金外流具有抑制作

用[１２].因此,为了有效引导资金回流农村,应完善信贷供给制度,改善农村金融交易环境[１３][１４].
在中国农村金融实践中,以“评级授信”为基本模式的农户小额信贷是改善农村信贷供给的制度

之一.国际小额信贷由小额信贷机构发放,包括强制存款、小组贷款等运行机制.由于中国农户信用

贷款的主要模式不同于国际小额信贷,且授信额度及整体覆盖面较小,学者对其研究较少.丁骋骋和

周群力(２０１２)基于温州的调查发现,农户评级授信缓解了农村信贷约束[１５];张三峰等(２０１３)基于

２００７年中国人民银行农户借贷专项调查数据的分析也发现,农户评级授信缓解了农村信贷配给问

题[１６].在中国农村小额信贷制度实施初期,大部分金融机构的授信对象为主动申请农户,在此背景

下研究信用贷款推广对农户融资的影响,存在内生性问题.随着金融科技化和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

进,２０１８年以来,中国农户信用贷款发展迅速,部分金融机构以整村评级授信的方式推广信用贷款.
张宁等(２０２４)研究发现,农村金融机构信用贷款推广有助于缩小农户内部收入差距[１７].

由上述研究可知,普惠金融(包括数字普惠金融)和信用贷款都是促进农户融资的重要方式,现有

研究考察了前者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而对农户信用贷款推广的影响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鉴于

此,本文将以农村金融机构开展整村评级授信为契机,考察农户信用贷款推广对县域内城乡收入差距

的影响,具体地,先立足于农户信用贷款基本特征,依据信贷配给理论展开讨论,再利用中国典型试验

区１０２个县域的准自然实验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１)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是发

展经济学较为关注的话题,本文聚焦于农户信用贷款推广对县域内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该问题提

供来自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经验证据;(２)已有研究关注了县域层面的农村资金外流规模,本文尝试

考察县域内部农村地区资金向城镇地区的流动情况,从行政村层面进行测算,更加细致地观察资金区

域流动的特征;(３)考察在县域银行金融科技应用水平和产业结构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农户信用贷款

推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差异,可以为推广行为的实施和优化指明方向.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信用贷款推广对农村资金外流的影响

整村评级授信是中国农户信用贷款推广的主要模式,由农村金融机构主导,基本流程是农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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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信用等级测算与认定→授信额度测算与认定→评级与授信年审.银行在首次评级授信时,邀
请村干部参与农户信息收集再进行信用评级,固定成本较高,后续评级授信年审及更新成本则较低.
农户在授信额度内可通过手机银行线上申请信用贷款,银行信贷系统自动进行形式审查,信贷资金实

时到账.此外,农户可以主动申请提高授信额度,对于按时还款户,银行通常自动提高其授信额度.
对于本行存款户,银行通常会给予其优惠贷款利率.以下结合金融科技化和利率市场化背景,基于信

贷配给理论分析农户信用贷款推广对供需双方的影响机理,进而研判其对农村资金外流的缓解作用.

１．农户信用贷款推广对供给方的影响.信贷配给理论认为,银行基于市场信息不对称、农户贷款

规模不经济等顾虑,会降低农村地区放贷数额,从而形成了银行信贷配给[９].对此,学者们也提供了

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１８][１９].农户信用贷款推广能够从以下四个方面有效缓解农村金融市场上的银

行信贷配给问题,从而促使银行增加对农村地区的信贷供给.
第一,改善信息不对称.在农户信用贷款推广实践中,信贷员对农户的评级授信主要是利用村庄

社会网络进行现场画像,其中村干部是主要参与者[１７][１８].村干部与农户之间是依靠情义纽带维系的

强关系,其对本村农户而言,较为亲近又值得信赖,村干部信息搜寻的成本较低,信息质量却较高.因

此,村干部的参与有效改善了银行与农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即农户信用贷款推广改善了市场信

