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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是刺激农民消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 1978 ~ 2014年河北省时间序列数

据，运用实证模型，对河北省农村金融贡献度、农村金融效率对农民消费水平、农民消费结构影响的研究发现，农村金融发

展对农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具有推动作用，但在调整农民消费结构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为了提高农民消费水平、改

善农民消费结构，应以提升农村金融贡献度为主、以提升农村金融效率为辅，不断推进农民消费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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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农村金融对农民消费影响的VAR分析

一、引言

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已成为

拉动河北省消费的重要力量。但从目前状况来看，由于农民

受传统观念、信贷约束等的限制，河北省大部分农村地区消

费水平依然较低，2013年和 2014年农民人均消费仅为 6490

元和 7023元，与城镇居民的 17278元和 17589元相差很远。

另外，农民消费结构失衡，生产性消费与生活性消费相差较

大，2013年和 2014年二者之比分别为 0.46和 0.48，占比最高

的 2006年也仅为 0.62，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当地经济的发

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加强农村金融创

新，将会成为解除农民信贷约束、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方

式，也是实现河北省农村消费市场跨越式发展的突破口。然

而，由于农村金融市场风险大、业务成本高、收益低等特性，

金融机构开拓农村市场的动力明显不足，金融抑制现象严

重。因此，如何增强河北省农村金融对农民消费的推动作用，

缓解农民的消费困境，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正是本文研究的

重点。

二、文献综述

20世纪 70年代，金融发展与消费的关系开始为学者们

所关注，关于农村金融与农民消费关系的研究也越来越丰

富，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消费关系的研究。Mckinnon

（1973）、Shaw（1973）提出金融深化理论，指出金融深化有利

于增加居民收入，缓解居民流动性约束，刺激居民消费增长。

谢顺利（2014）认为农村金融深化是农村消费增长的格兰杰

原因。长期来看，农村金融密度、效率、结构对农民消费增长

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张毓卿等，2012）；但短期来看，二者关

系不明显（李小清等，2010）。胡帮勇（2013）又指出农村金融

规模扩张对农民消费增加有显著的影响，但存在滞后性，而

农村金融效率的提高没有显著提升农民的消费水平。王浩

（2012）却认为农村金融对农民消费并未产生显著影响，这主

要是由目前农村金融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尚不完善、金融供

需矛盾突出造成的。肖忠意（2015）则分析了农村金融对农民

消费结构的影响，认为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

级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曾之明、岳意定（2009）等

很多学者还单独对农村信贷与农民消费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大部分结论表明农村信贷的增加有利于农民收入和消费水

平的提升。Kochar（1997）、Duong et al.（2002）又进一步对信

贷结构进行了研究，认为农村信贷以生产性借贷为主。但杜

文忠等（2012）通过对河北省农村消费信贷市场进行调研，指

出农民生活消费信贷需求非常旺盛，并以助学贷款和住房贷

款为主。潘建伟（2010）也认为生活性消费信贷较生产经营性

信贷更能拉动农村消费，但生活性消费借款越多，金融机构

放贷的可能性越小。当然，农村金融对农民消费影响存在很

大的地区性差异，储蓄对东部地区农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最

大，而投资对中西部地区农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最大（肖忠意

等，2015）。

2. 农村金融对农民消费的支持路径研究。刘纯彬等

（2010）认为农村金融促进农民消费增长有两种途径，一是通

过促进农户收入增长带动消费增长，二是减少农户在消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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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约束，进而合理配置消费。之

