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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需求$小额信贷覆盖率的决定因素之一
%%%来自中国北方四县调查的证据

程恩江!NZS044*’(F@N’.3S"

摘!要!过 去 对 小 额 信 贷 项 目 覆 盖 率 的 研 究 集 中 在 供 给 方 面#
本文应用大规模农户调查的数据#从需求方面研究了 中 国 三 个 小 额

信贷项目覆盖率低的问题&研究发现#在中国 贫 困 地 区 试 验 的 孟 加

拉乡村银行模式的小额信贷项目不能自动地瞄准贫困地区的 贫 困 人

口#许多贫困农户将自身排除在小额信贷市场之外&本文的结论是#
尽管中国的小 额 信 贷 试 点 项 目 没 有 能 自 动 瞄 准 贫 困 地 区 的 贫 困 户#
它们仍然对中国的扶贫做出了积极贡献&为了提高小 额 信 贷 项 目 对

贫困人群的覆盖率#需要通过减少对贫困人 口 的 其 他 约 束’依 照 贫

困人群的需要定制小额贷款产品等方式来提高贫困农户对小 额 贷 款

的需求&
!!关键词!小额信贷#信贷需求#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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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可持续性是指小额信贷可以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长期运营&

一!介!!绍

小额信贷被公认为是可能取得双赢的一种扶贫工具%%%在 减 轻 贫 困 的 同

时使 小 额 信 贷 服 务 的 提 供 者 获 得 操 作 和 财 务 上 的 可 持 续 性 !U-1S0,’#

:JJJ*"&:这意味着一个运营良好的小额信贷项 目 能 以 最 小 的 成 本 达 到 其 扶 贫

的目标&小额信贷行业通常用覆盖率来表示小额信贷项目服务的人群数量’接

受服务人群的贫困程度以及实现其他社会目标的程度&8*b*A*?!"#$%!#$$$"
对覆盖率进 行 了 细 致 的 分 析#他 们 区 分 了 覆 盖 率 的 六 种 特 征$价 值’成 本’
深度’广度’长度以及范围&覆盖率的深度是指贷款申请人被正规金融系统

排除在外的程度和贫困水平 !Q*f2-)##$$#"&小额信贷行业通常用 )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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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来衡量小额信贷项目为了向贫困客户提供服务自身所需的补贴$用来衡

量小额信贷项目 !或小额信贷机构"可持续性的两个著名指标是 %补贴依赖

性指数#!d*1-)&:JJ#"和财务自给比率$#

# 参见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小额信贷机构评估指导$
O 此处的覆盖率低是指小额信贷项目一直不能向项目所在地区的贫困人群提供小额贷款这一事实$

人们普遍相信’由于向贫困人口提供小额贷款服务交易成本高(风险高&
期望的 回 报 率 较 低&在 覆 盖 率 和 可 持 续 性 之 间 存 在 着 矛 盾$b-)Q(?,’L3
!:JJ;"认为在三到五年这样的一个期限内&一切类型的贷款项目都面临着覆

盖率和可持续性 之 间 的 矛 盾’对 得 不 到 正 规 金 融 服 务 的 客 户 的 覆 盖 率 越 高&
小额信贷机构对于补贴的依赖程度就越高$

关于覆盖率和可持续性之间矛盾的研究一直以来集中于供给方面&集中

于小额信贷 机 构 取 得 的 覆 盖 率 与 接 受 的 补 贴 水 平 之 间 的 关 系 上 !U-1S0,’&

:JJJZ"$减少机构的运营成本可以增进可持续性&这又可能导致更好的覆盖

率$一个小额 信 贷 机 构 可 以 通 过 选 择 服 务 于 人 口 的 一 个 较 大 截 面 !Q*f2-)&

#$$#"或者服务于 人 口 中 具 有 较 高 收 入 水 平 的 人 群 来 改 善 自 身 的 可 持 续 性$
另一方面&在一个给定的可持续性水平上&来自捐赠与政府的补贴可以使小

额信贷机 构 深 化 其 覆 盖 率&使 服 务 得 以 到 达 更 为 贫 困 的 客 户$U-1S0,’
!:JJJZ"讨论了对孟加拉乡村银行这样着重于扶助最贫困人口的小额信贷项

目进行补贴的成本与收益问题$
从供给方面来研究覆盖率 !主 要 是 有 关 信 贷 配 给 的 研 究"主 要 是 基 于 以

下的假设’贫困人群需要小额信贷机构提供的小额贷款以及其他服务 !对于

信贷配给的方法论综述&参见Q321(,L&#$$>"$一个特定的小额信贷机构获得

的覆盖率不仅受到供给方面因素的影响&它同样受到需求因素的影响$本文尝

试从小额贷款的需求这一视角来研究小额信贷机构取得的覆盖率相对较低的

问题$O本文有如下两个目标’分析在一个快速变迁的经济 环 境 中 农 户 对 小 额

贷款需求的决定因素并理解最贫困人口在小额贷款需求方面的行为$本文对于

小额信贷机构将服务扩展到更为贫困的社区和农户(对于政府和捐赠者设计

旨在消除贫困的信贷与财政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基于#$$>年中期在中国北方四个贫困县进行的大规模农户调查$在

调查中我们对农村转型对农户小额贷款需求可能的影响予以了特别的关注$本

文第二节说明调查区域与抽样方法)第三节分析四个样本小额信贷项目的覆

盖率)第四节分析样本农户对小额贷款的需求)第五节重点考察没有小额贷

款需求的贫困农户的状况)第六节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调查区域与农户

#$$>年&我们依照如下三个原则选定了四个样本县 !市"’所在县的小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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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机构能代表中国正在运行的主流的小额信贷项目#机构的运营与财务表

现良好#小额信贷机构已经持续的时间长$在选择的四个项目中#有三个是

运用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的小额信贷 %以下简称乡村银行模式&#目前中国正

在运行着的小额信贷项目大多都采用的是乡村银行模式$我们没有选择不以运

营和机构可持久性为目标#不能持续的小额信贷机构#因为这些项目很快会

消失#在政策上意义不大$
选中的四家 小 额 信 贷 机 构 都 是 属 于 在 中 国 目 前 经 营 良 好 的 小 额 信 贷 机

构$" 这四家小额信贷机构到#$$>年都已经运营超过四年#其中的三家更是超

过了八年$河南南 召 县 和 山 西 临 县 的 项 目 是 中 国 最 早 的 两 个 小 额 信 贷 项 目$
通常#一个小额信贷项目需要三到五年时间来建立它的借贷体系和客户基础$

" 目前在中国最好的小额信贷项目并不意味着这些项目在财务上就一定可以维持下去$在中国#没有几

家小额信贷机构可以被认 为 是 财 务 上 可 持 续 的#因 为 这 些 项 目 通 常 规 模 很 小#且 位 于 国 家 的 偏 远 贫 困

地区$
>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的小额信贷项目一直主要由当地的妇联管理$中国国际经济与技术交流中心主

要负责提供技术支持!培训以及项目的监管$

选中的四家小额信贷项目中的三家是由目前中国领先的三家从事小额信

贷的机构管 理 的"中 国 国 际 经 济 与 技 术 交 流 中 心!扶 贫 社 和 中 国 扶 贫 基 金

会$> 如表:所 示#赤 峰 市 昭 乌 达 妇 女 可 持 续 发 展 协 会 是 联 合 国 开 发 计 划 署

%]8FQ&在中国的超过O$个乡村银行模式的小额信 贷 项 目 中 表 现 最 好 的 项

目之一’南召扶贫社也被认为是扶贫社在中国的四个项目中最好的一个’左权

表!!中国的小额信贷样本机构的关键指标

项目 昭乌达& 南召扶贫社’ 左权服务社( 临县村基金)