息不对称,从而缓解了银行信贷配给问题.
第二,缓解规模不经济.一方面,定期更新农户信息、信用等级和授信额度存在一定的沉没成本;

另一方面,推广银行发放农户信用贷款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为了将沉没成本分摊到更多的农户贷

款上,即降低单位贷款成本,银行将增加对农村地区的信贷投放.现有研究表明,农户评级授信制度

的收益能够覆盖成本[２０],在此前提下,农户信用贷款推广这一提前授信制度能够有效缓解农户贷款

的规模不经济问题.
第三,提高市场份额.随着科技企业如蚂蚁集团、京东科技集团金融业务的不断扩张,农村金融

市场供给方竞争激烈,市场集中度不断下降.农户信用贷款推广有利于银行提高金融服务质量,拓展

更多的贷款客户,从而稳定和提高农村金融市场份额,挖掘新的利润增长点.
第四,扩大存贷款利差.在金融科技化和利率市场化背景下,银行利差收窄.相较于抵押担保贷

款和城镇家庭各类贷款,农户信用贷款利率较高,农户信用贷款推广能够扩大银行的存贷款利差,从
而有利于其经营绩效提升.已有研究也表明,金融弱势群体的高风险溢价能够提升银行的盈利

能力[２１].

２．农户信用贷款推广对需求方的影响.农户(尤其是低收入农户)往往因为缺乏有效的抵押担保

而“无信心申贷”,同时,中国农户风险厌恶程度较高[２２],即使能够提供抵押品,也由于风险承受能力

低、担心失去抵押品而自我选择退出信贷市场[２３].农户有效信贷需求受到抑制,即使有信贷意愿,也
往往难以转化为信贷行为[２４].中国农户遭受自我信贷配给的程度要大于银行信贷配给[２５].然而,
信用贷款推广能够有效缓解农户“无信心申贷”和“信贷恐慌”心理,从而改善农户的自我信贷配给

问题.
第一,改善“无信心申贷”.农户申请贷款之前,通常会对能否获得信贷做出预判,往往在融资难

的市场状态下放弃信贷行为.２０２１年３月,笔者参与的«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中国农户信用评级»
课题组对湖南１６８３户农户的调研数据显示,对于“是否有信贷需求(意愿)”这一问题,选择“是”的农

户占比为７３．３１％,而对于“是否有申请信贷(行为)”这一问题,选择“是”的农户仅占５５．３８％;有信贷

意愿而未申请的原因中,排名第一的是市场信贷可得性水平较低(占比为３６．２４％),排名次之的是信

贷交易成本或合约风险较高.而农户所在村庄进行整村评级授信后,利用手机银行即可线上申请贷

款,系统自动审核,３分钟完成申请,３０秒资金到账,信贷可得性得到极大提高.因此,农户信用贷款

推广能够通过提高农村地区的信贷可得性水平来促进农户信贷意愿向信贷行为转化.
第二,缓解“信贷恐慌”.农户信用贷款推广打消了借款人对抵押担保的顾虑,激励了冒险精神,

降低了农户的风险厌恶程度;同时,相较于抵押担保贷款,信用贷款便利度较高.因此,信用贷款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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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刺激农户信贷行为,从而有效缓解自我信贷配给,农村信贷需求因此增加.
在中国县域,银行倾向于服务城镇家庭[２６],金融渠道下的农村资金外流主要是指资金从农村流

向城镇.２０１９年原银保监会出台的«关于推进农村商业银行坚守定位强化治理提升金融服务能力的

意见»要求,农村中小银行专注服务本地,原则上机构不出县、业务不跨县.此后,政府对农村中小银

行服务当地、回归支农支小本源的政策导向不断加强.在农户信用贷款推广后,农村地区银行信贷配

给和自我信贷配给均能够得到有效缓解,农村信贷供给和需求同时增加,即农户信用贷款推广能够促

进资金更多流向农村,县域城镇家庭的资金供给将有所减少,从而资金外流减少.
(二)农村资金外流对县域内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现有研究指出,资金的缺乏会影响农户未来的生产经营和资产积累等行为,致使生产投资减

