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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农化进程中各类农户借贷行为的差异较大，研究处于不同非农化水平的农户借贷行为，发现其特征 

和需求规律，对于制定相应的金融政策，合理配置和利用农村金融资源，更好地满足不同农户的资金需求，推 

进农户的非农化进程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根据对陕西三大地带的 12个县，28个行政村共 237户农户，为 

期5年的借贷行为的持续性问卷调查资料，从借贷用途、借贷水平、发生率、规模以及借贷来源等方面，对不 

同类型的农户借贷行为做出了比较和分析，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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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化是农户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在农户非农化过程中不同 

类型农户受内在的思想意识、经营属性、经营规模、收入水平等因素以及与之相 

应的外在的金融供给的影响，不同类型农户间借贷的行为差异较大。研究处于 

不同非农化水平的农户借贷行为，发现其特征和需求规律，对于制定相应的金融 

政策，合理配置和利用农村金融资源，更好的满足不同农户的资金需求，推进农 

户的非农化进程有着积极的意义。虽然近年来理论界对于农户借贷行为的研究 

日益增多，但都是将农户作为整体来对其借贷行为进行分析和描述，而对不同农 

户类型，尤其是非农化进程中的不同农户借贷行为研究较少。因此，本文通过对 

陕西的陕南、陕北、关中地区的 12个县的36个行政村共237户农户为期 5年的 

借贷行为的持续性的问卷调查和分析，试图能揭示出非农化进程中的不同类型 

的农户借贷行为特征和需求规律，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一

、调查的基本情况 

(一)调研样本的选择 

为排除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于不同非农化水平农户借贷行为的影 

响，更好的反映不同农户借贷行为的特征。调查组根据陕西的陕南、陕北、关中 

地区不同县的GDP进行排序，并将其分为高、中、低 3个层次，在各层次内随机 

抽取4个乡镇、共12个乡镇为调查乡镇，并在所选乡镇内根据不同乡镇中不同 

行政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在高、中、低三个层次选择了28个具有代表性行政村作 

为调查村。在此基础之上，按照传统统计分析方法，将调查结果进行了系统分析， 

除去一些不具代表性的农户，共选取了237户农户作为调研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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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研样本的非农化程度划分标准 