创建年份 :JJ! :JJ> #$$: :JJO
国家级贫困县 是 是 是 是

#$$"年年 末 贷 款 余 额

%:$$$元&
""$$ %;"$ O;$$ 约:$$$

借款人数* O%$$ !!JO "$%> 约#>$
妇女借款人比例%̂ &* :$$ :$$ >$ 不清楚

管理机构 &E&+G++ 中国社科院扶贫社 中国扶贫基金会 茅于轼先生及北

京富平学校

小额信贷基金来源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Z&日本政府

%,&乡村银行信托基金

杨麟, %*&香港基金会

%Z&扶贫基金

私人捐赠为主

所在省份 内蒙古 河南 山西 山西

所在县%市& 巴 林 右 旗!宁 城 县!敖

汉旗!松山区

南召县 左权县 临县

覆盖镇 "县中的%镇 南召县的"个镇 左权县的;个镇 :个镇的O个村

!!数据来源"调查数据$
注"& 内蒙古赤峰市昭乌达妇女可持续发展协会’’ 河南省南召县扶贫社’( 山西省左权县农户自

立能力建设支持性服务社’) 山西省临县乡村扶贫基金’* 数据统计截至#$$"年年末’+ &E&+G+"中

国国际经济与技术交流中心’, 杨麟是一个在中国内地经商的台湾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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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的项目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在中国运营的若干项目中最好的项目之一#临县

的项目采取的是一种类 似 村 银 行 !村 资 金"的 模 式$这 一 项 目 以 村 为 基 础$
并且由一个三人组成的村管理委员会经营#委员会的三个成员分别是%项目

协调人兼村基金会计&出纳$还有信贷员#我们选择临县的小额信贷项目是想

把它和其他三个乡村银行模式的小额信贷项目进行对比#

; 内蒙古的县被称为’旗($一般同时进行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活动#

我们首先对四个小额信贷项目所在县的农户进行抽样#如表:所 示$除

了赤峰的项目$其他三个项目都只覆盖一个县$而赤峰的项目则覆盖了三个

县和一个区 !区是市辖的县级行政单位"#我们从以下四县中进行农户抽样%
南召&左权&临县和赤峰市的敖汉旗#; 由于小额信贷项目的资金有限$一个

县的小额信贷项目一般只覆盖到县内的几个镇 !见表#"#我们从有小额信贷

项目的镇再进行抽样#从每个县抽样的农户数目大致和每个小额信贷项目在

当地的客户数目成正比#在敖汉旗&南召和左权$我们选择了小额信贷项目

村的农户$也选择了非项目村的农户 !见表#"#在非项目村$农户对小额信

贷项目了解很少#村和农户都是从项目所在县随机选择的#

表!!四个县中镇和农户的抽样情况

敖汉 南召 左权 临县 总计

县所辖镇数 !!#J !!:; !!:$
县人口 >JO$$$ ;:"$$$ :;O$$$
总农业农户数 :::O$$ :#J%>$ OJ!!J
样本镇数 O " ; !: :"
样本村数 > :: :O O O#
总样本农户数 :>J O:# #$J :": %#:
项目覆盖镇农户数 J$ #O" :O% :": ;$O
非项目覆盖镇农户数 ;J !% !: $ #:%

!!数据来源%调查数据#

!!四个县的样本农户的关键指标由表O给出#表O表明$农户人均净收入

水平敖汉最高$左权&南召和临县依次递减#农业收入 !主要是种植和畜牧"
占敖汉农户收入的近>$̂ $占左权和临县农户收入的比 例 小 于#$̂ #显 然$
敖汉农户较高比例的农业收入和较高的农业生产资料和牲畜的价值与该县农

户耕地面积较多有关#调查中发现$临县农户的耕地面积小而分散$并且位

于高山上$所以土地的生产率很低#此外$外出打工的收入和农户非农收入已

成为农户收入的重要来源$在这四个县中$除了敖汉$这些收入占农户总收

入的比例超过>$̂ $在临县更高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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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子样本的一些关键指标的均值与标准差

单位 敖汉 南召 左权 临县 总计

样本数: :"> #JO :%# :$: !#:
农户规模 O@;: "@: O@! "@"; O@J>
劳动力数 #@:$ #@; #@#J #@;> #@""
外出打工人数 $@## $@;: $@#" $@># $@"O
人均净收入 元 O>%;@: #J>$@> O$O$@" #O#!@J O$:O@!
#标准差$ #O"O%@"$ ##":#@O$ #O#%%@>$ #:;O!@J$ ##%:O@O$
平均农户收入 元 :#::>@O :#:!J@O :$!>>@% :$$J%@: ::>#;
其中

!种植业 ^ OO@! :>@# ::@! :$@; :!@!

!畜牧业 ^ :"@> !@% !@J "@J %@J

!外出打工工资 ^ #:@$ OJ@J O$@; >O@$ O>@"

!非农经营 ^ ##@" O$@! O!@! #:@: #J@O

!其他 ^ !@% "@! ::@" !@: !@#
农户资产

!房产 元 :"%!$ :$%#; :>;;; :>JJ" :O>!$@;

!生产资料 元 ::#$# >"># ;J#" O!!> ;!>#

!耐用品 元 O%J# "!#>@; ":$! "";%@" "O;#@;

!耕地面积 亩 :J@: #@J O@;> %@>" !@#

!截至#$$"年年末的牲畜 元 O:""@O ;;:@J ::$$ >:#@% :#;$@#

!!数据来源"调查数据%
注"有些农户未能提供表格中所有项目的信息%

三!小额信贷机构在样本地区的覆盖率

#一$中国小额信贷项目提高覆盖率的机制

! 对中国小额信贷运动的概述&参见程恩江##$$O$%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8FQ$在中国的小额信贷项目的官方名称为’中国贫困地区社会与经济发展循环

基金计划(%

!!中国始于#$世 纪J$年 代 初 期 至 中 期 的 小 额 信 贷 运 动 多 以 扶 贫 为 目 标&
并得到了国际捐赠机构的强力支持%! 其原因在于&首先&当时的捐赠者与中

国政府有明确的扶贫目标%% 其次&小额信贷高的还款率与业绩不佳的国家扶

贫贷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的还贷率很低&而且往往难以到达贫困农户%
当时人们普遍希望采用乡村银行的小额信贷模式来使贷款到达贫困户&同时

保持高的还贷率%最后&在中国严格的金融管制的情况下&扶贫是小额信贷

项目出 现 并 能 运 行 下 去 的 非 常 重 要 的 理 由%给 定 中 国 政 府 对 非 政 府 组 织

#8TI$的敏感性&在缺乏有关涉足于借贷活动的社会公益性组织的法律机制

的情况下&扶贫这面旗帜为非政府组织的小额信贷机构以及从事小额信贷的

工作人员提供了重要的保护%



:OJ;! 经 济 学 !季 刊" 第!卷

中国的小额信贷项目为研究小额信贷覆盖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中国

绝大多数的小额信贷项目瞄准的是贫困地区的贫困户和特困户#从地理分布

上来看$中国大多数的小额信贷项目位于西北和西南边远的贫困农村山区#大

多数的小额信贷项目在设计时都特别强调瞄准核心贫困人口#最近的一份关

于中国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机构的调查 !程恩江和徐忠$#$$;"显示$被调

查的;!家小额信贷项目 !约 占 中 国 全 部 小 额 信 贷 项 目%机 构 的:%O"中 超 过

J$̂ 的项目将扶贫作为机构的首要目标$剩下的:$̂ 通常将与贫困相关的目

标$通常是妇女和儿童发展以及为下岗职工提供工作机会$作为机构的目标#
由于上段中给出的原因$没有一个项目公开以金融发展为目标$因为中国的

小额信贷机构并非金融机构#
为了确保完成扶贫与其他社会目标$中国的小额信贷机构采用了直接瞄

准的方法#除了地理上的瞄准$小 额 信 贷 机 构 还 直 接 瞄 准 到 贫 困 农 户 !见 表

""#其他的小额信贷机构采用了相似的贫困标准来瞄准贫困农户和贫困妇女#
显然$中国的小额信贷项目在人均收入和农户资产上应用了非常保守的瞄准

指标来强调机构自身的扶贫意向#

表!!中国小额信贷样本机构的瞄准标准

项目
赤峰昭乌达妇女

可持续发展协会
南召扶贫社 左权服务社

人均净收入!元"