少[２７].即使是用于消费(包括教育和医疗)的信贷资金,也可以通过减少家庭消费资金对生产资金的

挤占来促进农户投资[２８].中国城镇家庭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是工资性收入,而农户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仍然是经营性收入,农户除了经营性收入,其他收入增速均不及城镇居民.农户信贷供给的增加,无
疑将助力其家庭经营,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２９].已有研究也表明,农户信贷供给的增加可以通

过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及创新创业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６][３０][３１].由此可见,减少农村资

金外流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综合而言,农户信用贷款推广可以为农村注入更多信贷资金,缓解农村资金外流,助力农村经济

发展,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待检验假设.
假设１:农户信用贷款推广有利于县域内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假设２:农户信用贷款推广缩小县域内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是缓解农村资金外流.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在全国农村金融机构中,只有农商行以整村评级授信的方式推广农户信用贷款.因此,本文以农

商行数据为样本,考察农户信用贷款推广对县域内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省联社的推动和指导下,

２０１７年底至２０１８年初,湖南全省１０２家农商行中有５４家在其服务辖区开展了农户信用贷款推广工

作,对服务辖区内试点村进行逐户评级授信;４８家尚未开展相关工作.经统计,这５４家农商行所在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高、中、低分布较为均匀;各县试点村选择是依据服务辖区内行政村经济发展水平

进行的分层抽样.在此政策安排下,农户信用贷款推广相当于一个外生事件,为本文的实证分析提供

了一个准自然实验.
该试验区的典型性主要在于:第一,农户信用贷款推广规模较大,规模最大的县域逐户评级授信

村庄覆盖面达７３．２６％;第二,有一部分县域尚未开展农户信用贷款推广工作,这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检

验农户信用贷款推广带来的影响,而其他省份县域间推广力度差异较小,比如据笔者调查,江苏省

２０２２年各个县域整村评级授信覆盖面均在９０％~１００％.另外,湖南省县域间金融科技应用水平及

第一产业占比差异较大,能够较好地检验在县域金融科技应用水平及产业结构不同的情况下,农户信

用贷款推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差异.
据此,本文使用湖南省１０２家农商行所在县域２０１３—２０２１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县域层面数据

来源于«湖南统计年鉴»(２０１４—２０２２年).在农村资金外流规模计算中,农商行服务辖区内行政村存

贷款余额数据来源于各家农商行«行政村摸底统计表»(２０１３—２０２１年),由省联社进行收集和汇总.
有关各县农商行农户信用贷款推广规模等数据,课题组设计银行问卷进行补充调查,问卷同样经由省

联社发放和回收.
(二)模型构建

鉴于各县域农户信用贷款推广的规模存在差异,本文通过构建连续双重差分模型(单时点连续

DID)检验农户信用贷款推广对县域内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检验村庄资金外流这一影响机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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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江艇(２０２２)提出的机制分析方法[３２],采取同样的模型检验农户信用贷款推广对村庄资金外流的影

响.具体模型设置如下:

Yit＝β０＋β１timet×Rit＋β２Xit＋pt＋fi＋ηit (１)

Zit＝α０＋α１timet×Rit＋α２X′
it＋δt＋φi＋εit (２)

式(１)和(２)中,i代表样本县,t代表样本期.Yit表示县域内城乡收入差距,Zit表示村庄资金外流

程度.Rit代表农户信用贷款推广规模;鉴于湖南县域农户信用贷款推广普遍于２０１７年底进行,极少

数县域在２０１８年初开展,将timet 在２０１８年及之后取值为１,２０１８年之前取值为０;timet×Rit的估

计系数β１和α１捕获的是农户信用贷款推广这一金融制度的影响.如果β１和α１都显著为负,则假设１
和假设２得到检验.Xit和X′

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fi和φi代表地区固定效应,pt和δt代表时间固定效

应,ηit和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城乡收入差距的刻画方法主要有城乡收入比和泰尔指数两种,本文同时选择两者作为被解释变