对于非农化程度的划分标准是多样，但结合该 

调查地区非农化的情况，本文所选取的农户非农化 

水平的标准是以农业收入 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来 

确定。主要分为四种类型：纯农户几乎完全依靠农 

业收入作为家庭收入全部来源，具体的讲，农业收 

入占家庭收入全部来源的 80％一100％；农兼户以农 

业收入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农业收入占到家庭 

收入全部来源的50％-80％，而其它产业收入是其 

收入的次要来源；兼农户以其它产业收入作为家庭 

主要来源，农业收入是家庭收入的次要来源，农业 

收入仅占家庭收入全部来源的20％-50％；非农户 

基本上完全以其它产业收入作为家庭的收入来源， 

农业收入在家庭收人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只有 

家庭收入的0-20％。 

(三)调查的方式及基本内容 

为获得详实、稳定的调查资料，本文所采用的 

是持续性的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的方式，共获得了 

被调查农户从 2001-2005年为期5年的借贷行为资 

料。结合调查的目的，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农户 

个人的年龄和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及来源、每年的 

借贷用途、水平、发生率、规模以及来源等方面。 

二、不同非农化程度农户借贷行为比较 

(一)不同非农化程度农户借贷用途比较 

1．不同非农化程度农户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借 

贷用途比较 

农户生产性借贷与农户非农化水平成正相关， 

而生活性借贷与农户非农化水平成负相关，也就是 

非农化程度越高的农户生产性借贷的比重越高，而 

生活性借贷比重越低。具体来讲，纯农户的借贷主 

要用于生活方面，生活性借贷比重为71．83％，比生 

产性借贷比重高43．66个百分点。虽然农兼户与 

兼农户的借贷用途主要用途也是生活方面，但其生 

产性借贷比例明显高于纯农户，而兼农户与农兼户 

相比也更倾向于生产性借贷。非农户的借贷主要 

用于生产方面，其生产性借贷比重高出生活性借贷 

28．72个百分点(表 1)。 

2．不同非农化程度农户生活用途比较 

从总体情况看，在所有被调查农户中，子女上 

学和建房是各类农户生活性借贷重要投向(图1)， 

但不同类型农户的生活性借贷用途的侧重点仍然 

具有明显差异。纯农户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需要 

表 1 不同非农化程度农户生产性和 

非生产性借贷用途比较 

农户类型 生产性借贷比例(％ )生活性借贷比例(％) 

依靠借贷，尤其是在日常生活、子女上学、看病就医 

这类基本生活需求方面对于借贷的依存度较高。 

农兼户的生活用途除主要用于子女上学和建房外， 

对于突发性、大额性的看病就医、婚丧嫁娶用途，借 

贷需要也比较高，而且其对日常生活借贷也有一定 

的需要，但其需求程度比纯农户低。农兼户对看 

病、婚丧嫁娶有少量的借贷需求，但借贷资金的生 

活用途主要集中在子女上学和建房这类大额固定 

性支出上。非农户除对子女上学和建房借贷有大 

量的需求外，对其它生活方面的支出均无过多的借 

贷需要。 

3．不同非农化程度农户生产性借贷用途比较 

不同类型农户的生产性借贷的农业和非农业 

投向，与其非农化程度密切相关，有着各自的特点 

(表2)。纯农户的生产性借贷资金主要用于传统 

农业领域，用来购买种子、化肥、农药、农膜、种畜、 

饲料等生产资料，以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需要。农兼 

户的借贷用途除发展一定的非农产业外，大量的借 

贷资金仍然投入了传统农业领域，并有着与纯农户 

相同的用途。兼农户虽然有大部分的借贷资金投 

入了非农产业领域，但在农业产业领域的借贷资金 

主要集中于发展高效农业，主要包括水果、干果、设 

施蔬菜、花卉、中药材等特色种植业，以及秦川牛、 

奶牛、布尔山羊等高效养殖业，这些农业投资项目 

的共同特点是投资回报率较高。非农户的借贷绝 

大多数都投入了非农领域或与农业相关的生产领 

域，借贷资金主要用于经商、；bnT、运输、农村建筑 

等非农产业领域和地方特色，以及投资建厂发展优 

势农产品加工、包装、储藏、运销等农业相关领域。 

(二)不同非农化程度农户借贷水平、发生率和 

规模比较 

1．借贷水平 

借贷水平是反映农户借贷能力的体现，借贷 

水平越高农户获得借贷资金的能力越强。调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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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非农化程度农户生活性借贷用途比较 

口纯农户 

圈农兼户 

口兼农户 

口非农户 

表2 不同非农化程度农户生产性借贷用途比较(％) 不同非农化程度农户借贷规模的差异表现为： 

现，非农户的借贷水平最高，达到2 725．64 笔， 

依次为兼农户 1 968．31 笔、农兼户 1 586．92 

笔、纯农户借贷水平最低为 1 171．43 笔(表 

3)。因而，农户借贷水平与农户非农化水平表现出 

正相关关系，非农化程度越高的农户更容易获得借 

贷资金，而非农化程度越低的农户借贷难度越大。 

表3不同非农化程度农户借贷水平、 

发生率和规模比较(％) 