!项目开始时& 6;#" 6%$$ 6;#>
!#$$>年 6%#" 6:$$$ 6%$$
在当地的相对收入水平

!项目开始时 最贫困 低于平均水平 低于平均水平

!#$$>年 高于平均水平 低于平均水平 低于平均水平

农户净资产!元"

!项目开始时 6:$$$$ 6:$$$$ 没有限制

!#$$>年 6:>$$$ 6:>$$$ 没有限制

国定贫困户’

!项目开始时 是 是 是

!#$$>年 是 是 是

性别限制

!项目开始时 女性 女性优先 无限制

!#$$>年 女性 女性优先 无限制

!!数据来源&调查数据#
注&& 这些人均收入数字远低于这些县的平均收入水平#随着项目的进行$这些收入评价标准变成

了项目文件和纸面上的数字#’ 国定贫困户可以被认为是这些贫困县中非常贫困的农户#

!!中国的小额信贷项目还采用了间接的瞄准方法来获得更好的覆盖率$例

如根据乡村银行瞄准没有耕地的贫困妇女的信贷模式来设计小额信贷的产品#
中国小额贷款产 品 的 特 点 为 贷 款 额 度 小 !一 般 初 始 贷 款 限 额 为:$$$元$或

:#>美元$且后续贷款的最高额不超过O$$$元或O!>美元"$小组联保$每周

或每双周 的 中 心 会 议 和 分 期 还 款$以 及 相 对 较 高 的 贷 款 利 率 !程 恩 江$

#$$;"#中国财 务 可 持 续 性 比 较 好 的 小 额 信 贷 项 目 的 有 效 年 利 率 在:"̂ 到



第"期 程恩江!NZS044*’(F@N’.3S"信贷需求与小额信贷的覆盖率 :OJ!!

:!̂ 之间#高于农信社的贷款利率 $每年!̂ 到::̂ %以及在 中 国 农 村 的 国

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 $#$$>年时一般低于每年%̂ %&J 设计小额#贷款利率

较高#每周或每两周的中心会议以及分期还款等的贷款产品一是为了逐步提

高贫困人口的能力#二是为了提高贷款申请人的借款成本&:$其理由是#在中

国农村贫困地区当前的社会与经济形势下#只有在收入水平较高和有势力的

农户对小额贷款不感兴趣的情况下#才能使小额贷款最终到达贫困户&较高

的借款成本对收入较高的农户参加项目提供了负向激励&这种被中国的小额信

贷项目应用的筛选贷款申请人的技术被称为小额信贷项目的自动瞄准’’’自

动瞄准贫困人群&

J 对于中国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利率的综述#参见程恩江和徐忠$#$$"%&
:$ 贷款的数额小与每周贷款偿付结合起来#形成了对贫困人群中的借款人来说非常高的成本#因为中国

农村的贫困人群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
:: 关于其他欠发达国家提供补贴很大的贷款给目标群体这类行为的教训#参见NS*.?!"#$%$:J%"%&

这种间接机制的创造首先是基于乡村银行模式的小额信贷&也许更为重

要的是借鉴了中国国有银行发放低息扶贫贷款的经验教训&和其他欠发达国

家中出现的情况一样#::中国自#$世纪%$年代中期以来通过国有银行发放的

低息扶贫贷款难以到达贫困人群#而且还贷率非常低 $程恩江##$$O%&

$二%样本区小额贷款项目所取得的覆盖率

最近有关中国小额贷款项目的研究表明#许多小额贷款项目已经偏离了

它们瞄准贫困地区的贫困农户的机构目标&这些小额贷款项目往往瞄准了中

国贫困县的中等收入农户#而非贫困农户&Q*1L*)SH3) $#$$:%发现#在非

政府的小额贷款项目中#最富裕的农户一般被排除了#但在合乎要求的农户

中#富有和贫困的人群有同样的可能性参与项目&在一个关于贵州省草海的

社区基金小额信贷项目的研 究 中#汪 三 贵 $#$$:%观 察 到 参 与 项 目 的 农 户 的

净收入!资产价值!人均粮食产量#以及平均受教育年限都显著地高于没有

参加项目的农户&基于对河北省易县和河南省南召县借贷者的调查#孙若梅

$#$$>%同样发现小额贷款的借贷者主要是项目所在地区的中等或中等收入以

上的农户&
为了更好地理解小额信贷的覆盖率#我们需要研究小额信贷借贷人的相

对收入和资产#以及市场上其他金融机构的借贷人的相对的收入和资产水平&
在表>中#我们根 据 农 户 的 收 入 水 平#将 样 本 农 户 划 分 为>个 等 数 量 的 组#

dE到d6&在每个收入组中#我们进一步将农户按照贷款来源划分为四个小

组&如果一个农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来源的贷款#我们对该农户采用较高排

名的贷款来源#贷 款 来 源 的 排 名 由 高 到 低 依 次 为"农 村 信 用 合 作 社 $农 信

社%!小额 信 贷 机 构#以 及 非 正 规 金 融&例 如#如 果 一 个 农 户 在#$$O年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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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间有来自农信社和小额信贷机构的贷款#那么我们将这个农户视为

一个农信社的借款人$这背后的假设是农户认为农信社的贷款 !年有效利率

为!̂ 到::̂ #贷款数额一般远大于小额信贷#而且通常没有分期还 款 的 要

求"比小额信贷机构的贷款要优惠 !年有效利率为:"̂ 到:!̂ #一般数额很

小#而且要分期还款"#小额信贷机构的贷款优于非正规贷款 !年利率为:>̂
到#$̂ #如果从亲戚处借款一般没有利率"$实地调查中发现#农户一般不愿

向亲戚贷款 !即使是无利息的贷款"#因为贷款提供者期望借款人未来以其他

方式报答$

表!!样本地区的不同贷款提供者的覆盖率

项目 dE& dEE dEEE dE6 d6 总计

平均收入!元" 6:#!% :#%$%:%JO :%J"%#;%> #;%;%OJ%: %OJ%:
农信社借款人’ #"!:"@;" #:!:#@%" #:!:#@%" #J!:!@!" "$!#"@"" :O>
小额信贷借款人( ;%!":@>" !%!"!@;" J>!>!@J" %"!>:@#" %!!>O@$" ":#
非正规借款人) ":!#>@$" O#!:J@>" ##!:O@"" :J!::@;" :!!:$@"" :O:
没有贷款的人 O:!:%@J" OO!#$@:" #;!:>@J" O#!:J@>" #$!:#@#" :"#
样本数 :;"!:$$" :;"!:$$" :;"!:$$" :;"!:$$" :;"!:$$" %#$

!!数据来源&调查数据$
注&括号中的数字是该小组占本收入组全面样本农户的百分比$&#$$"年农户人均净收入#单位&

人民币元’’ 样本中#$$O年到#$$>年之间从农信社借款的农户数目’( 样本中#$$O年到#$$>年之间

从小额信贷机构借款的农户数目’) 样本中#$$O年到#$$>年之间从非正规金融来源借款的农户数目#
包括亲戚(朋友和民间放债者$

!!表>显示#随着收入的增加#不同来源借款人的比例随之变化$随着农户

收入的增加#农信社借款人比例从低于:>̂ 稳步增长至#"̂ #增长了约十个

百分点$随着 农 户 收 入 的 增 加#小 额 贷 款 借 款 人 比 例 先 是 增 加#然 后 减 少’
而非正规贷款的借款者比例从#>̂ 稳步下降到:$̂ $小额贷款的借款人出现