量:(１)县域内城乡收入比,等于县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２)

泰尔指数,具体计算方法参考王少平和欧阳志刚(２００７)的研究[３３],公式为 Theil＝∑
２

d＝１

yd

Yln(yd/Y
nd/N

),其

中y１和y２分别代表城镇和农村总收入,等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人口数,Y 代表城镇和农村收

入之和;n１和n２依次表示城镇和农村人口数,N为县域总人口数.
县域农户信用贷款推广规模,具体是指农商行整村逐户评级授信的开展程度,即逐户评级授信村

庄数与全县村庄总数之比.
参考已有研究[２][３４],本文控制变量主要选取县域的产业结构、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支农水平、城

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对外开放程度、人力资本水平、财政支出水平和人口密度;在村庄资

金外流模型中,控制变量还包括农商行存贷比、市场份额和网点数目.具体变量说明见表１.
　表１ 主要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定义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城乡收入比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４．４５ ２．０８ ２．８３ ０．４９
泰尔指数 参考王少平等(２００７)的计算方法,泰尔指数×１００ ２１．３５ ０．７８ ９．８４ ４．１２
推广规模 当地农商行逐户评级授信村庄数/全县村庄总数 ０．７３ ０．００ ０．３５ ０．４７
产业结构 县域第一产业增加值/GDP ０．３４ ０．０３ ０．１７ ０．０７
金融发展 县域年末银行存贷款余额/GDP １２．１０ ０．３７ １．７８ １．０８
金融支农 农商行年末农村地区贷款余额占比(％) ２０．３５ ２．０８ １０．１２ １．２５
城镇化 城镇常住人口/城乡总人口 ０．９３ ０．０８ ０．４８ ０．１４
经济发展水平 县域人均 GDP(万元) ２２．７５ ０．９４ ４．１０ ２．６３
经济发展速度 县域 GDP同比增长率(％) １４．５０ １３．５０ ７．９３ ２．５３
对外开放 县域货物进出口总额/GDP ２．６３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１９
人力资本 １５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１１．３０ ７．９７ ９．１６ ０．５９
财政支出 县域政府财政支出/GDP ０．７４ ０．０３ ０．２３ ０．１３
人口密度 总人口/土地面积(千人/平方公里) ３．４９ ０．０６ ０．３３ ０．２３
存贷比 农商行年末贷款余额/存款余额(％) ７９．４７ ２２．６５ ５６．０７ １１．１３
市场份额 农商行年末贷款余额/全县贷款余额(％) ６９．６８ ３８．９３ ４８．７６ ７．２９
网点数目 农商行在其服务辖区的网点数目(个) ６９．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６．６３ ９．２８

　　注:统计观测值为９１８.

四、实证分析

(一)影响检验:农户信用贷款推广与县域内城乡收入差距

表２列出了连续 DID 模型的估计结果,无论是将城乡收入比还是泰尔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

timet×Rit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由此可见,农户信用贷款推广促进了县域内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假
设１得到检验.一方面,农户信用贷款推广缓解了农村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和规模不经济问题,同时

能够提高银行的市场份额和存贷款利差,从而促使农村地区信贷供给增加;另一方面,信用贷款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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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缓解农户“无信心申贷”和“信贷恐慌”心理,从而提高农村信贷需求.供给和需求同时增加,村庄

资金外流减少,进而县域内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表２ 农户信用贷款推广对县域内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变量 城乡收入比 泰尔指数

timet×Rit
０．０９８∗∗ ０．０８９∗∗ ０．８１１∗∗ ０．７２１∗∗

(２．３６３) (２．４２６) (２．２０８) (２．３０２)