2．借贷行为发生的比例 

一 般来讲农户借贷发生率越高，农户对借贷资 

金的依赖性越强。不同非农化程度农户借贷行为 

发生比例的差异表现为：纯农户 >农兼户 >兼农户 

>非农户。其中纯农户的借贷发生率为76．53％、 

农兼户为 66．07％、兼农户为 51．16％，而非农户为 

45．23％(表 3)。从中可以看出，农户借贷的发生 

率与农户的非农化程度成负相关，非农化水平越低 

的农户对于借贷资金的依赖程度越强。 

3．不同非农化程度农户借贷规模比较 

非农户 >兼农户 >农兼户 >纯农户。具体为非农 

户的户均借贷规模最大，为4 944．19 户，兼农户 

次之，为 3 880．61 户，农兼户为 3 032．14 

户，纯农户最低，仅有 2 255 户(表 3)。可见，农 

户借贷规模与农户非农化水平成正相关，即非农化 

水平越高的农户，对于借贷资金的规模需求越大。 

从不同非农化程度农户借贷规模分布来看(图 

2)，纯农业户和农兼户的借贷规模多为小额(3 000 

元以下)，对小额借贷的需求占到近 80％，而对大 

额借贷的需求仅为20％，随着借贷规模扩大，借贷 

规模分布率显著下降。从纯农业户和农兼户借贷 

规模分布的差异看，纯农业户 1 000元以下的借贷 

规模分布率高于农兼户，但3 000元以上的借贷规 

模分布率，纯农业户低于农兼户。调查数据显示， 

兼农户和非农户的借贷规模分布呈“M”型，在1 000 

元到3 000元 以及 5 000元到8 000元形成两个高 

峰，两个峰的借贷规模分布率均在25％左右，分别 

低于和高于纯农户和农兼户 1O个百分点，且右峰 

高于左峰。可见，兼农户和非农户对 1 000元到 

3 000元的小额借贷和5 000元到8 000元的大额借 

贷的需求都很旺盛，而且后者大于前者。从两者分 

布的差异看，兼农户的3 000元以下的借贷规模分 

布率高于非农户，但3 000元以上的借贷规模分布 

率则低于非农户，而且随着借贷规模的扩大，非农 

户的对8 000元以上的借贷占22．5％。形成“M” 

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出现兼农户和非农户存在对 

1 000元到3 000元的小额贷款需求高的现象，与所 

调查的区域属于经济不发达的西部地区，处于这一 

地区的兼农户和非农户的分化具有不彻底性，仍然 

保留了相 当一部份传统农业生产和生活 的特征 

有关。 

∞ 如 ∞ ∞ 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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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兼业类型农户借贷规模分布 

(三)不同非农化程度农户借贷来源比较 

1．使用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的比较 

农户使用民间借贷的和正规金融的借贷的比 

例分别为：纯农户为 10．49：1、农兼户为3．16：l、农 

兼户为1．21：l、非农户为0．57：l。可见，民间借贷 

是目前农户借贷的重要来源，但不同非农化水平农 

户使用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的借贷程度有着明显 

差别。农户使用正规金融借贷的比例由高到底依 

次为：非农户 >兼农户 >农兼户 >纯农户(表 4)。 

可见，农户使用正规金融机构借贷与农户的非农化 

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农户非农化水平越高使 

用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比例越高。与非农户使用 

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的比例相反，依次为纯农户>农 

兼户>兼农户 >非农户(表4)，因而农户使用民间 

借贷的比例与其非农化水平呈负相关关系，非农化 

水平越高使用民间借贷的比例越低。 

表4 不同非农化程度农户借贷来源比较(％) 

