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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依赖、正规信贷约束对农户适度规模经营意愿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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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耕地细碎化等诸多问题引发了农业规模不经济，探析资本依赖程度与正规信贷约束对农户适度规模经营

意愿的影响，为进一步完善土地规模经营政策提供决策依据。基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北、湖南、安徽和江西等

四个水稻主产省份 906 户种稻农户样本数据，采用产出最大化目标下的 D-G 生产函数测算适度经营规模，识别

尚未达到最适经营规模的农户作为研究对象，并运用二元 Logistic 模型方法定量分析资本依赖、正规信贷约束

对其适度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长江中游水稻生产的适度经营规模区间为 13.33~20 hm2，达到最适

经营规模的农户数量占比不足 20%。资本依赖程度对农户适度规模经营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其中转入耕地比重、

投入机械原值等指标对农户适度规模经营意愿均具有正向影响；雇佣劳动力比重对农户适度规模经营意愿并未

产生显著影响。正规信贷约束的影响方面，受到需求型信贷约束的农户，愿意扩大经营规模以实现适度规模经

营的可能性更高。据此，应加快培养适度规模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提高政策实施精确度，创新各类金

融机构支农服务，提高农户金融市场参与率。

关键词：资本依赖；正规信贷约束；水稻生产；农户意愿；适度规模经营

中图分类号：F3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275（2023）00-0000-00
The effects of capital dependence and formal credit constraint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operate on a moderate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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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 diseconomies of scale are caused by various problems such as cropland fragmentation.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capital dependence and formal credit constraint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scale up 
management, and to provide a policy basis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land scale management. Based on a sample data  
of 906 rice farmers in main producing areas, including Hubei, Hunan, Anhui, and Jiangxi province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this paper estimated the appropriate operation scale by the D-G production function under the output 
maximization objective and 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capital dependence and formal credit constraint on their moderate  
scale operation intention by the binary Logistic model. Results show that the appropriate scale range of rice produc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was 13.33~20 hm2, and the number of farmers reaching the optimal scale accounted  
for less than 20%. The degree of capital dependenc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farmers’ intention of moderate operation scale,  
among which, the proportion of transferred farmland and the original value of machinery purchased, which represent 
the degree of capital dependence,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operate at a moderate scale. The 
proportion of employed labor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willingness to operate at a moderate scale. In terms of the 
impact of formal credit constraint, farmers constrained by demand-type credit were more likely to be willing to expand 
their business scale. Therefore, most farmers can increase the output rate by expanding the scale of land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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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细碎化等诸多问题引发了农业规模不经

济，推进农地流转以促进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逐渐受

到重视 [1]。中共中央、国务院多次明确“适度规模

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应有之义，鼓励从实际出

发以多种形式开展适度规模经营，而粮食生产的适

度规模经营更是我国优化土地配置、农业生产率提

升和粮食安全保障的必由之路 [2]。第三次全国农业

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小农户数量占农业经营主体总

数 98% 以上，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的

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 70%。

由此，作为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核心组成部分，

农户的规模化经营意愿是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

根本保证 [3]。在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过程中，农业

逐步从小农时期的劳动密集型转变为现代农业的资

金密集型，生产经营主体的资本依赖程度逐步加深，

其自有资金最终难以满足生产规模扩张的需求，通

过正规信贷或其他途径融资成为必然选择。故对于

适度规模经营而言，在有效识别尚未达到最适经营

规模的经营主体基础上，探析资本依赖与正规信贷

约束程度对农户适度规模经营意愿的实质性影响，

对提高政策工具精准度与有效性、推进农业高质量

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现有文献多从“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关注