在所有的收入组中#在超过中等收入的组中的比例略高#这与前述的其他研

究者的发现基本一致$显然#中国的小额信贷项目未能瞄准贫困地区的贫困

人口$然而#这些项目已经把它们的小额贷款服务扩展到了贫困人口#包括

一些最低收入的农户#尽管小额贷款客户的分布略为偏向较为富裕的农户$
表;中的数字进一步证明了中等和中等收入以上的农户是小额信贷项目

的主要受益者$将四个县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小额信贷项目借款人的收入水

平和平均资产低于农信社借款人#但高于非正规金融借款人$对于赤峰(南

召和左权县#小额信贷项目借款人的收入水平高于当地的平均收入水平$临

县可以被视为一个特例#因为临县的小额信贷项目基本上采用社区基金模式#
而其他的三个项 目 是 乡 村 银 行 模 式 的 小 额 信 贷$这 就 出 现 了 这 样 一 种 情 况&
农信社瞄准了最高收入的农户#而服务于贫困农户的主要是非正规金融$在

中国的贫困地区#小额信贷项目一般而言没有能直接为贫困地区的贫困人群

提供小额贷款#而是使农村的贷款服务从最高收入的农户扩展到了中等和中

等收入以上的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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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项目所在地区小额信贷项目和其他借款人的覆盖率

8-R?+ ^总计, d2B@*@- d)V^. 6<’-0?3/ 6<N)(.*4012 土地013

四县&

农信社借款人’ :#O :!@> O>:$@O $@>:! :>OO! :;J% !J@!!
小额信贷借款人#当前$( O"> "J@# O:!$@% $@;" :O%O# :#O: ;@!"
非正规借款人) ::> :;@" #""O@; $@>> :O:"J J%> !@:O
未借款人 ::% :;@% #!>:@O $@;# ::!:O :#$# >@J%
平均值* !$: :$$@$ O$"$@> $@;$O :O;#! :#;%@# !@##
敖汉旗

农信社借款人 ># O>@; O"::@# $@#% :!:#> O:"$@> :%@"
小额信贷借款人#当前$ "O #J@> "%;:@> $@O! :"%O! O>J: #O@J
非正规借款人 #% :J@# #!$! $@O" ::JJ; #>;:@% :>@!
未借款人 #O :>@% #%;$@> $@># :O:;> #J>J :>@:
平均值 :"; :$$@$ O;:;@" $@O; :"%"" O:OO@% :J
南召

农信社借款人 "$ :"@$ O";O@J $@;% ::O:$ !>"@J #@J>
小额信贷借款人#当前$ :"! >:@; O$:%@O $@;J ::>O; >JJ@; #@!J
非正规借款人 "# :"@! #O;!@> $@; JJ>$ ;OO@J O@#"
未借款人 >; :J@; #%$%@! $@;> JO;; %>%@% #@JO
平均值 #%> :$$@$ #J"O@% $@;! :$%"" ;!!@" #@J
左权

农信社借款人 #; :"@J O>:;@; $@;; :J"#J >J:@> O@!J
小额信贷借款人#当前$ J: >#@O OOO#@; $@;! :>#OJ :">>@# O@J#
非正规借款人 O$ :!@# #>J; $@;O :!J%! "J!@O O@>
未借款人 #! :>@> #"O>@% $@;> :$J>; %""@" O@:#
平均值 :!" :$$@$ O$JO@J $@;; :>;!" :$!#@" O@!:
临县

农信社借款人 > >@# "%%$@% $@%J !!$$ $ >@>"
小额信贷借款人#当前$ ;" ;;@! #:>>@: $@;% :;"O: !%:@O %@""
非正规借款人 :> :>@; :%;$@% $@;J :%>%! $ J@#;
未借款人 :# :#@> #J%O@> $@;! #:>%O :>$ J@:;
平均值 J; :$$@$ #O>"@; $@;J :;OO# >OJ@; %@>:

!!数据来源"调查数据%
注"& 四县总 计&’ 样 本 中#$$O年 到#$$>年 之 间 从 农 信 社 借 款 的 农 户 数&( 样 本 中#$$O年 到

#$$>年之间从小额信贷机构借款的农户数&) 样本中#$$O年到#$$>年之间从非正规来源借款的农户

数’非正规来源包括亲戚!朋友和 民 间 放 债 者&* 样 本 中 所 有 借 款 者 和 未 借 款 者 的 平 均 值&+ 样 本 数&
, 占全部样本数的百分比&-#$$"年农户人均净收入’单位"人民币&. 非农业收入占农户总收入的百

分比&/ 农户住宅的当前价值’单 位"人 民 币&012#$$"年 年 末 牲 畜 的 价 值’单 位"人 民 币&013 每 户 耕 地

面积%

!!与农信社和非正规金融的借款者相比’小额信贷项目的借款人非农收入

的比例较高但耕地面积较少%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小额信贷机构自

动地瞄准了非农 生 产 活 动’因 为 农 户 的 非 农 经 营 活 动 更 可 能 产 生 现 金 收 入’
从而满足了小额信贷每周或每双周分期还款的要求%

如果我们将小额信贷机构视为受到捐赠者补助的半正规金融机构’那么’
小额信贷项目的引入并没有改变这一事实"受到补助的正规!非正规金融机

构的贷款使中国贫困地区的收入较高的农户直接得益’而贫困的农户主要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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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规的金融来提供服务#农信社的借款人拥有最高的平均收入$而他们名

义上的借贷利息是最低的%同时小额信贷项目的借款人的收入水平高于当地

农户的平均收入#
中国的小额信贷项目仍然应该被视为旨在扶贫的项目$尽管这些项目的

主要受益者是中国贫困地区的中等和中等收入以上的农户#如表;所示$小

额贷款借款人的收入略高于样本农户的平均收入$前者接近中国农村农户的

全国平均收入水平#中国农业人口人均平均净收入在#$$"年是#JO;7"元人

民币 !中国统计年鉴 !#$$>"$第O>J页"$在#$$>年是O#>>元人民币$低

于城市人口平均净收入的三分之一 !#$$;年中国农业经济绿皮书"#我们可以

稳妥地说$在总体上这些小额信贷项目帮助了中国相对贫困的农村人口$并

且有助于把正规的贷款服务下移到中国农村收入较低的农户#
那么$尽管具有到达最贫困人群的目标并且拥有各种直接和间接的瞄准手

段$为什么小额信贷项目未能向贫困地区的贫困农户提供小额贷款？在覆盖

率和可持续性之间的矛盾从供给方面给出了部分答案#四个样本县中的三个

县的项目采用的是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它们应用的小组联保倾向于把最贫

困人群从项目中排除出去#:#信贷员和中心主任要对还款负责$他们会根据申

请人的还贷能力进一步筛选小额贷款的申请人$这会使更多的贫困户被排除

在小额贷款之外#较为富裕的农户可以通过垒大户来减少他们的小额贷款借

贷成本$这就使得瞄准贫困人群的一个最重要的间接机制的有效性降低 !刘

西川等$#$$;"#来自正规金融&&&农信社和中国农业银行&&&贷款的稀缺性

进一步促使收入较高的农户寻求小额贷款#其他关于贫困农户对小额贷款需

求的问题的答案在下文讨论#

:# 山西省临县的项目没有应用群体保证#

四!样本地区的农户对小额贷款的需求

!一"模型描述

!!在一份关于印度农 村 信 贷 市 场 的 研 究 中$C-,’*1!:JJ!"发 现’如 果 考

虑到对信贷的有效需求的话$那么信贷配给的程度比通常认为的低很多#与

之类似$和上文中讨论的一样$小额信贷机构所获得的覆盖率会依赖于供给

&&&小额信贷机构所执行的信贷配给&&&以及对小额 贷 款 的 有 效 需 求$而 有

效需求是对该小额信贷产品的需求与其他来源的贷款供给的函数#
在本节中$我们从需求方面来寻找小额信贷项目覆盖中等和中等收入之

上农户的答案#我们使用Q1-Z(2模型来估计对小额贷款需求的决定因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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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过程中#我们首先从样本中排除了来自临县的农户#这样做有如下原因"
第一#临县的小额信贷项目和其他三个小额信贷项目#以及中国的绝大多数