2．使用民间无息借贷与民间有息借贷的比较 

农户使用民间无息借贷与有息借贷的比例分别 

是：纯农户为2．33：l、农兼户为l6．51：l、农兼户为4．67 

：l、非农户为1．17：1。因此，在民间借贷中无息借贷是 

农户借贷的主要来源，同样不同非农化程度农户使用 

民间无息借贷和民间有息借贷的差别较大。农户选择 

使用有息借贷的比例呈现“n”型，处于非农化中间水 

平的农户选择使用民间有无息借贷的比例较高，而处 

于两极的农户使用无息借贷的比例较低，具体表现为： 

农兼户 >兼农户 >纯农户 >非农户(表4)。农户选择 

使用有息借贷的比例呈现“u”型，处于非农化两极水 

平的农户选择使用民间有息借贷的比例较高，而处于 

中间的两类农户使用有息借贷的比例较低。选择使用 

民间有息借贷的比例依次为非农户最高为46．15％，其 

次为纯农户3o．晒％，再次为兼农户17．65％，而农兼户 

使用民间有息借款的比例最低，仅为5．71％(表4)。 

三、不同非农化程度农户借贷行为分析 

其一，纯农户的借贷主要为了满足日常生活以 

及农业的简单再生产等基本的生存性需要，借贷弹 

性较小，因而对借贷资金的依存度非常高。由于纯 

农户自身生活需求水平和其经营的传统农业对于 

资金需求水平都比较低，所以纯农户借贷规模一般 

较小，特别是对于小额(1 oo0元以下)的借贷需求 

较高。纯农户收入来源主要依靠传统农业生产，收 

入水平低、风险高，所以借贷能力较弱，也因此纯农 

户获得正式借贷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民间借贷是其 

借贷资金的主要来源。虽然，在民间借贷中，纯农 

户更加倾向于使用民间无息借贷，但受借贷能力的 

限制，想要获得民间无息借款并非容易，因而纯农 

户借贷需求的刚性也使得民间有息借款成为纯农 

户的重要借贷资金来源。 

其二，农兼户的借贷的生活用途主要为了应付 

生活中的大额、突发性资金支出，但由于其收入水 

平低，自身积累较少，在日常生产生活上仍然需要 

借人一定的流动资金的以维持发展；与纯农户相 

比，农兼户生产性借贷中投入非农领域的比例较 

高，但由于其对于农业的依赖性仍然较高，所以生 

产性借贷的主要用途还是农业领域，尤其是传统农 

业生产上。农兼户因从事非农业的比例大于纯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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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借贷规模高于纯农户，但是受双重性借贷目的 