农业资本要素对农户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一方面，

随着规模化经营发展，农业生产经营对资本的依赖

程度不断加深，资本积累与深化已成为当前条件下

农业增长的重要动力 [4-5]，资本要素对农业规模经济

的影响明显大于劳动要素和土地要素 [6]。规模化经

营农户对物质资本的依赖较强 [7-8]，维持或进一步

扩大经营规模对农户的融资能力提出了要求 [9]。另

一方面，资本依赖下农户资金短缺的发生概率增加，

外部借贷需求上升。因缺乏有效抵押担保，小农户

普遍受到正规金融机构信贷约束 [10-11]，显著抑制了

农户增收 [12-13]，其中受需求型信贷约束更强 [14]。农

户面临正规信贷约束时，申贷失败或放弃申贷导致

其无法满足扩大经营规模所需的资金，尤其是对资

金依赖度较高的农户来说，扩大经营规模的意愿可

能会大大降低，信贷约束对种粮大户扩大农地规模

的决策有明显影响 [15]。对于资金需求小和资金依赖

度低的小农户而言，面临正规信贷约束可能促进其

转向非正规渠道进行融资 [16-17]。资本依赖下正规信

贷约束对农户扩大经营规模意愿的影响仍然存疑，

缺乏统一框架下的影响研究。

已有研究关注到作为“理性人”的农户做出扩

大经营规模的决策时，会综合考虑自身禀赋条件与

社会经济环境，确定农地的适度规模 [18]，但在探究

资本依赖与信贷约束如何共同影响农户适度规模经

营意愿的研究方面，仍存有可拓展空间。一是识别

农户最适经营规模并针对未达到最适经营规模的农

户分析成因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前提，已有研究

探讨农户规模经营意愿时缺乏对农户最适经营规模

的考虑 ；二是部分文献从信贷约束角度分析对农户

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但未从信贷约束的来源与成

因差异对其进行精准度量，且采用单一指标并不能

全面考察信贷约束对农户规模经营意愿的系统性影

响 ；三是资本依赖度高与信贷需求难以有效满足之

间的矛盾是信贷约束抑制农户扩大规模的深层次原

因，已有成果却较少考虑资本依赖与正规信贷约束

对规模化经营意愿的联合影响。

鉴于此，本文利用湖北、湖南、安徽和江西等

四个代表性粮食主产省份 906 份农户调研数据，首

先采用 D-G 生产函数构建水稻生产的农户投入产出

模型，测算样本农户适度经营规模面积，从而识别

出经营规模尚未达到最优的农户作为研究对象 ；随

后使用二元 Logistic 模型分析资本依赖和正规信贷

约束对农户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意愿的影响机制，

并运用 LPM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采用倾向得分

匹配法（PSM）来解决样本自选择性偏差导致的内

生性问题。通过探讨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过程中农户

的资本约束问题解决之道，为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

体制改革、促进适度规模经营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1  理论分析

1.1  资本依赖程度与适度规模经营意愿

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导致农户非自有生产要素的

投入增加 [19]，农户资本依赖程度随之上升。多种农

产品生产中，粮食生产更具有资本密集度高的生产

特征 [20]，规模农户的粮食生产更是需要大量的资本

投入。不同农户拥有的劳动力、土地、农业机械等

要素禀赋各不相同，资本投入在总投入中所占比重

Among them, farmers with greater capital dependence and stronger demand-oriented credit constraint are more willing 
to operate at a moderate scal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peed up the cultivation of a new type of agricultural 
operation subject with appropriate scale, to improve the precision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to innovate various kind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support agriculture, and to increase the participation rate of farmers in the financial market.
Key words ：capital dependence; formal credit constraint; rice production; farmers’ willingness; moderate scale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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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所不同，导致农户对资本依赖程度存在较大差

异。资本依赖度越高的农户资本成本（即固定成本）

越高，继而总成本越高，利润空间越小，经营风险

越大。为追求更大收益，农户往往倾向通过适度规

模经营增加其产出，以尽可能地降低其边际成本，

获取规模效益。生产投入中资本的增加有利于提高

农地利用效率 [21]，物质资本投入较多的农户收益预

期会更高 [22]，扩大生产规模意愿更强。此外，据路

径依赖理论，当前经济系统结构和形成路径会在一

定程度上锁定在过去的结构和路径 [23]。即资本依赖

可能使农户惯性地自我强化这一选择，转入更多土

地以提高规模效益，在追加资本投入的过程中形成

更高度资本依赖，进而继续提升适度规模经营意愿。

1.2  正规信贷约束与适度规模经营意愿

农村金融市场发展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逆向

选择问题 [24]，导致金融供给对农户需求的满足程

度始终不高，许多农户依然面临不同程度的信贷约 
束 [25]。根据“无信心借款人”理论，由于金融机构

信贷甄别机制不健全，借款人接受道德市场信号有

偏差，可能过高估计信贷成本，误认为自己无法成

功贷款而放弃获取信贷的努力。但适度规模经营需

扩大土地规模意味着土地租金等固定资本投入的显

著增加，还有雇工、农药、化肥和种子等流动资本

的追加，资本要素需求增加必然带来更强烈的信贷

约束。

正规信贷约束按照成因可分为供给型信贷约束

和需求型信贷约束。供给型信贷约束是由农村金融

机构面对农村金融业务的高风险与高成本，理性选

择减少信贷供给而造成的 [26]。需求型信贷约束则是

农户由于自身的认知偏差和规避风险心理等因素而

选择主动压抑自身信贷需求的行为 [27]。若市场只存

在正规信贷，则农户面临正规信贷约束后其适度规

模意愿受到资本要素不足的约束而被抑制。当农户

受到供给型信贷约束时，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

信贷失败，导致其资金需求无法被及时满足，可能

会抑制其适度规模经营的意愿 ；当农户面临需求型

信贷约束时，其主动减少了正规金融市场参与行为，

无法从正规渠道获取满足生产扩张的资金时，扩大

生产规模以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的意愿会被抑制。然

而，在实际生产经营实践中，除了通过正规渠道获

取资金，有资金需求的农户还能够通过非正规渠道

进行融资 [28]，或通过储蓄实现资本积累进行相对缓

慢的生产扩张，这一现象在农村地区广泛存在，甚

至导致部分非正规信贷对正规信贷的挤出 [29]。在此

现实背景下，正规信贷约束是否会对农户的适度规

模经营意愿产生负面影响有待实证考察。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产出最大化下的适度规模经营面积测度方法