后，陈东等（2013）继续归纳了农村信贷支持农民消费的两种

路径，即通过消费信贷产生消费的直接效应，以及通过带动

农村生产、提高农民纯收入进而提高消费的间接效应。此外，

Deaton（1992）还提出，信贷可以作为一种保险工具，其有利

于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影响消费。

综上，以往文献由于研究时间、研究区域的不同，研究结

果也表现出了差异性，而且研究多集中于农村金融对农民消

费水平的影响，很少涉及对农民消费结构影响的分析，尤其

是对于河北省地区的研究，并未在实证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系

统分析。鉴于此，本文采用VAR模型、脉冲响应、方差分解、

VEC模型等对 1978 ~ 2014年间河北省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

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检验河北省农村金融发展对农

民消费水平及农民消费结构所产生的影响。

三、指标设计与模型建立

（一）指标设计与数据来源

1. 农民消费。关于河北省农民消费，本文主要通过两个

方面来反映：第一，农民消费水平（AC），用农村居民人均消

费来衡量，为消除异方差，取自然对数。第二，农民消费结构

（SC），用农村居民生产性消费与生活性消费之比来衡量，其

中，生产性消费选用人均生产性投入这一指标，生活性消费

选用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这一指标。

2. 农村金融发展。关于河北省农村金融发展，本文也主

要通过两个方面来反映：第一，农村金融贡献度（FC），用农

村金融存贷款总量与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比值来衡量，反映

河北省农村金融存贷款业务对农村经济的贡献度。其中，农

村金融存贷款总量包括农户储蓄存款年末余额、银行农业

贷款、银行乡镇企业贷款、信用社贷款四项。第二，农村金融

效率（FE），用农村贷款与农村存款之比来衡量，即：FE=（银

行农业贷款+银行乡镇企业贷款+信用社贷款）/农户储蓄

存款年末余额，表示的是农村金融机构将农村储蓄转化为

农村贷款的效率，反映河北省农村贷款用于“三农”服务的

程度。

3. 农民收入水平（AI）。农民收入对农民消费有直接的影

响，为消除异方差，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自然对数

来衡量，并作为外生变量引入VAR模型。

4. 农民固定资产投资占比（SFA）。用农民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占农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来衡量。其中，

农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包括农村个人（集体）固定资

产投资、农村基本建设投资、农村更新改造投资三项，农民固

定资产投资包括农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和建房两项，同样作

为外生变量引入VAR模型。

本文的数据来自《河北省经济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经网、国研

网、国家统计局。各变量基本统计量如表1所示：

（二）模型建立与研究方法

1. 模型建立。为研究河北省农村金融对农民消费水平、

消费结构的影响，本文建立如下实证模型：

AC=λ+ β 1iACt-i+ β 2iSCt-i+ β 3iFCt-i+

β 4iFEt-i+αAI+θSFA+ε （1）

SC=λ+ β '1iACt-i+ β '2iSCt-i+ β '3iFCt-i+

β '4iFEt-i+α'AI+θ'SFA+ε' （2）

其中：λ、λ'为常数；β1i ~ β4i、α、θ、β'1i ~ β'4i、α'、θ'分别为

各变量的弹性系数；ε、ε'为随机误差项。

2. 研究方法。本文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首先，使用

ADF方法对各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以避免模型中的伪回

归现象，确定单整阶数；然后，进行 Johansen协整检验，明确河

北省农民消费与农村金融发展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并解

析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继而建立VAR模型，选择合适的

滞后期，考查模型的稳定性；再次，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检

验各变量间是否相互影响，彼此是否可以作为其变化的预测

因子；最后，通过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方法分析农村金融发

展对农民消费冲击的动态变化，以及各变量的贡献度。

四、农村金融推动农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本文运用Eviews 8.0软件，采用扩展的迪克—富勒检验

（ADF检验）对各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变量

AC

SC

FC

FE

AI

SFA

样本量

37

37

37

37

37

37

平均数

6.9753

0.4766

2.2256

1.0943

7.1813

0.4470

标准差

1.1660

0.1593

1.4202

0.4144

1.2935

0.1760

最小值

4.9200

0.1379

0.1447

0.3073

4.7367

0.2133

最大值

8.8570

0.6236

5.3108

2.1897

9.2288

0.8370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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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AC