影响，其对于借贷的依赖度，特别是小额借贷(3 

000元以下)的依赖程度也较高。农兼户的借贷能 

力也相对较弱，因此仅能获得少量的、小额的正规 

金融贷款，其借贷资金在绝大部分仍来源于民间无 

息借贷。但因农兼户借贷的非必要性，而且所投向 

的借贷资金回报率较低，使得农兼户对于借贷资金 

的价格较为敏感，所以考虑到成本的因素，农兼户 

使用民间有息借贷的比例较少。 

其三，兼农户由于其有一定的资本积累，对于 

日常需要的短期周转性资金基本上能够依靠自身 

积累解决，因此在生活用途方面主要是的大额、固 

定性支出需要依赖借贷资金，而其的主要借贷用途 

已经偏向了生产方面的需要，主要是为了在非农业 

领域和高效农业产业投资。与生活资金需求特点 

及生产经营类型相对应，兼农户的借贷规模相对来 

讲比较大，但是由于其借贷弹性较大，所以对借贷 

的依赖性相对较低。虽然非农化程度农户的收人 

来源广泛，抗风险能力较强，一般能够获得正规金 

融机构较多的支持，但从借贷额度来看，由于其借 

贷投向的高风险性，使其也仅能获得正规金融中的 

小额贷款，因而兼农户对于民间借贷的需求依存度 

也较高，同样由于对借贷资金价格的敏感性较强， 

对于民间有息借贷的使用较少。 

其四，非农户虽然在生活方面大额、固定性支 

出也需要一定的贷款，但需求程度较低，其主要的 

借贷目的是为了对非农业生产和与农业相关领域 

的投资。与非农户需求特征相对应，其借贷的规模 

一 般为大额。非农户一般社会地位高、投资回报率 

高、抗风险能力强，是正规金融机构的主要合作对 

象，因而非农户借贷资金的大部分都来自于正规金 

融机构贷款，但因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均需要一定的 

抵押并且手续繁琐、时效性差，民间金融也是其借 

贷的必要选择，但是由于民间无息借贷的资金规模 

一 般较低，所以非农户比较倚重于民间有息借贷。 

四、政策建议 

不同非农化程度水平的农户借贷行为有较大 

的差异，要想提高农村金融体系服务水平，实现农 

户对于借贷资金的有效供给，必然需要针对不同类 

型农户借贷行为的特征和需求层次，制定出相应的 

政策措施。 

对于需求层次较低的纯农户和农兼户来说，首 

先需要考虑的是建立针对于这两类农户的社会保 

障制制度，以减少其对于生存性借贷的需求。具体 

来说，就是要积极推广合作医疗，发展村办村管、村 

办乡管、乡村联办、乡办乡管等多种形式的农村合 

作医疗，通过广大农户互助共济、共同抵御疾病风 

险；坚持家庭养老保障与社会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 

度，逐步提高社会化养老的程度；按照“明确各级责 

任、中央地方共担、加大财政投人、提高保障水平、 

分步组织实施”的原则，在农村逐步建立责任明确、 

保障有力的义务教育经费长效保障机制。其次，需 

要深化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改革，强化农村信用社的 

服务功能，不断提高小额贷款的普及率和贷款额 

度，发挥政策性金融对农业发展和农户生产的支 

持，同时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第三，以合作制的 

模式引导农户在民间借贷基础上发展社区性的资 

金互助组织，充分发挥民间金融的优势，更好地促 

进解决非农化水较低的农户借贷难问题。可以一 

方面通过政策、法律形式引导规范民间借贷并将其 

组织改造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合作组织内部的、 

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合作金融；另一方面引导社区 

合作金融组织承接政府支农资金，也可以作为农业 

开发银行政策资金在乡村基层的承接载体或二次 

转贷单位，这样既能够保证国家农业资金能够直接 

投人到基层村社，又能够加快对民间金融向社区合 

作金融的改制。 

对于需求层次相对较高的兼农户和非农户来 

讲，首先，要从功能视角出发，建立多种金融机构并 

存、功能互补、协调运转的机制，打破和消除垄断格 

局，真正形成基于竞争效率的多元化的农村金融组 

织结构，以扩大资金来源的范围，充实农村金融市 

场资金供给，提高服务水平，切实满足这两类农户 

的资金需求。其次，需要针对这两类农户的生产经 

营周期、资金周转特点等，进行金融创新，建立适应 

新阶段农业发展的风险定价机制，开发各类商业性 

及政策性金融产品以满足其经营的多样化需求，同 

时可根据兼农户和非农户生活方面对于大额借贷 

的需求，积极开展针对性、灵活性、便利性的消费信 

贷服务。第三，以政府为主导，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优化农村投融资环境，给予投资于农户经济的机构 

和个人一定的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以吸 

引更多资金投人，同时建立农户征信管理系统，健 

全农户资信等级评价机制，强化借贷行为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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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应的监管机制，为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 

等正规金融机构投资创造优良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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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Farmer Household Behavior of Credit in the Course 

of Household Non-agriculturalizaf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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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Economics and Manageme~，Northwest A&F University，Yangling 712100，China) 

Abstract：In tIle course of household non—agriculturalization．tIlere are distinct differences in credit behavior 

among peasants households’．To study credit behavior and find out tIle characteristics and demand rules of different 

kinds of peasant households is a good way to constitute related finance policy，to collocate and utilize reasonably the 

resource of rural finance，to satisfy different kinds of peasant households fund demand．and promote tIle course of 

household non—agriculturalization．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of 273 peasant households’debt—credit behavior in 

Sh~ nxi Province，this article compares and an alyzes the credit behavior of household from aspects of the USe
． 1ev— 

el，arises rate，scale and resource，fin~ y gives seine relate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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