小额信贷项目不同#它不是一个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的复制品$第二#直到

最近#临县项目才开始将财务可持续性放到优先位置上#此前临县的项目贷

款重置较多#而且临县项目不要求分期还款$在估计过程中#我们还删除了

来自样本地区没有被项目覆盖的村的样本 %农户&#这样做的原因是"没有被

项目覆盖的村的农户对小额信贷项目知之甚少#他们对小额贷款的需求会非

常不同$在排除了临县和没有被项目覆盖的村的农户后#我们有>>!个有效

样本$
为了估计对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和非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的中国小额信

贷机构的信贷 需 求#为 了 克 服 可 能 的 选 择 偏 误 %?343,2(-)Z(*?&#我 们 使 用

P3,L.*)两步法再次估计小额贷款需求的决定因素#在这次估计中使用了全

部样本#这样我们就有!!$个有效样本$
信贷需求的明确定义对于任何关于信贷需求的研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此处#有必要将信贷需求!市场 参 与 %一 个 农 户 得 到 的 全 部 贷 款 值&和 申 请

贷款的决定这三个概念区分开来$在本文中#我们定义#对小额贷款有需求

的农户是如下的几类农户"
%:&在调查时有小额贷款’
%#&申请了小额贷款但是被信贷员拒绝了的没有获得借款的农户’
%O&因认为如果申请会被信贷员拒绝而没有申请小额贷款的!没有获得借

款的农户’
%"&过去获得了贷款的!但因偿还贷款有困难而退出了项目!现在仍想借

款而小额信贷机构不愿提供贷款的农户$
将 %O&类和 %"&类农户包括在 对 小 额 贷 款 有 需 求 的 农 户 子 样 本 中 是 很

重要的#因为信贷供给被认为能影响到信贷需求$我们使用单变量Q1-Z(2模

型估计下式左端的决定因素"

Q1-Z%FUW&U’%B#:#W#>&# %:&

上式中"若农户对于小额信贷机构的小额贷款有需求#则FUWa:’对 于 其

他的所有农户#FUWa$$
在 %:&式中#FUW是对小额信贷机 构 的 小 额 贷 款 的 需 求#B 代 表 农 户

的收入#: 是人力资本#W代表在农业和非农业上的投资机会#> 表示其他

的贷款来源$我们的假设是#对小额贷款的需求首先由农户拥有的农业与非

农投资机会决定#而它们又由农户的收入与储蓄水平!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
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决定$对小额贷款的需求还受到农户对用于平滑消费

的资金的需求影响$我们认为正规和非正规贷款的获得能力对农户的小额贷

款需求有负面影响$农户的收入越高#就越可能获得正规贷款#从而对来自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卷

小额信贷机构的小额贷款的需求越低#价格$$$贷款利率 !或 借 贷 成 本%借

款利率是借贷成本的一部分"$$$没有进入方程%因为一个县的所有 农 户 都

面临着相同的来自小额信贷机构的小额贷款利率#
在这一模型中%我们使用农户收入来代表农户的财富和用于投资的储蓄%

使用农户非农业收入比率和工资收入比率来代表非农投资机会%使用耕地面

积代表农业投资机会#农户收入的增长被认为会增加农户对小额贷款的需求%
直到这样的一点&农户收入增长到该点后%农户可以从正规的贷款来源获得

较为廉价的贷款#非农收入占农户总收入的比率和耕地面积被认为会与农户对

小额贷款的需求概率正相关#劳动力占农户人口的比率高也能增加农户对小

额贷款的需求#
我们进一步猜测对小额贷款的需求与农户的人力资本正相关#人力资本

包括户主所受到的正规教育及其技能#我们还添加了一个表示社会资本的变

量$$$农户成员的干部身份%以此检验村镇的干部是否对小额贷款有 更 高 的

需求#
我们用#$$"年发生的 !农户"大事来代表农户的重大 消 费%包 括 婚 礼’

葬礼’盖房子%以及重大医疗支出#可以获得其他贷款%尤其是来自 农 信 社

的廉价贷款%被认为可以减少农户对小额贷款的需求#自变量如表!所示&

表!!"#$%&’模型中使用的变量的定义

变量 定义

FUW 对小额贷款的需求

dG8N 人均农户净收入

dG8N# 人均农户净收入的平方

M&P 户主受正规教育的年限

M&P\ 农户主妇的受教育年限

MCW 户主是否在某些贸易和非农活动上具有技能

WRM[ 劳动力占农户人口的比率

IccE 农户成员的干部身份

d\H 工资收入占农户总收入的比率

d8IH 非农经营收入占农户总收入的比率

WN 耕地面积

W+$" 农户在#$$"年是否有大事发生%大事包括婚礼’葬礼和盖房子

H&&$O> #$$O年至#$$>年间农户是否拥有来自农信社的贷款

EW$O> #$$O年至#$$>年间农户是否拥有来自非正规渠道的贷款

N# 表示第二个县的虚拟变量

NO 表示第三个县的虚拟变量

!二"对结果的讨论

我们使用自上而下的方法或称为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这一方法是 P3)<
S15提出并精练的%被 P3)S15*)SH(,’*1S!:J%O"以及T(4Z312!:J%;"等人

推广#根据这 种 方 法%我 们 从 一 个 具 有 一 定 的 函 数 形 式 的 一 般 的 模 型 开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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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模型通常会比实际需要的函数形式更为复杂$%我们通过一系列的 &简

化检验’来简化复杂的模型(一般模型的估计结果总结在表%中)最终的特

殊模型的估计结果总结在表J中(

表!!一般模型的估计结果

对数似然a_O$#@J"J
样本数a>>$

正样本数aOJO
预测准确率a$@!#!#!O

参数 估计得到的系数 "<统计量
SN*SS

$!!!! :!!!!
dG8N !%@O;+<$> !:@!>O$J" _$@$$$$#;:"" !$@$$$$#;:""
dG8N# _"@$O+<$J _:@J%"J%"" :@#>J$%F<$J _:@#>J$%F<$J
M&P _$@$#;!#J _:@$!>!O $@$$%O>": _$@$$%O>":
M&P\ $@$>;!O #@;#%$%"" _$@$:!!O: $@$:!!O:
MCW _$@$JO;"% _$@!:;J>J $@$#J#;J _$@$#J#;J
WRM[ $@:"O!;O $@">J>>; _$@$""JOO $@$""JOO
IccE $@#;::"% $@J$%>> _$@$%:;#: $@$%:;#:
d\H _$@#J%JO _:@###JO $@$JO"O _$@$JO"O
d8IH $@"$O"OO :@>">># _$@:#;$J $@:#;$J
WN $@$:%JO :@;!##O" _$@$$>J:;; $@$$>J:;;
W+$" _$@$O:#J! _$@!O#;>> $@$$J!%:! _$@$$J!%:!
H&&$O> $@O%J!:# #@#"O!!"" _$@:#:% $@:#:%
EW$O> _$@::O;:" _$@J:OOJO $@$O>>: _$@$O>>:
N# $@:O:J"! $@"J>!": _$@$":#" $@$":#"
NO $@O":;#: :@#%##" _$@:$;!! $@:$;!!

!!注"对于"<统计量)"表示在:$̂ 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水平上显著(

表"!排除了不显著变量的特别模型的估计结果

对数似然a_O:#@$%$
样本数a>>!