△SC

△FC

△FE

△AI

△SFA

检验形式
（C，T，L）

（C,0,1）

（C,0,1）

（C,0,1）

（C,0,1）

（C,0,1）

（C,0,1）

ADF
统计量

-3.6522

-3.0565

-4.8908

-4.2201

-3.8491

-5.3688

1%
临界值

-3.6329

-3.6268

-3.6463

-3.6394

-3.6394

-3.6394

5%
临界值

-2.9484

-2.9458

-2.9540

-2.9511

-2.9511

-2.9511

P值

0.0095

0.0391

0.0004

0.0022

0.0059

0.0001

结论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注：△表示一阶差分，（C，T，L）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

程中的常数项、趋势项、滞后阶数。

表 2 单位根检验结果

金融与理财□



□·68·财会月刊2016.24

检验结果显示，AC、FC、FE、AI、SFA五个变量的一阶差

分在1%的水平上平稳，SC变量的一阶差分在5%的水平上显

著，可以认为，六个变量均是一阶单整，记为 I（1）。

（二）协整检验

上述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符合 Johansen协整检验条

件，因此，以农民收入、农民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为外生变量，

分析农民消费水平、农民消费结构、农村金融贡献度、农村金

融效率四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结果如表3所示：

检验结果显示，迹统计量与最大特征值均拒绝了不存在

协整关系的零假设，各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两个协整关系。由

于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农村金融对农民消费水平、农民消费结

构的影响因素，因此，仅列出如下相关协整关系式：

AC=1.2675SC+0.1521FC+0.2337FE （3）

（7.4096）（4.3526） （3.4314）

将上式转换为农民消费结构与其他变量的长期关系式：

SC=0.7890AC-0.1200FC-0.1843FE （4）

（6.3024）（-3.9883）（-3.4430）

从长期协整关系来看，河北省农村金融贡献度、农村金

融效率、农民消费结构与农民消费水平均显著正相关。农村

金融贡献度与农村金融效率对农民消费水平的弹性系数分

别为 0.1521与 0.2337，表明河北省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消费

水平的提高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这主要是因为近些年，河

北省加快了农村资金互助社、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的培

育步伐，加大了农村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使得农村

金融贡献度不断增加，贷款机制逐步完善，农村金融机构贷

存比趋于合理；再加上互联网金融的普及、农民收入水平的

提升，农民贷款可及性的增加、农民获得金融贷款的机会和

渠道增多，进而促进了农民消费。另外，政府也对农村金融的

支农作用给予了高度关注，引导金融资金入驻农村，并于

2001年出台了《扶贫贴息贷款管理实施办法》，指导农业银行

加大对扶贫贴息贷款的投放力度，这样农民通过贷款实现消

费的需求逐渐得到满足。尤其是自 2011年 7月以来，随着基

准利率的不断下调，农村金融机构贷存比逐步提升，农民存

款意愿降低，消费动机增强。因此，农村金融贡献度与农村金

融效率对农民消费的增长均表现出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农民消费结构对农民消费水平的弹性系数为 1.2675，说