为测算农户生产水稻的适度规模经营面积，基

于 D-G 生产函数构建水稻生产的农户投入产出模

型，基础表达式为 ：

 δββα HKKALQ ⋅⋅⋅= 21
21 （1）

将 D-G 生产函数等式两边对数化处理简化为

线性模型，为比较分析不同规模组别水稻种植户产

出水平的差异，参照罗丹等 [30] 的研究在产量模型

中纳入规模组别的虚拟变量，进一步纳入农户个体

特征、地理特征和种植模式等其他可能影响水稻产 
量的因素（表 1），建立农户水稻生产的投入产出模

型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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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 表示个体农户，Qi 是农户生产水稻的总产

量的对数，Li 为农户劳动力投入，K1 为农户农资资

本投入，K2 为农户要素资本投入，Hi 为农户经营耕

地面积，Fi 为个体特征变量集，RGN 为反映地区特

征的一组虚拟变量，m 为所有地区数量，SCL 为代

表耕地规模组别的一组虚拟变量，n 为所有规模组

别数量。

2.2  模型选择

由于农户适度规模经营意愿为二元变量，本文

选择适用性广泛的二元 Logistic 模型作为计量模型。

具体模型设定为 ： 

（3）

式中：Yi 表示农户适度规模经营意愿，为虚拟变量，

若愿意则取值 Yi=1，否则为 0 ；Ki 表示农户水稻生

产的资本依赖，用转入耕地比重、雇佣劳动力比重

和投入机械原值三个指标进行测量 ；CREi 表示正

规信贷约束，具体分为供给信贷约束和需求信贷约 
束 ；Ci 为控制变量 ；k 为个体特征变量个数 ；l 为地

区个数。

2.3  变量选取与设定

1）被解释变量。以农户适度规模经营意愿为

被解释变量，若农户愿意转入土地以达到最适经营

规模，赋值为 1，否则为 0。
2）核心解释变量。以资本依赖和正规信贷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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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为核心解释变量。具体来看，农户的资本依赖用

转入耕地比重、雇佣劳动力比重和投入机械原值三

个指标来表征。正规信贷约束分为供给型信贷约束

和需求型信贷约束，皆为虚拟变量。

3）控制变量。参考相关文献 [31-33]，选取家庭

农业收入比重、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土地确权及

土地证颁发、土地细碎化程度和是否为平原地区作

为控制变量（表 2）。
2.4  数据来源

所用数据来源于 2017 年在长江中游粮食主产

区中以水稻生产为主的湖北、湖南、安徽和江西 4
个省的入户问卷调查。在每个省的粮食生产先进县

中按照地理相对位置分别选择区位差异较大的 3 个

县。按照分层抽样方法，每个县随机抽取 3 个乡镇，

每个乡镇随机选取 15 户种粮大户和 15 户普通农户，

采取入户问卷调查。本次调研问卷共发放 1 080 份，

最终回收 1 009 份，其中湖北省 266 份，湖南省 270
份，安徽省 237 份，江西省 236 份，剔除无效问卷

共得有效样本 906 份。

3  结果与分析

3.1  产出最大化下的适度规模经营分析

表 3 报告了不同经营规模组别的样本数及产出

水平，其中产量为不同规模组别内样本农户单位面

积产量的平均值。观察不同规模组别样本农户的平

均产量可以发现，13.33~20 hm2 规模组农户的水稻

产量最高，为 12.21 t/hm2 ；6.67~13.33 hm2 规模组农

户产量居其次，为 11.89 t/hm2 ；0.33 hm2 以下规模

组农户的产量最低，为 9.12 t/hm2。说明水稻种植户

的单产水平与经营面积呈倒 U 型关系，在当前生产

水平下存在最适经营规模。

表 4 为产出最大化下水稻投入产出模型估计结

表 2　规模不经济农户扩大规模意愿的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Table 2　Variable selec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cale-up willingness of farmers with diseconomy in scale
维度 变量 变量解释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适度规模经营意愿 是否愿意继续转入土地以适度经营规模，是 =1，否 =0 0.48 0.50

资本依赖

转入耕地比重 转入耕地地面积 /（转入耕地 + 自有耕地） 0.52 0.41

雇佣劳动力比重 雇佣劳动力 /（雇佣劳动力 + 自有劳动力） 0.28 0.32

投入机械原值 购买机械原值 / 耕地面积（万元 /hm2） 0.53 2.51

正规信贷约束
供给型信贷约束 是否曾向银行申请贷款被拒绝，是 =1，否 =0 0.07 0.25

需求型信贷约束
是否因为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利息率高或贷款成功率小等原因而
放弃申贷，是 =1，否 =0