正样本数aOJ>
预测准确率a$@!:%:OO

参数 估计所得系数 "<统计量
SN*SS

$!!!! :!!!!
dG8N !$@J#!%%$+<$" !#@$>::J"" _$@$$$$#J"JJ !$@$$$$#J"JJ
dG8N# _$@"#J>$#+<$% _#@:%>J""" :@O;>";F<$J _:@O;>";F<$J
M&P\ $@$"!!#O #@"""!J"" _$@$:>:!# $@$:>:!#
d8IH $@;$>J:% O@$O%J""" _$@:J#;O $@:J#;O
WN $@$:!"!O #@O%J;:"" _$@$$>>>>: $@$$>>>>:
H&&$O> $@O::$%: :@%J;$"" _$@$J%%J% $@$J%%J%
NO $@##O"#" :@!$:!O" _$@$!:$O $@$!:$O

!!注"对于"<统计量)"表示在:$̂ 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水平上显著(

!!如表J所示)预测准确率是指解释变量的选择准确地预测了农户的需求

决策)预测准确的百分比为!#̂ )证明模型的预测准确率高(边际效应 #SN*

SS$表示了外生变量一单位的变化对于农户的小额贷款需求概率的影响(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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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效应虽然被估计了#但只能用于连续变量#因为对于二值变量边际效应没

有意义$
估计结果证实了我们的假设%农户的信贷需求受到了农户在农业和非农

生产与投资机会的影响$随着收入的增长#农户对小额贷款需求的概率上升

到某一点后#然后下降$具有较高收入的农户被认为具有更多的投资机会和

更高的还贷能力$到了一个特定点之后#随着收入增长#农户对小额贷款的

需求趋于下降#因为最高收入组中的农户倾向于用自己的资金进行投资#或

者对小额贷款兴趣下降#因为小 额 贷 款 的 利 率 较 高$非 农 收 入 的 比 率 !表 示

非农生产和投资的机会"#耕地面积 !表示农业投资的机会"和农户对小额贷

款的需求之间的关系是正相关的#这和预期的一致$工 资 收 入 比 率 !d\H"
对于小额贷款需求的影响是非显著的#下文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解释$

模型有三个表示人力资本的变量%户主的受学校教育年限&女性 借 贷 者

!或家庭主妇"的受教育年限#以及户主的技能’这三个变量中只有女性借贷

者的受教育年限是显著的$家庭主妇受教育的重要性与如下事实相关%三个

项目中有两个是只瞄准妇女的$由农户成员的干部身份表示的社会资本对信

贷需求的影响是不显著的#这表明%家庭成员中有村镇干部的农户也许具有

更多的获得正规贷款的途径和机会$

#$$"年农户大事对于小额贷款需求的影响是非显著的#这和我们的预期

不同$也许#W+$"并不是一个表示农户消费的良好指标$
获得其他贷款#尤其是来自农信社的较低息贷款的可能性#被认 为 会 减

少农户对小额贷款的需求$回归结果与我们的猜测矛盾$这意味着即使是农

信社的借款者仍然受到农信社的信贷配给限制#因此他们需要更多的来自小

额信贷机构的信贷来满足他们的投资与消费需要$
以上的结果与中国的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的项目的一个基本假设相矛盾#

这一假设是%这些项目可以自动地瞄准中国贫困地区的贫困人群#或称中国

小额信贷项目的间接瞄准机制$显然#那些拥有相对较高的收入水平#较高

的非农业收入比例&较高的教育水平和更多的获得农信社贷款的途径的农户#
具有较高的对小额贷款的需求$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些小额信贷

项目在它们目前的形式下#自动瞄准了中国贫困地区的境况较好的农户#而

非贫困的农户$
使用表J的变量#我们删除收入排名前#$̂ 的组中的农户#然后重新估

计模型$估计结果总结在表:$中$这样做是基于我们实地调查的观察结果%
收入排名前#$̂ 的农户的收入构成与其他的农户不同#前者的非农业收入比

例更高’而对后者来说#农业生产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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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删除收入排名前#"$的组中的农户后!%&’()*模型的估计结果

对数似然a_#"$@:O:
样本数a"#:

正样本数a#%%
预测准确率a$@;%"$%;

估计所得系数 "<统计量
SN#SS

$!!!! :!!!!
dG8N"" !:@:$+<$O !O@OO># _$@$$$O>>%% !$@$$$O>>%%
dG8N#"" _:@J#+<$! _#@;>#;; ;@:J#"$F<$% _;@:J#"$F<$%
M&P\"" $@$>!$O: #@>:"!J _$@$:%"$! $@$:%"$!
d8IH $@$J;O# $@O#:>$; _$@$O:$%% $@$O:$%%
WN" $@$:;!:" :@%O" _$@$$>OJ"> $@$$>OJ">
H&&$O> $@##%J%" :@:;#O% _$@$!OJ$! $@$!OJ$!
d\"" _>@;J+<$> _#@:>%:# $@$$$$:%O;" _$@$$$$:%O;"
NO"" $@O:!#O% #@:#"## _$@:$#OJ $@:$#OJ

!!注"对于"<统计量$"表示在:$̂ 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水平上显著%

!!删除了样本中收入排名前#$̂ 的组后$非农经营收入比率 &d8IH’变

得不显著$而工资收入比率变得显著$但与小额贷款的需求负相关%这与我

们的实地观察结果一致"工资的增加倾向于减少农户对小额贷款的需求$因

为这些农户的非农经营的投资机会非常有限%而且$民工的劳动并不需要很

多的资金投资$而且民工的收入可以为农户平滑消费提供现金%最后$由于

农户经营的土地规模很小$对农业生产的投资需求是有限的$除了一些在农

业上有专业技能的农户的大规模农业投资%
一个重要的政策含义是"以农业劳动力从内陆贫困地区流向中国沿海地

区为特征的农业结构调整$倾向于减少那些在当地只有有限的非农生产投资

机会的农户的信贷需求%我们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大量的劳动力从贫困

地区迁移出去$会对那些地区的中低收入农户的信贷需求!对这些地区的信

贷需求和信贷供给产生重大的影响%

&三’使用 P3,L.*)两步法进行估计

上文中使用信贷需求的Q1-Z(2模型进行的估计可能会产生样本选择偏误%
对信贷需求行为的IWM回归可能会给出有偏的结果$因为需求数据中的一些

样本的缺失可能不是完全随机的%P3,L.*) &:J!J$:JJ$’的方 法 适 用 于 解

决这种潜在的样本选择问题$在这类方法中$非随机的指定或遗漏变量造成

了样本选择问题%而且$在因变量的样本存在截断!删失或没有观测到的问

题时$P3,L.*)两 步 选 择 模 型 可 以 提 供 一 致!渐 进 有 效 的 估 计 &U*SS*4*$

#$$:’%顾名思义$P3,L.*)选择模型是一个两方程的模型$结构如下"

*5U+[5!V%5$ &#’

方程 &#’一般被称为 (回归函数)$其中+5是自变量$!是自变量的系数的矢

量%其次$还有一个 (选择函数)$其中$当且仅当没有被观测到的潜变量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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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个特定的阈值时#才能被观测到 !M*12-1(##$$O"$

,"5 U6[5"V!5#!D(b3)2’*2!,5U
:#(V,"5 %$#

$# -2’31K(?3
3
4

5 %
!O"

其中,"5 是一个潜在的指标#6和"是选择方程的自变量和选择方程的系数%
在说明了这一模型后#我们的回归方程包括所有表%中指定的一般模型

的变量#选择方程包括了有关社会经济特征的变量 !例如#户主的年龄&教

育水平#以及农户人口"#财富指标 !例如#每个成人拥有的平均土地面积&
每个成人拥有的固定资产的平均价值"#四个县的区域虚拟变量#还有其他特

定的农户特征 !健康状况#是否从事商业或工业"%样本包括了四个县的来自

有项目或无项目的地区的所有样本农户%

P3,L.*)两步法的估计结果总结在表::中#删除了不显著的自变量后的

估计结果总结在表:#中%

表!!!"#$%&’(两步法估计带有样本选择的)*+,-.模型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统计量

回归方程

dG8N !>@;$+<$> O@J>+<$> !:@"#
dG8N# _#@;"+<$J :@;J+<$J _:@>;
M&P _$@$OO $@$#:> _:@>#
M&P\ $@$>> $@$:%$ O@$;"

MCW _$@:O% $@::$" _:@#>
WRM[ _$@$"; $@#!%% _$@:!
IccE $@#J: $@#";# :@:%
d\H _$@">O $@:;#J _#@!%"

d8IH $@$"! $@$>#; $@J$
WN $@$:# $@$$;" :@%J"""

W+$ $@$:# $@::;: $@::
H&&$O> $@#": $@:";J :@;""""