明农民生产性消费较生活性消费对农民整体消费水平的促

进作用更大，这主要是因为生产性消费更能加快农村经济建

设、提升农村经济实力，进而为农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的提

高提供基本的物质保障。但一直以来，河北省生产性消费远

低于生活性消费，1978 ~ 2014年农民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占

比均值仅为 0.4776。可见，鼓励和引导农民生产性消费增长

至关重要，也将成为农村信贷发展的重要领域。

长期来看，农村金融贡献度、农村金融效率与农民消费

结构显著负相关，弹性系数分别为-0.1200和-0.1843，说明

河北省农村金融贡献度的增加、金融效率的提升，对生活性

消费的支持力度更大。可见，虽然农村金融贡献度与农村金

融效率的提升缓解了农民的信贷约束，但由于农业生产的弱

质性、农民收入的有限性，使得生产性贷款风险更大，而且额

度较高，再加上金融机构业务种类少、利润空间小、贷款监管

机制欠缺等问题，农村金融机构更愿意向农民提供风险较低

的生活性贷款，贷款结构发生倾斜，进而对农民消费结构产

生了负向影响。农民消费水平对农民消费结构也表现出了显

著性影响，农民消费水平每提升1%，引起农民消费结构提升

0.7890%，说明随着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农民生产性消费与

生活性消费的差距会逐渐缩小，农民越来越重视对种子、肥

料、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的消费，并希望通过对农业生产、自

身创业、乡镇企业建设的投入，实现循环增收。

（三）建立VAR模型

因为变量之间存在 Johansen 协整关系，所以可以建立

VAR模型，通过Lag Length Criteria得知，在判断滞后阶数的

5种方法中，有 3种均显示有 1个滞后阶数，即最优滞后阶数

为1阶，如表4所示：

通过AR Roots Gragh得知，特征根均在单位圆内且小

于1，说明该VAR模型具有稳定性，具体如图1所示。

在此通过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就农民收入水平、农民固

定资产投资占比两个外生变量对农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的

影响进行阐述，其他变量间的相关关系这里不再赘述。结果

显示，农民收入水平对消费水平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弹

性系数为 0.3108；而对消费结构表现为负向影响，且弹性系

数为-0.1927。这说明从短期来看，提升农民收入是促进消费

的一个有效途径，但也会拉大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的差

距，农民收入提升后，首先还是会选择生活性消费。此外，农

民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对农民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影响并

不显著，且弹性系数较低，这可能是因为农民固定资产投资

原假设

None∗
At most 1∗
At most 2

At most 3

特征
值

0.7218

0.6200

0.2702

0.0721

迹统
计量

92.2900

47.5127

13.6448

2.6190

5%
临界值

47.8561

29.7971

15.4941

3.8415

P值

0.0000

0.0002

0.0932

0.1056

最大
特征值

44.7771

33.8679

11.0258

2.6190

5%
临界值

27.5843

21.1316

14.2646

3.8415

P值

0.0001

0.0005

0.1529

0.1056

Lag

0

1

2

3

LogL

63.4856

121.9342

141.0494

157.9744

LR

NA

92.8301∗
25.8618

18.9162

FPE

5.70e-7

4.79e-8

4.29e-8∗
4.79e-8

AIC

-3.0286

-5.5255

-5.7088

-5.7632∗

SC

-2.4899

-4.2685∗
-3.7335

-3.0696

HQ

-2.8448

-5.0969∗
-5.0352

-4.8446

表 3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1980~2014年）

表 4 最优滞后阶数选择

注：∗表示滞后阶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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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发挥具有很强的滞后性，投入后不能立竿见影刺激消

费，短期影响不明显。

（四）Granger因果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农民消费水平、农民消费结构、农村金

融贡献度、农村金融效率四个变量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采

用Granger检验进行分析，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检验结果表明，选择了最优滞后阶数后，农民消费水平