0.21 0.41

控制变量

家庭农业收入比重 去年农业收入 / 去年家庭总收入 0.62 0.36

家庭农业劳动力数 家庭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数量（人） 1.94 0.64

是否颁发土地证 本村是否已完成土地确权并颁发土地证，是 =1，否 =0 0.51 0.50

土地细碎化程度 耕地总面积 / 耕地总块数（hm2/ 块） 0.55 1.03

是否平原地区 是 =1，否 =0 0.53 0.50

表 1　产出最大化下适度经营规模面积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Table 1　Selec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area variable for moderate business size under output maximization

变量性质 变量 变量解释 均值 标准差

产出 总产量 每户去年水稻总产量（t） 91.71 14.88 

投入

劳动力投入 每户雇佣劳动力与自有劳动力之和（工） 397.27 957.20 

农资资本投入 每户机械服务、灌溉用电、种子、农药、化肥与农膜等费用之和（万元） 7.98 15.66 

要素资本投入 每户土地租金和雇佣劳动力费用之和（万元） 7.22 14.79 

经营耕地面积 每户转入耕地与自有耕地之和（hm2） 8.19 13.65 

个体特征

年龄 年龄（岁） 53.97 8.53 

受教育程度 未上过学 =1，小学 =2，初中 =3，高中 / 中专 =4，大专及以上 =5 2.69 0.91 

是否兼业 是 =1，否 =0 0.34 0.47 

是否村干部 是 =1，否 =0 0.13 0.34 

是否返乡务农人员 是 =1，否 =0 0.19 0.40 

是否种植双季稻 是 =1，否 =0 0.42 0.49 

是否种植再生稻 是 =1，否 =0 0.07 0.26 

地区分组 地区虚拟变量 安徽，湖南，江西，湖北 ；以湖北为参照项

规模分组 耕地规模虚拟变量
耕地规模（hm2）：<0.33，[0.33, 0.67)，[0.67, 1.33)，[1.33, 3.33)，[3.33, 6.67)，
[6.67, 13.33)，[13.33, 20)，≥ 20 ；以 <0.33 为参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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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本文重点关注的是规模组别虚拟变量的系数显

著性，以在 0.33 hm2 以下的规模组农户为参照项，

0.33~0.67 hm2、6.67~13.33 hm2 和 13.33~20 hm2 规

模组农户的水稻产量较参照组有显著提高。其中，

13.33~20 hm2 规模组农户的水稻产量显著高于其他

组别。故基于样本数据，本文认为农户水稻生产最

适经营规模为 13.33~20 hm2。此结果与表 3 的观察

结果一致，并与倪国华和蔡昉 [34] 的测算结果相近。

进一步地，从样本数据中筛选出耕地规模在 13.33 
hm2 以下的农户样本共 708 份，占比 78.15%，说明

目前大多数农户耕地经营规模还在最适经营规模区

间以下，现阶段推动我国适度规模经营的主要方向

仍然应该是扩大农户生产经营面积。

从生产要素贡献来看，耕地对水稻的产出弹性

系数为正且其值最大，说明耕地仍是粮食生产中最

重要的生产要素，这一估算结果与既往采用调查数

据的实证研究结论相似 [30, 33]。农资资本投入对水稻

产出的弹性系数仅次于耕地，表明当前农户的生产

经营越来越依赖农药、化肥和农机等现代农业生产

资料的资本投入。

3.2  资本依赖对农户适度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分析

表 5 中模型 1 和模型 3 报告了农户资本依赖对

其适度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转入耕地比重对于农

户追求适度规模经营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结合田野调查实际，转入耕地

比重较高的农户通常是专业生产者，其收入来源主

要是农业收入，受地租、劳动力和农资等生产要素

成本上涨的冲击，其单位收益降低进而影响其家庭

收入。为维持其收入水平不变甚至实现增收，转入

耕地比重较高的农户倾向于进一步扩大经营面积来

获取规模收益。转入耕地比重较低的农户则倾向转

出土地，获得土地租金并转向非农就业。

投入机械原值对农户适度规模经营意愿有显著

正向影响，且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投入机械原

值反映了农户相对其经营规模所购入的机械数量和

规格，投入机械原值越多，说明农户掌握的先进农

业机械和在相对水平上更多，而适度规模经营有利

于实现机械对劳动力的有效替代和先进农业技术应

用。故农户的投入机械原值越多，适度规模经营的

概率更大。

雇佣劳动力比重对适度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并

未产生显著的影响，可能的原因是目前农户进行农

表 3　不同经营规模组别的样本数及产出水平
Table 3　Sample size and output levels for sample farmers 

of different business sizes
规模组别（hm2） 样本数 产量（t/hm2）

<0.33 107 9.12

[0.33, 0.67) 91 10.63

[0.67, 1.33) 123 10.05

[1.33, 3.33) 147 9.99

[3.33, 6.67) 102 10.07

[6.67, 13.33) 138 11.89

[13.33, 20) 82 12.21

≥ 20 116 11.11

总体 906 10.60

表 4　水稻产出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4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rice output model