产业结构
０．２９４ １．２３４

(０．７８６) (０．３８４)

金融发展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５
(０．１６８) (０．７４２)

金融支农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６１) (０．０９６)

城镇化
０．０３４ １．２１６∗∗

(０．５６８) (２．１３８)

经济发展水平
０．０３０∗∗∗ ０．２４８∗∗∗

(２．９９７) (３．１１６)

经济发展速度
０．００６∗∗ ０．０４６∗∗

(２．０９７) (２．０３９)

对外开放
０．０６５∗∗∗ ０．３６５∗

(３．０６９) (１．９４１)

人力资本
０．３０１∗∗∗ ３．１８５∗∗∗

(２．７９５) (３．２２４)

财政支出
０．０９８ １．２５７

(０．４７３) (０．６００)

人口密度
０．０１７ ０．３３０

(０．６７８) (１．２０３)

常数项
２．８５０∗∗∗ ５．５１３∗∗∗ ６．９５４∗∗∗ ３６．０００∗∗∗

(５６２．８０２) (５．５７１) (１５４．４０１) (３．９９４)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djＧR２ ０．９７０ ０．９７４ ０．９６９ ０．９７３
观测值 ９１８ ９１８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县域层面聚类标准误下的t值,下表同.

除了农户信用贷款推广这一制度变量以外,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和人力资本对县域内城乡收入差

距的影响均显著.具体地:(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域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规模通常较大,城镇家庭

资本积累较多,财产性收入较高,因此,城乡收入差距较大;(２)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通常经济发

展水平较为落后,随着农业的规模化和机械化,农村地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户可以获得较多的

发展红利,城乡收入差距较小;(３)由于对外开放的主要受益群体为城镇居民,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的地

区城乡收入差距越大;(４)人力资本较高地区创业创新能力较强,这有利于提高当地农户的非农就业

收入,进而能够促进县域内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二)稳健性检验

１．平行趋势检验.如果没有外部制度影响,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城乡收入差距需满足相同发展趋

势的假设,本文参照Beck等(２０１０)的研究[３５],利用事件研究法进行检验,构建如下模型:
Yit＝α＋∑２０２１

t＝２０１３βttime′
t×Rit＋χXit＋νt＋μi＋ωit (３)

式(３)中 Yit表示样本县i在t期的城乡收入比或泰尔指数,βt 代表２０１３—２０２１年期间除基准期

以外的一系列估计值,time′
t 为虚拟变量,当年为１,其他年份为０;νt代表时间固定效应,μi代表地区固

定效应,ωit为随机扰动项;其余变量选择与式(１)相同.
模型(３)既可考察农户信用贷款推广前,两组样本是否具有平行趋势,又能检验推广行为对县域内

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影响.以开展农户信用贷款推广前一期,即２０１７年为基准期,图１汇报了平行趋

势检验结果,纵轴分别表示农户信用贷款推广对城乡收入比和泰尔指数的政策效应,横轴代表距离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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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推广的相对期数,虚线为９５％的置信区间,虚线上圆点为βt 的估计值.可以看出,２０１８年以前,信
用贷款推广制度的点估计距零点较近,不具备统计显著性,因而无法拒绝原假设,即实验组和对照组的

城乡收入差距在农户信用贷款推广前不存在明显差异.据此认定模型样本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同时,

２０１８年以后,政策效应的系数估计值逐渐偏离零点,这说明农户信用贷款推广的影响是动态增强的.

图１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２．安慰剂检验.虽然本文在基准回归中控制了部分地区特征变量,但仍可能存在遗漏变量,从而

对推广效应评估造成影响.故本文参考Cai等(２０１６)的方法[３６],通过随机分配实验组的方式进行检

验,即随机生成农户信用贷款推广的政策冲击,并重复１０００次,再按照模型(１)进行回归,得到的系数

估计值分布如图２所示.图２(a)和(b)中应加入的基准回归系数线分别为x＝ ０．０８９和x＝ ０．７２１,
但由于系数估计值与其相距较远,我们没有将其在图中展示.图２中,系数估计值没有明显偏离零

点,由此可见,影响的确是由农户信用贷款推广引起的,并未受到不可观测因素的干扰.