与农村金融贡献度、农民消费水平与农村金融效率、农民消

费水平与农民消费结构、农民消费结构与农村金融贡献度、

农民消费结构与农村金融效率五组对应关系在 10%的显著

性水平上均存在因果关系，说明它们之间会相互影响，而这

些变量间的内生关系也为VAR模型的构建奠定了基础，说

明该VAR模型的构建是合理的。

（五）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

基于稳定的VAR模型，可以进行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

分析，以便更加清晰地刻画农民消费水平、农民消费结构、农

村金融贡献度、农村金融效率的动态变化过程和相互影响。

1. 脉冲响应。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VAR模型中的一

个内生变量对于误差冲击的反应，即在该内生变量的随机误

差项（新息）上施加另一个内生变量标准差大小的外部冲击

后，对当期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能够直观地刻画出变

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图 2和图 3分别为农民消费水平和农民

消费结构对VAR模型变量的脉冲响应。

由图2可以看出，农民消费水平作为反应变量，受农村金

融贡献度与农村金融效率一个标准差冲击后，均表现为 1期

滞后性，且始终处于正值水平，不同的是农村金融贡献度的

冲击于第 5期达到峰值（0.0139）后缓慢下降，直至约第 40期

后收敛于 0，但农村金融效率的冲击于第 2 期达到峰值

（0.0143）后迅速下降，约第 10期后收敛于 0。这说明总体上

讲，农村金融贡献度与农村金融效率对农民消费水平均表现

为正向冲击，并且农村金融贡献度的影响更持久，而农村金

融效率的影响虽短暂，却是高效的。这可能是因为，农村金融

贡献度的冲击，不管是机构数量的增加，还是业务种类的增

多，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农民对金融的认识，也会增加农

民与金融的接触机会，这样，农民借助金融理财、消费的需求

必然增加，而且这种影响方式是一个持久的过程；而农村金

变量
组

AC与
SC

AC与
FC

AC与
FE

SC与
FC

SC与
FE

原假设H0

AC不是SC的Granger原因

SC不是AC的Granger原因

AC不是FC的Granger原因

FC不是AC的Granger原因

AC不是FE的Granger原因

FE不是AC的Granger原因

SC不是FC的Granger原因

FC不是SC的Granger原因

SC不是FE的Granger原因

FE不是SC的Granger原因

最优滞
后阶数

1

1

2

1

2

1

1

1

2

1

F统
计量

15.4711

5.2298

12.3134

25.8121

8.3578

9.8512

8.3829

22.3966

5.1866

8.6407

P值

0.0038

0.0105

0.0021

0.0000

0.0153

0.0430

0.0785

0.0002

0.0748

0.0707

结论

拒绝

拒绝

拒绝

拒绝

拒绝

拒绝

拒绝

拒绝

拒绝

拒绝

表 5 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图 2 AC对VAR模型变量的脉冲响应

图 3 SC对VAR模型变量的脉冲响应

图 1 VAR模型特征根位置图

Inverse Roots of AR Characteristic Polynomial

Response of AC to Cholesky One S.D. Innovations

Response of SC to Cholesky One S.D. Inno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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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效率对农民消费水平的冲击则更为直接，可能是由于农村

信贷约束现象的普遍存在，抑制了农民的借贷需求，一旦这

一局面得到改善，农村金融效率得到提升，农民的信贷欲望

就会被激发，信贷消费的潜力也将被释放。

因此，短期内可以通过提升农村金融效率迅速提升农民

消费水平，而扩大农村金融贡献度也将是一项持续的工作。

对此，政府也给予了高度重视，自 2008年起对符合条件的新

型农村金融机构给予费用补贴；2009年财政部又印发了《中

央财政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旨在加强和规范新型农村金

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管理，这对农民消

费的影响具有深远意义。

由图 3可以看出，农民消费结构作为反

应变量，受农村金融贡献度与农村金融效率

一个标准差冲击后，也均具有 1 期滞后性，

不同的是农村金融贡献度的冲击在第 2 期

（-0.0023）和第 3期（-0.0012）出现了短暂的

负值，之后均表现为正值，而农村金融效率的

冲击一直处于正值水平，在第 2期达到峰值

（0.011）后回落，于第10期后收敛于0。整体上

看，短期内农村金融贡献度与农村金融效率

的冲击对农民当期消费结构的调整具有一定

积极作用，但这种冲击作用较弱，说明河北省在信贷政策逐

步放宽、担保制度逐步完善的背景下，农民也会慢慢考虑借

助金融手段完成生产计划。同时，农村金融机构为了抢占市

场，应对新型金融机构及互联网金融等的冲击，必然会不断

开拓新的信贷领域，加强对生产性消费信贷领域的支持，进

而在某种程度上推动农民生产性消费增加，但这种促进作用

并不十分明显。

在当期分别给农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自身一个标准

差的冲击后，均会迅速引起各自当期值的显著增加，其中农

民消费水平曲线从第 1 期（0.0561）开始回落，自第 6 期

（0.0028）后缓慢减退，一直保持正向影响；而农民消费结构虽

受自身冲击更大一些，从第1期（0.0705）开始回落，但第6期（-

0.0011）后逐渐显现出微弱的负向影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可能与农民固有的消费结构以及新型的消费理念有关，虽然