变量 系数 标准误差 T 值

劳动力投入 0.039 1*** 0.010 2 3.83

农资投入 0.423 9*** 0.020 4 20.82

要素资本投入 0.024 3*** 0.004 2 5.84

经营耕地面积 0.502 4*** 0.039 4 12.75

[0.33, 0.67) 0.135 7*** 0.049 5 2.74

[0.67, 1.33) 0.067 3 0.063 8 1.05

[1.33, 3.33) 0.081 3 0.088 0 0.92

[3.33, 6.67) 0.132 8 0.114 8 1.16

[6.67, 13.33) 0.231 2* 0.138 0 1.67

[13.33, 20) 0.273 0* 0.158 4 1.72

≥ 20 0.143 4 0.179 4 0.80

个体特征 已控制

地区特征 已控制

N 906

F 值 1 524.49

Prob > F <0.001

Adj R-squared 0.974

注：*，**，*** 分别表示系数在 10%，5%，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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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大多以自家劳动力为主，兼用生产性短期雇

工，雇佣劳动更多是为了增加自身休闲时间 [35]。同

时，雇佣劳动力的增加会引发道德风险，并导致技

术效率损失 [36]。故农户对雇佣劳动的使用十分谨

慎，雇佣劳动比重对农户适度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

较小。

3.3  正规信贷约束对农户适度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

分析

表 5 中模型 2 和模型 3 报告了正规信贷约束对

农户适度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在两次回归中，需

求型信贷约束均对农户适度规模经营意愿表现出显

著正向影响，且在 5% 的水平显著。说明感知自身

受到需求型信贷约束的农户，适度规模经营的发生

概率更高。可能原因在于农村金融机构对农业生产

经营性借贷的信贷配给长期短缺，农户大多形成了

从亲戚、朋友等非正规渠道借贷的习惯，农村地区

因此衍生出一套相对完善的非正规信贷体系。当农

户具有信贷需求时，会比较两个信贷体系之间的成

本，对需求型信贷约束的感知实际上是正规信贷体

系成本较高的体现。

另外，供给型信贷约束对农户适度规模经营意

愿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当前农村金融市

场的农户参与率低，即便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被

拒绝，也不足以直接影响农户的适度规模经营决策。

此外，农户受限于自身的知识水平和信息获取量，

普遍对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有一定认知偏差，向正

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比例较低。在样本数据中，

向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提出信贷申请并被拒绝的样

本农户仅占样本总量的 7%，且样本间差异并不太

明显，供给型信贷约束对农户适度规模经营意愿的

影响非常小。其他变量中，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

比重对农户适度规模经营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而处于平原地区的农户追求适度规模经营的可能性

更高。

采用线性概率模型（LPM）形式估计资本依赖

度、正规信贷约束对农户适度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

与本文建立的二元 Logistic 模型进行对比。使用稳

健标准误法 LPM 模型进行估计，既可修正异方差，

又能使模型显著性结果更稳健。与模型 3 结果对比，

LPM 模型各自变量的系数方向符号和显著性都是

一致的（表 5），说明回归结果较稳健，模型设定较 
合理。

3.4  内生性检验分析

农户面临需求型信贷约束不是一个随机行为，

而是农户根据自身经济条件和信贷资源做出的反

应，是样本自选择的结果。即农户是否受到需求型

信贷约束不是外生变量，而是虚拟内生变量。故本

文采用当前较常用的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来解

决样本自选择性偏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通过构建

反事实框架将非随机数据近似随机化 [37]，对前文

回归结果进行检验。进一步运用最近邻域匹配法

（Nearest-neighbor matching）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后，

需求型信贷约束匹配前和匹配后的结果见表 6。
由结果可知，匹配后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为

0.160，在 5%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受到需求型

信贷约束的农户追求适度规模经营的概率比没有受

到需求型信贷约束的农户的概率高 0.160 左右。进

一步对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做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

匹配后的倾向得分模型的各指标基本通过了平衡性

检验，其他特征变量匹配后的偏误比例大多小于

表 5　资本依赖度、正规信贷约束对农户适度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
Table 5　Impacts of capital dependence and credit constraint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operate at a moderate scale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LPM 模型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转入耕地比重 0.994*** 3.49 0.979*** 3.42 0.210*** 3.38

雇佣劳动力比重 0.284 0.91 0.234 0.74 0.048 0.71

投入机械原值 0.057* 1.76 0.055* 1.67 0.011* 1.65

供给型信贷约束 0.022 0.06 0.099 0.27 0.025 0.30

需求型信贷约束 0.547** 2.39 0.474** 2.06 0.099** 2.04

常数项 1.486* 1.78 2.004** 2.48 1.388* 1.66 0.762*** 4.4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个体特征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特征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N 708 708 708 708

LR chi2 141.38 131.09 146.86 12.04

Prob > chi2 <0.001 <0.001 <0.001 <0.001

Pseudo R2 0.144 0.134 0.150 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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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且偏误降低的比例显著。由此可见，倾向得

分匹配的结果较为可靠，表明面临需求型信贷约束

的农户追求适度规模经营的概率更高。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研究表明，从产出水平最大化的角度，目前大