图２　安慰剂检验结果

３．预期效应检验.若农户信用贷款推广能在实施前形成预期,那么农商行可能会做出相应反

应,从而对推广效果评估造成干扰.为此 ,本文借鉴马九杰等(２０２１)的方法[３７],在式(１)中加入变

　　表３ 预期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城乡收入比 泰尔指数

timet×Rit
０．２０８∗∗∗ １．４７４∗∗∗

(９．４５２) (８．９６５)

D１７t×Rit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７

(０．３３２) (０．４８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AdjＧR２ ０．９７４ ０．９７３
观测值 ９１８ ９１８

量D１７t×Rit,以检验预期效应存在与否.其中,D１７t

为实际政策冲击发生前一年的虚拟变量,即２０１７年及

以后取值为１,２０１７年之前为０,回归结果如表３所

示.D１７t×Rit的估计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

数估计值较小,这表明预期效应并不存在.同时,即使

加入变量 D１７t×Rit,timet×Rit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

为负,表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４．替换DID模型.将连续 DID 模型替换为标准

双重差分模型(标准DID)以检验农户信用贷款推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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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内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即将核心解释变量更换为timet×treati,如果样本县i开展了农户信用

贷款推广,treati 等于１,未开展则为０,然后重新估计模型(１),结果见表４.可以看出,农户信用贷款

推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仍显著为负,再次验证了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４ 标准DID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 城乡收入比 泰尔指数

timet×treati
０．０３８∗ ０．３０３∗∗

(１．８４８) (１．９３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AdjＧR２ ０．９７３ ０．９７３
观测值 ９１８ ９１８

　　(三)机制检验:农户信用贷款推广与村庄资金

外流

已有研究表明,农村资金外流是阻碍城乡收入差

距缩小的重要原因[２].那么农户信用贷款推广缩小城

乡收入差距的原因是否为缓解农村资金外流? 本文利

用连续DID和标准 DID模型检验农户信用贷款推广

对村庄资金外流的影响.其中,村庄资金外流程度的

计算借鉴钟腾等(２０２０)的方法[２],采用农村存贷款余

额之差来反映.同时,考虑到不同县域的农村经济规模差异较大,为了更好地刻画村庄资金外流程

度,我们采用相对数进行量化.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监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全国农商行

在县域贷款市场的份额均值为４７％,２０２１年湖南省该数值为４９％;农业农村部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显示,２０２３年全国样本农户银行贷款中,农商行贷款笔数占比达８０％.以上数据表明,农商行是农村

金融市场最重要的供给方,实践中,其也是以整村评级授信方式推广农户信用贷款的主要金融机构,
以该行提供的村庄信贷数据衡量县域内村庄资金外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鉴于此,本文利用农商行

数据估算农村存贷款余额之差,具体计算方法为(农商行服务辖区内村庄年末存款余额－贷款余额)/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口数).

农户信用贷款推广对村庄资金外流的回归结果列于表５中,timet×Rit与timet×treati 对村庄资

金外流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农户信用贷款推广显著抑制了村庄资金外流,假设２得到验证.
缘于村干部参与,农户信用贷款推广降低了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加之提前授信,农户贷款业务规模

不经济问题也得到有效改善;同时,农户信用贷款推广还能够提高银行的市场份额和存贷款利差.因

此,农户信用贷款推广能够推动银行增加对农村地区的信贷供给.基于市场需求方视角,由于能够降

低贷款交易成本和合约风险,以及提高信贷可得性,农户信用贷款推广可以促进农村地区的信贷需求

增加.最终市场供给和需求同时增加,供需双方实现新的均衡,村庄资金外流减少.
　　表５　　农户信用贷款推广对村庄资金外流的影响

变量 连续 DID模型 标准 DID模型

timet×Rit
７．４１９∗∗∗

(２．８８６)

timet×treati
３．９２１∗∗∗

(２．９９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AdjＧR２ ０．７８８ ０．７８５
观测值 ９１８ ９１８