EW$O> _$@$!" $@:$O# _$@!#
＿&I8M $@#># $@>J>! $@"#
选择方程

M&P $@$$> $@$#; $@:%
NT+ _$@$#: $@$$! _O@$$"

M[ _$@$!$ $@$;" _:@$J
PWP _$@#:J $@#:O _:@$#
WN$ $@$;> $@$#: O@:$"

cN6$ #@>O+<$> :@OO+<$> :@J$"""

N# :@"J; $@#:O !@$O"

NO :@:>" $@#$" >@;!"
＿&I8M $@J;; $@""# #@:J""
’*2’1’- _:@#"%>> :@:$%$$: _:@:O
WH!1’-a$",’(#!:" >@#%
Q1-Z%,’(# $@$#:
&3)?-13S-Z? JJ
]),3)?-13S-Z? ;!:
\*4S,’(!:O" "O@!
Q1-Z%,’(# $@$$$

!!注$估计中包括了所有的四个区域的虚拟变量#尽管上表中只显示了两个%"""#""#" 表示在:$̂ #

>̂ #:̂ 水平上的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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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在移除了非显著变量后!使用 #$%&’()两步法估计带有样本选择的*+,-./模型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统计量

回归方程

dG8N !;@%!+<$> O@!;+<$> !:@%O"""

dG8NM/ _#@J#+<$J :@;!+<$J _:@!>"""

M&P\ $@$"J $@$:; #@JJ"

d\H _$@>$# $@:"% _O@OJ"

WN $@$:$ $@$$; :@;>"""

H&&$O> $@#O# $@:OO :@;>"""

＿&I8M $@O!; $@:>" #@"O""

选择方程

M&P _$@$$O $@$#; _$@:O
NT+ _$@$## !@$:+<$O _O@:#"

M[ _$@$!# $@$;" _:@:#
PWP _$@#:# $@##% _$@JO
WN$ $@$;> $@$#: O@:$"

cN6$ #@;O+<$> :@O>+<$> :@J>"""

N# :@>$> $@#:O !@$%"

NO :@:"" $@#$# >@;;"

＿&I8M :@$>; $@"O> #@"O""

#*2’1’- _:@";: #@:;> _$@;!
WH$1’-a$%,’(#$:% ;@;O
Q1-Z%,’(# $@$:$
&3)?-13S-Z? JJ
]),3)?-13S-Z? ;!O
\*4S,’($;% O%@;:
Q1-Z%,’(# $@$$$

!!注"估计中包括了所有的四个区域的虚拟变量&尽管上表中只显示了两个’"""&""&" 表示在:$̂ &

>̂ &:̂ 水平上的显著性’

!!如表::和表:#所示&首先&独立方程 $La$%的 \*4S检验表明"缺失

的样本值是随机分布的假设应被拒绝&P3,L.*)两步法应该被采用&以便修

正前述的样本选择偏误’其次&与此前的估计结果一致&农户的信贷需求受

到某个特 定 点 之 前 的 收 入 的 影 响 $dG8N%&还 受 到 农 业 生 产 和 投 资 $WN%
以及女性借款人的受教育年限 $M&P\%的影响’然而&当我们修正了可能

存在的选择偏误&并将临县和没有被项目覆盖的地区的农户包括进来的时候&
工资收入对农户的小额信贷需求的影响变得显著&而且是负的(这说明农户

工资收入的增长趋向于减少农户的信贷需求’最后&南召和左权县内的区域

位置显著地增加了信贷需求的概率&而赤峰市和临县的区域位置则几乎没有

影响’这一效应和表:$中所示的!从样本中删除掉收入排名前#$̂ 的农户团

体后估计的效应极为相似’这一效应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结论"农户工资收

入的增长倾向于减少农户对小额贷款的需求&因为许多能挣到工资的农户在

非农业经营活动上的投资机会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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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小额贷款的需求"为什么会没有需求？

小额贷款需求与农户收入之间的正相关引出了如下问题#为什么贫困的

农户更可能从小额信贷市场中将自身排除？

为了进一步分析那些对小额贷款没有需求的农户$我们首先将样本农户

根据他们对小额贷款的需求进行划分 !表:O"%我们将对小额贷款没有需求的

农户划分为五个小组$划分的依据是这些农户对于如下问题的回答#为什么

不需要小额贷款？我们必须注意到#因为样本略为偏向于项目区域的当前借

款者$项目所在区域的没有信贷需求的农户所占比例可能比表格中所展示的

比例更高%

表!"!农户对小额信贷需求的分类

项目 观测点 ^ d<均值!元"

样本数!三县内项目所在地" >!O O#>>
对小额贷款有需求 "$! !:@$ O"O%
对小额贷款没有需求 :;; #J@$ #%$;
对小额贷款没有需求的农户中 :;; :$$@$

!不需要贷款的农户 !: "#@%

!不需要小额贷款的农户 O% ##@J

!!其中#有其他贷款途径的农户 ! "@#

!因还贷能力差而没有申请贷款的农户 #; :>@! :>OJ

!不理解小额贷款的农户 " #@"

!其他 #$ :#@$

!总计 :;; :$$@$

!!表:O中的数字进一步证实#对小额贷款的需求与农户的收入正相关%而

且$在那些对小额贷款没有需求的农户中$超过"$̂ 的农户不需要贷款$还

有##̂ 的农户不需要小额贷款%对于前者$投资机会的增加会提高他们的小

额贷款需求%对于后者$他们对小额贷款的需求可能会随着小额贷款产品设

计的改进而增加%这与R-0,’31$T0(1L()D31*)SG1(b344(!#$$>"的观察结果

一致#贫困人群也 许 会 因 为 高 昂 的 交 易 成 本 而 将 自 身 排 除 在 信 贷 市 场 之 外%
交易成本的降低会促使这一贫困群体的小额贷款需求增加%还有:>̂ 的农户

是因为认为自己不能偿还小额贷款而没有申请小额贷款%他们实际上将自己

排除在信贷市场之外 !对于风险配给$参见R-0,’31$&*1231*)ST0(1L()D31$

#$$>"%这一农户群体的平均收入显著低于样本农户的平均收入和没有小额贷

款需求的农户的平均收入%一些农户对小额贷款没有需求$是因为这些农户

不理解小额贷 款%从 需 求 方 面 来 看$小 额 信 贷 项 目 可 以 通 过 改 进 贷 款 产 品&
更好地向农民推销这些产品等措施来增加小额贷款机构的覆盖率%通过改善

贫困地区农户的非农生产机会$也能增进小额信贷机构的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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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配给的农户是项目所在地区的非常贫困的农户#这些农户是中国的

小额信贷项目的正式的瞄准目标#如表:"所示$这些信贷配给的农户的收入

约为样本中其他 农 户 收 入 的 一 半$而 他 们 的 资 产 少 于 其 他 农 户 资 产 的 一 半#
与其他农户相比$受到风险配给的农户的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来自非农生产和

投资的收入#相应地$这些农户往往缺乏非农生产和投资的机会#其 次$受

到风险配给的农户的平均年龄比其他农户的大$而受到风险配给的农户的户

主及其配偶的教育水平比其他农户要低#最后$受到信贷配给的农户中有病

人的农户比例要比其他农户中有病人的农户比例高#显然$非常贫困的农户

倾向于将自己排除在小额信贷市场之外#

表!"!项目所在地区的风险配给!#$%&#’($)*+,"的农户与其他农户的比较

单位 其他农户 风险配给的农户&

观测点数 >"! #;
人均净收入 元 OO:%@! :!#>@O
农户总收入 元 :#O%"@! ;:::@!
种植业收入 元 #:"%@;%:!@Ô &, :JO%@#%O:@!̂ &
畜牧业收入 元 ::%J@"%J@;̂ & %>$@J%:O@Ĵ &
民工与工资收入 元 O%;O@%%O:@#̂ & #;#%@"%"O@$̂ &
非农业活动收入’ 元 ":>"@#%OO@>̂ & ">@>%$@!̂ &
耕地面积 亩 ;@! ;@J
农户房产价值 元 :O>>>@$ >!%#@"
牲畜价值( 元 "#%%@" :%%O@J
固定资产) 元 %##J@# #">#@!
劳动力’人口 ^ $@;: $@>%
户主年龄 "O@O "%@#
户主受到的正规教育* 年 ;@J ;@O
户主伴侣受到的正规教育* 年 >@" O@!
有病人的农户+ ^ %@! #O@:

!!数据来源"调查数据#
注"& 在这里$风险配给的农户是指那些认为自己不能偿还贷款而没有申请贷款 的 农 户#’ 农 户

从事非农生产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在#$$"年年末#) 固定资产是指固定的生产性资产#* 户主及

其伴侣所受到的正规学校教育#+ 具有一个或多个农户成 员 患 有 慢 性 疾 病$重 病$残 疾$或 几 乎 不 能 从

事任何工作的农户的百分比#, 括号中的数字是该条目占农户总收入的百分比#

!!还贷能力 低 %农 户 自 身 感 受 到 的&和 贫 困 水 平 之 间 强 的 相 关 关 系 表 明"
当前的小额贷款可能并不是适用于这一类农户的恰当的工具#为非常贫困的

农户提供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好的医疗与农业推广服务$对于

增加他们的收入与投资机会来说更为重要(以上的措施可以提高他们未来的

小额贷款需求#对于非常贫困的农户$小额信贷项目可以尝试其他产品$例

如小额信贷附加 %在提供贷款 外 附 加 提 供 培 训!农 业 技 术 推 广!农 场 经 营 培

训与改进农村的基础设施&!小额储蓄!小额汇款和小额保险等#
表:O中不需要小额贷款的农户被进一步分成六个小组 %见表:>&#对于

这一类的农户$可以通过简化贷款申请和审批流程!根据申请人的贷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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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来订制贷款条款等方式提高农户的小额贷款需求#

表!"!对小额贷款没有需求的理由

农户数目 百分比

不需要小额贷款 O% :$$@$

!!利率太高 ; :>@%

!!贷款数额小 : #@;

!!借贷成本!申请流程复杂与贷款数额" ; :>@%

!!分期还款 :" O;@%

!!其他的贷款 ! :%@"

!!其他原因 " :$@>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至今为止对小额信贷机构覆盖率的研究集中在供给方面和覆盖率与可持

续性之间的矛盾上#我们使用较大规模农户调查的数据$分析了小额贷款需

求对中国小额信贷项目覆盖率的影响#
中国应用乡村银行模式的小额信贷机构通过向贫困地区的贫困人群提供

小额贷款来扶贫#为了有效地瞄准贫困人群$这些项目运用了种种直接%间

接的手段来瞄准贫困人口#我们的调查包括了%$$多户农户$涉及三个位于

中国国定贫困县的经营水平良好的应用乡村银行模式的小额信贷项目#调查

发现&这些小额信贷项目的主要受益者是贫困县具有中等或中等收入以上的

农户$而非贫困户#尽管小额信贷项目实际瞄准的是中国贫困地区中等和中

等收入以上农户$这些项目仍然对扶贫做出了积极贡献$因为中国贫困地区

的中等收入和中等收入以上的农户仍可被视为贫困户$这些农户的收入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
从供给方面来看$乡村模式的小额信贷项目’’’四 个 样 本 县 中 的 三 个 县

内的项目’’’运用的小组联保技术使得最贫困的人群从这些项目中被排除了#
信贷员与中心主任对贷款的偿付负有责任$因而会根据申请人的还贷能力对

申请人进行进一步的筛选$这又排除了更多的贫困农户#较为富裕的农户也

可能通过垒大户来减少借贷成本#
小额信贷项目未能对准中国贫困地区的贫困农户这种现象也可以通过需

求因素来解释#本文的研究发现&农户对小额贷款的需求$与农户 收 入%女

性借贷者的受教育水平以及农户从农信社获得正规贷款的能力呈正相关关系#
这些结果与中国乡村模式的小额信贷项目的一个中心假设相矛盾$这一假设

是&小额项目目前的设计可以自动地瞄准贫困农户#相反$这些小额信贷项

目在它们当前的运营模式下自动瞄准的是比较富裕的农户和那些经常有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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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从而可以满足按期还款要求的有非农投资的农户$
从样本中排除了收入排名前#$̂ 的农户#并且将项目区和非项目区的样

本农户都包括进 来 后#我 们 发 现 小 额 贷 款 的 需 求 与 农 户 的 工 资 收 入 负 相 关$
这肯定了我们如下的观测结果"非农生产投资机会有限的农户的工资收入增

长倾向于减少农户对小额贷款的需求#因为外出打工的劳动力通常并不需要

贷款#而且来自民工的工资收入可以为农户的消费平滑提供现金$一个重要

的政策含义是"以农村的劳动力从内陆贫困地区流向中国沿海地区为特征的

农业结构调整#倾向于减少那些在当地的非农生产投资机会有限的农户的小

额贷款需求$我们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贫困地区向

外迁移会对这些地区的中低收入农户的信贷需求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时也会

对这些地区总体的信贷供给和需求产生重大影响$
通过对那些没有小额贷款需求的农户的详细研究发现#风险配给的农户

是样本地区的核心贫困农户$与其他农户相比#这些农户的收入水平低#受

到的正规教育水平低#健康条件较差#非农生产投资的机会较少$

%二&政策建议

中国政府和捐赠者应继续支持国内运行好的小额信贷机构和项目#因为

这些机构和项目向中国相对贫困的人群提供了小额贷款服务#并且将小额贷

款服务扩展到了那些几乎不能获得正规服务的农户$基于中国不同地区自然与

经济条件的差异#捐赠者与政府还应该支持不同模式的小额信贷项目#并支持

在不同地区进行不同模式小额信贷的试点$
本研究建议中国政府和支持小额信贷的国际和国内的捐赠机构进行一次

战略调整"将小额贷款服务的主要客户从中国贫困地区的最贫困人群重新定

义为所有贫困地区不能获得正规贷款服务的人群#并扩展到中国非贫困县的

微型企业家和低收入人群$
小额信贷产品设计的原则应从为了筛掉富裕人群而采取的间接瞄准机制

改为在控制小额信贷项目和机构的信用风险和持续经营的前提下#使客户的借

贷成本最小化$
应该鼓励中国的小额信贷项目通过设计有利于贫困人群的小额信贷产品

’’’例如小额信贷附加 %附加提供培训!农业技术推广!农场经营培 训 与 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小额储蓄#小额汇款和小额保险等’’’来将服务扩展到更

为贫困的社区与农户$在更为贫困的农户的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收入比例往

往较高#因此更加灵活的还贷方式会提高贫困农户的小额贷款需求$来自农业

生产与投资的收入一般是季节性的#农作物与畜牧生产一般需要三到九个月

的时间段$以农业为主的贫困农户很难每周或每两周还款$结果导致许多贫困

农户或者将自身从这种小额贷款项目中排除出去#或者预留多达O$̂ 的贷款

用于前三个月的分期还款 %因为在前三个月#他们的贷款用于的投资还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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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收入流"#这 种 情 形 增 加 了 农 户 的 借 贷 成 本#减 少 了 他 们 对 小 额 贷 款 的

需求$
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通过向贫困农户提供更多的金融教育来提高他们

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这些需求包括小额贷款需求&小额储蓄需求以及小额保

险服务需求$同时#我们要增加这些服务的供给#并根据贫困人群的需要来

订制小额信贷产品$
为了使小额信贷 项 目 能 够 到 达 中 国 贫 困 地 区 的 更 为 贫 困 的 社 区 和 农 户#

我们需要更为自由的金融管制与补助政策$增加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的非农生

产机会同样可以增加覆盖率$
对于中国贫困地区的最贫困农户#提供基本的教育与医疗服务#以 及 更

好的基础设施和农业推广服务#对提高他们的投资机会和还款能力&进而提

高他们未来的对小额贷款的需求来说#是更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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