短期冲击大大刺激了农民的生产性消费，但由于生活性消费

一般为刚性需求，农民对生活性消费尤其是对奢侈品的欲

望，会随着冲击的减弱重新增强。

在当期分别给农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互相一个标准

差冲击后，波动趋势存在很大的差异。农民消费水平对农民

消费结构冲击的反应具有1期滞后性，并从第2期（-0.0118）

开始一直表现为负向影响，且缓慢减退，直至第 40期后收敛

于 0。这说明短期内河北省农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更多依赖的

仍然是生活性消费，农民消费结构的调整会以农民整体消费

水平增速的放缓为代价，且是一个漫长的调整过程。但农民

消费结构对农民消费水平冲击的反应始终为正，说明农民消

费水平的正向冲击有利于农民消费结构的调整，农民消费水

平的提升会缩小生产性消费与生活性消费之间的差距。

2. 方差分解。方差分解描述的是VAR模型中一个内生

变量预测误差的方差由不同新息冲击影响的比例，反映了未

来一段时期内各新息对某一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表 6为

农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方差分解。

从发展趋势来看，首先，农民消费水平对农民消费结构

的贡献远远大于农民消费结构对农民消费水平的贡献，说明

农村消费结构对农村消费水平的依赖度要大于农村消费水

平对农村消费结构的依赖度。其次，整体上讲，农村金融发展

（包括金融贡献度与金融效率）对农民消费（包括农民消费水

平与农民消费结构）的贡献度较低，说明农村金融的发展还

很不完善，对农民消费的重要作用并未充分发挥。再次，农村

金融发展对农民消费水平的贡献度较之对农民消费结构更

大一些，说明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具有更重

要的推动作用，对消费结构的改善却并没有给予过多的关

注。最后，从农民消费水平、农民消费结构、农村金融贡献度、

农村金融效率对农民消费水平的贡献度来看，在前10期农民

消费水平自身因素的影响最大，农村金融效率因素的影响基

本最低，这可能是由农村存在严重的信贷约束、资金外流现

象严重、回流机制不健全造成的，并且农民“量入为出，勤俭

持家”的消费观念已根深蒂固，所以农村金融效率对农民消

费水平冲击的解释力并不强。从农民消费水平、农民消费结

构、农村金融贡献度、农村金融效率对农民消费结构的贡献

度来看，在前 10期农民消费结构自身因素的影响也最大，且

农村金融贡献度因素最低，这可能是由于目前农村金融贡献

度虽然有所提升，但供给总量依然不足，再加上金融机构内

部机制不健全、业务结构单一、产品针对性差等问题的存在，

对农村消费结构冲击的解释力较弱。

时
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AC的预测方差分解

S.E.

0.056

0.069

0.074

0.077

0.079

0.081

0.083

0.085

0.086

0.087

AC

100.000

90.649

84.680

79.639

75.325

71.704

68.701

66.222

64.172

62.470

SC

0.000

2.960

5.159

7.116

8.841

10.32

11.56

12.60

13.47

14.19

FC

0.000

2.042

4.821

7.698

10.32

12.57

14.45

16.02

17.31

18.38

FE

0.000

4.349

5.340

5.547

5.513

5.404

5.279

5.160

5.053

4.961

SC的预测方差分解

S.E.

0.080

0.093

0.098

0.099

0.100

0.100

0.100

0.100

0.100

0.101

AC

22.248

32.340

36.568

38.204

38.789

38.967

38.996

38.971

38.931

38.888

SC

77.752

66.251

61.319

59.372

58.632

58.349

58.233

58.177

58.143

58.118

FC

0.000

0.061

0.071

0.070

0.091

0.138

0.201

0.271

0.342

0.409

FE

0.000

1.347

2.042

2.354

2.488

2.546

2.570

2.580

2.584

2.586

表 6 AC和SC方差分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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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通过分析河北省农村金融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可以得出