　　(四)异质性分析:不同金融科技应用水平及

产业结构下的影响差异

金融科技应用是农户信用贷款推广降低信

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的重要手段[３８],而产业结构

是影响农村地区资金需求的重要因素.因此,
有必要检验不同金融科技应用水平及产业结构

下的影响差异.在金融科技应用水平较高的地

区,机器对柜员的替代程度通常更高,因此,我
们用柜员人数与员工总数之比来间接反映其金

融科技应用水平.农商行柜员人数与员工总数之比较小,代表该县金融科技应用水平较高.本文

以该指标中位数为界,小于中位数的归为“金融科技应用水平较高”的组别,否则归为“金融科技应

用水平较低”的组别.
利用子样本重新估计上文构建的DID模型,结果见表６.银行金融科技应用水平越高的县域,

农户信用贷款推广缓解农村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和高交易成本问题的作用越大,从而促进农村信

贷资金增加、抑制村庄资金外流的效果越明显,而村庄资金外流减少有助于县域内城乡收入差距

缩小.因此,在银行金融科技应用水平较高组中,农户信用贷款推广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更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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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６ 不同金融科技运用水平下的影响差异

变量

城乡收入比

金融科技应用
水平较高组

金融科技应用
水平较低组

泰尔指数

金融科技应用
水平较高组

金融科技应用
水平较低组

资金外流

金融科技应用
水平较高组

金融科技应用
水平较低组

timet×Rit
０．１９７∗∗ ０．０７６∗∗ １．７４４∗∗∗ ０．６４２∗ １０．８８７∗∗ ６．６０５∗∗

(２．４６９) (２．０５１) (２．６５８) (１．８２１) (２．５５６) (１．９９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djＧR２ ０．９８２ ０．９７３ ０．９７６ ０．９７９ ０．７６７ ０．８２４
观测值 ４５９ ４５９ ４５９ ４５９ ４５９ ４５９
组间差异检验P值 ０．０２７ ０．０５３ ０．０８２

　　注:系数组间差异检验的经验P值采用费舍尔组合检验(抽样１０００次)计算得到,下表同.

本文还以第一产业占比(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中位数为界,将样本分为第一产业占比

高低两组,以检验不同产业结构下农户信用贷款推广的影响差异.表７的回归结果表明,在第一产业

占比较高的县域,农户信用贷款推广抑制村庄资金外流的功能较强,从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更明

显.原因在于,随着农村产业融合的推进,第一产业占比较高县域的农村地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

展空间较大,从而农户创业等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资金需求更加旺盛,农户信用贷款推广抑制村庄资

金外流的效果也更加显著.
　表７ 不同产业结构下的影响差异

变量

城乡收入比

第一产业占比
较高组

第一产业占比
较低组

泰尔指数

第一产业占比
较高组

第一产业占比
较低组

资金外流

第一产业占比
较高组

第一产业占比
较低组

timet×Rit
０．１８５∗∗∗ ０．０７９∗∗ １．４７６∗∗∗ ０．６１７∗ ９．８８６∗∗ ６．２８３∗

(２．７０２) (２．３９０) (２．６６０) (１．９７３) (２．５６１) (１．９８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djＧR２ ０．９６４ ０．９７４ ０．９７２ ０．９７９ ０．９０３ ０．７１３
观测值 ４５９ ４５９ ４５９ ４５９ ４５９ ４５９
组间差异检验P值 ０．０５９ ０．０６７ ０．０７８

五、结论与启示

立足于中国农户信用贷款推广实践,本文基于信贷配给理论,从市场供给方和需求方两个视角分

析了推广行为的主要影响,以探究其对县域内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进一步地,以典型试验区