多数农户的耕地经营规模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需结

合地方实际，帮助有条件、有技术和有意愿的农户

进一步扩大耕地经营规模。在资本依赖影响方面，

土地和机械投入对适度规模经营意愿有正向影响，

需继续完善农业补贴政策，提高政策精准性，增强

农户加大土地和机械等生产要素的投入能力。正规

信贷中仅需求型信贷约束对农户的适度规模经营产

生显著正向影响，而供给型信贷约束影响并不明显。

故金融机构需要强化服务对象潜在需求的识别，降

低信贷交易成本，提高正规信贷的竞争力，进一步

增强农户的融资能力。

当前研究为改善农户的资本依赖和正规信贷约

束，进一步推动适度规模经营提供了思路借鉴。但

本文在传导路径中，仅对农户的正规信贷约束进行

研究，而对非正规信贷对农户适度规模经营意愿的

影响关注不足。在正规信贷长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

非正规信贷对农户生产决策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

因此，未来还需扩大研究范畴，不断丰富研究内容

与结论，为增强农户融资能力以实现适度规模经营，

为推进农业增质提效、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理论参考。

4.2  政策建议

1）推进农业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加强培育

经营主体技术素养，科学优化其生产规模经营决策。

过度分散的小规模经营已经不适应现阶段的粮食生

产，但同样一味扩大种植规模并不一定能带来更多

的粮食增产增效，如何推广及扩大多少经营规模需

视具体情况与综合因素而定。针对不同生产经营种

类、技术结构类型和资源禀赋特征，结合农户主观

意愿，加强最适经营规模宣传与针对性指导，提高

农户生产效率与效益。

2）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缓解农户资本依

赖压力，提高政策实施精准度。为提高资本回报率，

已转入较多土地、购买了大量农业机械的农户，更

愿意追求适度规模经营以降低长期平均成本。故政

府应准确评估农户的生产性资产特征，识别真正愿

意适度规模经营的农户，出台具有针对性的鼓励与

扶持政策。此外，继续推进土地确权工作，鼓励并

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赋予农民更稳定的土地承包

经营权。

3）创新各类金融机构支农服务，有效缓解农

户正规信贷约束，提高其金融市场参与度。目前我

国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户生产性借贷需求的信贷配给

失衡，具有贷款需求的农户大多主动放弃向商业银

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申贷，而这部分农户恰恰具较强

的适度规模经营意愿。农村金融机构可创新抵押模

式，如探索“保险 + 农地抵押”等模式，开发多层

次的担保贷款产品。向普通农户普及金融知识，提

高农户金融业务办理便利度，实现传统农户向新型

经营主体的平稳转变。
参考文献 ：

[1]　罗必良 . 要素交易、契约匹配及其组织化——“绿能模式”

对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路径选择的启示 [J]. 开放时代 , 2020(3): 
133-156, 9.

 Luo B L. Factor transaction, contract matching and its 
organization: The enlightenment of “green energy model”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modern agriculture in China[J]. Open Times, 
2020(3): 33-156, 9. 

[2] 蔡昉 , 王美艳 . 从穷人经济到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对中

国农业提出的挑战 [J]. 经济研究 , 2016, 51(5): 14-26.
 Cai F, Wang M Y. Challenges facing China’s agriculture as it 

moves towards a new development stage[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6, 51(5): 14-26.

[3] 李存贵 . 基于 Logistic 模型的农户土地规模经营意愿分析 [J]. 
统计与决策 , 2020, 36(2): 97-100.

 Li C G. Analysis of farmer’s land scale management willingness 
based on logistic model[J]. Statistics and Decision, 2020, 36(2): 
97-100.

[4] 李谷成 , 范丽霞 , 冯中朝 . 资本积累、制度变迁与农业增长——

对 1978~2011 年中国农业增长与资本存量的实证估计 [J]. 管
理世界 , 2014(5): 67-79, 92.

 Li G C, Fan L X, Feng Z C. The capital accumulation,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the agricultural growth: An estimation, 
made by the real case, of China’s agricultural growth and capital 
stock from 1978 to 2011[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4(5): 67-79, 92.

[5] 汪中华 , 尹妮 . 农业技术进步偏向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 
响 [J]. 农业现代化研究，2022, 43(6): 1029-1041.

 Wang Z H, Yin N. The effects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ical 

表 6　倾向得分匹配结果
Table 6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results

因变量 匹配类型 处理组 控制组 差异（ATT） 标准差 差异的 T 值

扩大规模意愿
匹配前 0.633 0.437 0.196*** 0.045 4.32

匹配后 0.633 0.473 0.160** 0.068 2.34



农业现代化研究 第 43 卷8

progress bias on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grain[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2, 43(6): 1029-1041.

[6] 史修艺 , 王颜齐 . 农业规模经济的市场力量效应研究——基于

黑龙江、吉林和山东的分析 [J]. 农业现代化研究 , 2021, 42(1): 
94-102.