以下三点结论：①Johnson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农民消费结

构、农民消费水平、农村金融贡献度、农村金融效率之间至少

存在两个协整关系，且相互之间均具有Granger因果关系。②
整体上讲，河北省农村金融贡献度与农村金融效率对农民消

费具有推动作用，弹性系数分别为 0.1521与 0.2337，而且脉

冲响应进一步验证了农村金融的冲击会对农民消费水平产

生正向影响，方差分解则说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消费水平

的解释力在逐步提高。③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消费结构的影

响相对复杂，短期和长期关系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脉冲

响应表明农村金融的冲击使农民消费结构响应曲线一直处

于正值水平，即农村金融发展的冲击在短期内会增加农民生

产性消费，但这种冲击力度较弱，且方差分解也进一步说明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消费结构的解释力度不大。而从长期来

看，农村金融贡献度与农村金融效率的提升对农民消费结构

产生了负向影响，更能拉动生活性消费。

（二）政策建议

从金融发展的角度来讲，提升河北省农民消费水平要以

提升农村金融贡献度为主，以提升农村金融效率为辅。从农

民自身角度来讲，还应不断推进农民消费升级，主要从提高

农民收入水平、培养农民新型消费理念、转变农民消费方式

方面做出努力。

1. 提升农村金融贡献度。提升农村金融贡献度主要可以

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①增设农村金融机构。当前，河北省农

村金融机构以政策性的农业发展银行、商业性的农业银行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合作性的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和

农村合作银行为主，应进一步加强诸如新型村镇银行、农村

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的建设和培育，但在

发展过程中应注意业务的规范性、制度建设的可行性和风险

管理的科学性。②拓宽河北省农村金融业务范围。首先，针对

性地向农民提供理财产品，尤其对于较为富裕的农村地区，

由于农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相对较高，理财需求较大，可以

将其逐步发展为理财产品目标客户，满足农民理财消费需

求。其次，发展信用担保业务，既可以是生活性质的，也可以

是生产性质的，如与特定厂商达成协议，就农民日常生活中

需要的大件商品，允许农民分期购买，银行为农民提供信用

担保等。最后，积极发展各类代理结算业务，借助为农户提供

贷款的便利，帮助农户办理各项业务，既可以减少银行存款

的外流，减轻银行的现金压力，获得额外收益，又能够影响农

户消费习惯，改变农户消费倾向。

2. 提升农村金融效率。提升农村金融效率最重要的是完

善信贷体制。必须以细分河北省农村市场需求群体为前提，

抓住不同农民群体的特征，提供差异化的信贷服务。对于较

低收入群体，应充分发挥小额信贷的作用，以保证其消费需

求的顺利实现。但由于小额信贷无抵押品，造成小额信贷风

险较大，因此，应逐步完善农村隐性担保体系，即农民信用体

系建设。对较高收入且有稳定经济来源的群体，可以逐步推

广信用卡服务，因为农民一般需要的资金数额较小却频繁，

申请贷款的手续繁琐，所以为简化贷款流程，降低服务成本，

可根据农民自身的经济条件、信用状况，为其办理不同额度

的信用卡，方便农民消费。另外，应不断创新信贷投放领域，

随着担保体系的逐步完善，信贷政策的逐步放开，应进一步

加大生产性消费信贷投放力度，寻求农村金融机构获利的增

长点。

3. 推进农民消费升级。实现农民消费升级可以从以下三

个方面入手：①增加农民收入是提升农民消费水平的前提，

可以通过加大农村金融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加

强农业科技创新、转变农民收入结构等方式来实现。②培养

农民新型消费理念，可以在农村金融机构的营业大厅增设介

绍科学消费、健康消费的书刊报纸，宣传消费信贷知识，让农

民了解金融的杠杆作用，增强农民通过各种金融工具实现其

财富增值的意识。③转变农民消费方式，借助于互联网金融，

尤其是余额宝、网上银行、小额网贷、网络保险等平台的推

广，多方面引领农民消费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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