１０２个县域的准自然实验为契机,通过构建连续DID模型展开实证检验,主要结论包括:(１)农户信用

贷款推广有助于缩小县域内城乡收入差距,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２)农
户信用贷款推广缩小县域内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是减少村庄资金外流,由于能够改善信息不对称、缓
解规模不经济、提高银行市场份额和存贷款利差,以及抑制农户“无信心申贷”和“信贷恐慌”心理,农
户信用贷款推广提高了农村地区的信贷供给和需求,从而减少了村庄资金外流,进而助力农村经济发

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３)在银行金融科技应用水平和第一产业占比较高的县域,农户信用贷款推广

的效果更强.
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在其服务辖区内以整村评

级授信的模式开展农户信用贷款推广.对于已经推广的县域,鼓励金融机构逐步扩大推广规模,将整

村评级授信形成制度,同时不断增强制度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村干部的参与能够提高评级授信质

效,在农金村办的大背景下,金融机构应努力提高村干部在农户信用贷款推广中的参与度.第二,在
第一产业占比较高的县域,农村资金需求通常更加旺盛,因此,金融机构应加强此类地区的农户信用

８５１



贷款推广工作;同时,在推广过程中金融机构应充分利用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手段,
通过“数字足迹”和“数字抵押”等工具,加强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降低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

和信贷交易成本,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中的积极作用.
实践中,农户信用贷款推广的难点在于风险控制.抵押和担保是金融机构控制信贷风险的重要

手段,对于无抵押无担保的农户信用贷款推广,如何有效控制风险,需求端、供给端和政府端各类风控

手段的有效性如何,化险机制是什么? 为了推广农户信用贷款、推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这些问题

尚需学者们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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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romotionofFarmers′CreditLoanandUrbanＧruralIncomeGap:QuasiＧnaturalExperimental
StudyBasedonTypicalExperimentalArea

ZHANGNing１　WUYihan２　ZHANGBing３

(１．CollegeofFinance,NanjingAgriculturalUniversity,Nanjing２１００９５,China;２．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

SoutheastUniversity,Nanjing２１１１８９,China;３．BusinessSchool,HohaiUniversity,Nanjing２１００２４,China)

Abstract:ThewholevillageratingcreditisthemainmodeofcreditloanpromotionforruralhouseＧ
holdsinChina．InvestigatingitsimpactontheurbanＧruralincomegapwithinacountycanprovidea
scientificbasisforexploringthepathofruralfinancialreformunderthegoalofpromotingcommon
prosperity．Drawingoncreditallocationtheory,thispaperexplorestheeffectsofpromotingcredit
loansforfarmersfromboththesupplyanddemandperspectives,revealingitsinfluenceontheurＧ
banＧruralincomedisparitywithincounties．EmpiricaltestsareconductedusingquasiＧnaturalexperiＧ
mentsfrom１０２countiesintypicalexperimentalregions．Thefindingsindicatethatpromotingcredit
loansforfarmershelpsnarrowtheurbanＧruralincomegapwithincounties,andthisconclusionreＧ
mainsrobustacrossvarioustests．Byincreasingboththesupplyanddemandinruralcredit
markets,thepromotionofcreditloansforfarmerscanreducetheoutflowoffundsfromvillages,
therebyimpactingtheincomedisparitybetweenurbanandruralareas．Furthermore,incounties
withhighlevelsofbankingfinancialtechnologyadoptionandastrongprimaryindustrysector,the
effectofpromotingcreditloansforfarmersismorepronounced．ThisstudyprovidesempiricaleviＧ
denceforbankstoadvanceruralcreditloansandcontributetoachievingcommonprosperity
throughthewholevillagecreditratingsystem．
Keywords:Farmers′CreditLoan;RuralCapitalOutflow;UrbanＧruralIncomeGap;CommonProsＧ
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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