 Shi X Y, Wang Y Q. The market power effect of agricultural 
scale economi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Heilongjiang, Jilin and 
Shandong provinces[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1, 42(1): 94-102.

[7] 李欣怡 , 赵翠萍 . 粮食安全视角下种粮大户借贷问题及对策研

究——基于河南省 27 个种粮大户的分析 [J]. 地域研究与开发 , 
2019, 38(5): 131-135, 147.

 Li X Y, Zhao C P. Loan problem and countermeasure of large-
scale grain-production househol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od 
security based on the data of tracking 27 large grain-growing 
families in Henan Province[J].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9, 38(5): 67-79, 92.

[8] 张露 , 罗必良 . 规模经济抑或分工经济——来自农业家庭经营

绩效的证据 [J]. 农业技术经济 , 2021 (2): 4-17.
 Zhang L, Luo B L. Economies of scale or division of labor 

economy: Evidence from household operation performance in 
agriculture[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21(2): 4-17.

[9] 黄祖辉 , 胡伟斌 .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十大重点 [J]. 农业经济

问题 , 2022(7): 15-24.
 Huang Z H, Hu W B. Ten key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2(7): 15-24.
[10] Kochar A.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rationing constraints 

in rural credit markets in Indi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7, 53(2): 339-371.

[11] Aggelopoulos S, Mamalis S, Soutsas K. Farmer’s satisfaction with 
agricultural credit: The case of Greece[J]. Food Economics - Acta 
Agriculturae Scandinavica, Section C, 2011, 8(4): 233-242.

[12] 郑旭媛 , 周凌晨诺 , 林庆林 . 要素约束与风险分散诉求下种

粮大户生产方式转型逻辑与效果 [J]. 资源科学 , 2022, 44(9): 
1835-1847.

 Zheng X Y, Zhou L C N, Lin Q L. Logic and effect of production 
method transition of large grain growers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factors and demands of risk diversification[J]. Resources Science, 
2022, 44(9): 1835-1847.

[13] 张乐柱 , 许兰壮 , 伍茜蓉 . 正规信贷约束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异

质性研究 [J]. 经济与管理评论 , 2022, 38(5): 63-71.
 Zhang L Z, Xu L Z, Wu Q R. Heterogeneity research of the effect 

of formal credit constraints on farmer’s income[J]. Review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2022, 38(5): 63-71.

[14] 曾小龙 . 农村弱势群体正规借贷行为影响因素的异质性研 
究 [J]. 世界农业 , 2020(10): 71-81, 104.

 Zeng X L. A study on the heterogeneity of formal borrowing 
behavior’s influential factors among rural vulnerable groups[J]. 
World Agriculture, 2020(10): 71-81, 104.

[15] 陈志刚 , 章颖 . 农村金融发展促进了我国农业规模化经营

吗——基于全国两大家庭农场示范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J]. 
农业经济问题 , 2022(5): 83-97.

 Chen Z G. Zhang Y. Has rural finance promoted the agriculture 
large-scale opera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two 

national family farm demonstration bases[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2(5): 83-97. 

[16] 贺立龙 , 黄科 . 信贷扶贫的精准性 : 农户视角的实证考察 [J]. 
现代经济探讨 , 2017(6): 85-94, 115.

 He L L, Huang K. The accurac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by credit: 
An empirical study in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households[J]. 
Modern Economic Research, 2017(6): 85-94, 115.

[17] 刘莎 , 刘明 . 家庭借贷、经营规模与农户土地经营意愿——基

于小农户、中农户和大农户分化视角 [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 
2021, 30(8): 1969-1981.

 Liu S, Liu M. Household borrowing, land scale and farmers 
willingness of land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differentiation 
perspective of small scale farmers, medium scale farmers and 
large scale farmers[J].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21, 30(8): 1969-1981.

[18] 李文明 , 罗丹 , 陈洁 , 等 .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 规模效益、产

出水平与生产成本——基于1552个水稻种植户的调查数据 [J]. 
中国农村经济 , 2015(3): 4-17, 43.

 Li W M, Luo D, Chen J, et al. Optimal operating scale of 
farmland: Effects of scale, yield and production costs[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5(3): 4-17, 43.

[19] 任健华 , 雷宏振 . 数字普惠金融、资本深化与农业全要素生产

率 [J]. 社会科学家 , 2022(6): 86-95.
 Ren J H, Lei H Z.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capital deepening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agriculture[J]. Social Scientist, 
2022(6): 86-95.

[20] 罗明忠 , 刘恺 . 农业生产的专业化与横向分工 : 比较与分析 [J]. 
财贸研究 , 2015, 26(2): 9-17.

 Luo M Z, Liu K. Specialization and horizontal divis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mparison and analysis[J]. Finance and 
Trade Research, 2015, 26(2): 9-17.

[21] 王丽英 , 雷鹏程 , 刘晏彤 . 要素投入、经营规模对农地利用效

率的影响——基于四川省 418 户农户调查数据 [J]. 农村经济 , 
2017(7): 39-44.

 Wang L Y, Lei P C, Liu Y T. Effect of factor input and operation 
scale on farmland use efficiency: Based on survey data of 418 
farmers in Sichuan Province[J]. Rural Economy, 2017(7): 39-44.

[22] Schöll R, Binder C R. Comparison of farmers’ mental models 
of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A case study of pesticide use[J]. 
Futures, 2010, 42(6): 593-603.

[23] Arthur W B. 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89, 
99(1): 116-131.

[24] Stiglitz J E, Weiss A.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1, 71(3): 
393-410.

[25] 黄宇虹 , 樊纲治 . 土地经营权出租对农户非农创业质量的影

响——基于劳动力迁移和信贷约束的视角 [J]. 宏观质量研究 , 
2021, 9(2): 114-128.

 Huang Y H, Fan G Z. The effect of renting out farmlands on 
the quality of rural households’ off-farm entrepreneurship: An 
analysis of labor migration and credit constraints[J]. Journal of 
Macro-quality Research, 2021, 9(2): 114-128.

[26] 梁杰 , 高强 . 不同规模农户信贷约束类型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



闵锐等：资本依赖、正规信贷约束对农户适度规模经营意愿影响研究第  期 9

析——基于 720 个农户微观调查数据 [J]. 暨南学报 ( 哲学社会

科学版 ), 2020, 42(6): 108-120.
 Liang J, Gao Q.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typ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redit constraints of different sizes’ rural households: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micro survey data of 720 farmers[J]. 
Jinan Journal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 2020, 42(6): 108-
120.

[27] 魏昊 , 夏英 . 金融知识匮乏视角下农户信贷认知偏差与背

离——基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下的异质性分析 [J]. 农业技

术经济 , 2022(6): 94-108.
 Wei H, Xia Y. Farmer’s credit cognitive bias and devi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nancial literacy deficit based on heterogeneity 
analysis under unbalance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22(6): 94-108.

[28] 杨盼盼 , 刘晨 . 金融科技、家庭信贷约束与财富积累——基于中 
国家庭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J]. 金融监管研究 , 2021(8): 49-65.

 Yang P P, Liu C. Fintech, household borrowing constraints and 
wealth accumul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micro data of 
Chinese households[J]. Financial Regulation Research, 2021(8): 
49-65.

[29] 殷浩栋 , 汪三贵 , 王彩玲 . 农户非正规金融信贷与正规金融信

贷的替代效应——基于资本禀赋和交易成本的再审视 [J]. 经
济与管理研究 , 2017, 38(9): 64-73.

 Yin H D, Wang S G, Wang C L. The substitution effect of 
farmer’s informal financial credit and formal financial credit: Re-
examination based on capital endowment and transaction cost[J].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7, 38(9): 64-73.

[30] 罗丹 , 李文明 , 陈洁 . 粮食生产经营的适度规模 : 产出与效益

二维视角 [J]. 管理世界 , 2017(1): 78-88.
 Luo D, Li W M, Chen J. Moderate scale of grain production 

management: Based on two-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of output 
and benefit[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7(1): 78-88.

[31] 文龙娇 , 李录堂 . 农地流转公积金制度设想初探——基于农户

农地流转意愿视角 [J]. 中国农村观察 , 2015(4): 2-15, 95.
 Wen L J, Li L T. Tentative study on provident fund system of rural 

land transf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 willingness to 
transfer agricultural land[J]. China Rural Survey, 2015(4): 2-15, 95.

[32] 程令国 , 张晔 , 刘志彪 . 农地确权促进了中国农村土地的流转

吗 ?[J]. 管理世界 , 2016(1): 88-98.
 Cheng L G, Zhang Y, Liu Z B. Does land titling promote land 

transferring?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6(1): 88-98.

[33] Wan G H, Cheng E J. Effects of land fragmentation and returns to 
scale in the Chinese farming sector[J]. Applied Economics, 2001, 
33(2): 183-194.

[34] 倪国华 , 蔡昉 . 农户究竟需要多大的农地经营规模 ?——农地

经营规模决策图谱研究 [J]. 经济研究 , 2015, 50(3): 159-171.
 Ni G H, Cai F. What is the proper land management scale really 

needed by farmers?[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5, 50(3): 
159-171.

[35] 陈义媛 . 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的兴起与农业经营主体分化的

再思考——以水稻生产为例 [J]. 开放时代 , 2013(4): 137-156.
 Chen Y Y. The rise of capitalistic household farms and a reflection 

o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agricultural subjects: With rice production 
as an example[J]. Open Times, 2013(4): 137-156.

[36] 张士云 , 李博伟 . 种粮大户社会资本、雇佣劳动与生产效率关

系研究——基于道德风险的视角 [J]. 农业技术经济 , 2020(4): 
66-78.

 Zhang S Y, Li B W. Social capital, employment and production 
efficienc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 hazard[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20(4): 66-78.

[37] Rosenbaum P R, Rubin D B.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propensity 
score in observational studies for causal effects[J]. Biometrika, 
1983, 70(1): 41-55.

（责任编辑 ：童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