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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三农”问题是国家问题的重中之重，而农村金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一环。本文依据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龙江县以及大庆市林甸县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的调研数据，构建熵权 TOPSIS模型，通过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基本情况、金融

市场因素等变量，测定不同县域、不同类型的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指数。研究结果表明，黑龙江省农业规模经

营主体总体金融需求较低，且位于均值以下的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占比更大。不同县域、不同类型的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的

金融需求指数均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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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ee agricultural problems’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of the country, and rural finance is the key to
solve the‘three agricultural problems’. Based on the data of Longjiang County of Qiqihar City and Lindian County
of Daqing City which locate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entropy-weight TOPSIS model, and
determines the financial demand indexes of different counties and different types of agricultural scale operators
through the basic situation of agricultural scale operators, financial market factors and other variab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financial demand of agricultural scale operator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is low, and the pro⁃
portion of agricultural scale operators below the average is larger.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financial de⁃
mand index of different counties and different types of agricultural scale oper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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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是国家问题的重中之重，而农村

金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一环。“十三五”规

划大力强调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国家一号文

件和黑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也多次将农村金融放

在突出位置，并指出金融支持在构建新型农业经

营体系，扶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方面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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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要作用。

黑龙江省是我国的农业大省和重要的商品粮

生产基地。近几年，随着各地“两大平原”现代农

业综合配套改革的不断推进，黑龙江省在发展新

型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和创新金融服务上进行了积

极探索和有益尝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

黑龙江省农村金融体系并不完善，金融体制不健

全，金融体系效率低下，金融供给不足等问题在

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的金融需

求，影响了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健康发展。因此，

对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进行全方位的研

究，将有利于完善黑龙江省的金融支农体系，促

进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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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来源于正规金

融机构及非正规金融机构 [1]。农业规模经营主体

对资金有更多的需求，非正规金融机构及正规金

融机构对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都有正向

的满足作用，但是满足程度不同 [2]。

对于选择何种机构进行信贷获得有不同的观

点。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主要是用于农

业生产经营，其贷款的满足主要是通过民间借贷

的形式来获得 [3-4]，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的存

在，成为正规金融机构的有效补充，对于农业规

模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满足作用远远大于正规金

融机构，缓解了其金融需求的约束，弥补了正规

金融无法满足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对

其规模经营有重要的影响 [5]。一方面，由于正规

金融机构对农业规模经营主体提供贷款服务具有

严苛的约束性，贷款程序复杂、贷款期限有限等

因素使得农业规模经营主体贷款意愿不高。另一

方面，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的借贷需求通过正规金

融机构获得的概率很低，原因在于农业规模经营

主体的资源禀赋及相对信息的薄弱，无法使得正

规金融机构来规避道德风险 [6]。解决农业规模经

营主体金融需求的关键在于通过农村内生制度

（群体信任机制）来替代抵押物，减少供给方的信

息不对称程度来规避风险，解决农业规模经营主

体的资金需求问题 [7]。

也有学者认为，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农业

规模经营主体倾向于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 [8]。由

于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生产的集约化，使得生产性

金融需求意愿很强烈、需求规模更大、时限更长、

依赖程度更高、需求结构更稳定。正规金融机构

对于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的信息获得更为充分，降

低了信贷的风险，避免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发

生的概率，正规金融机构对于农业规模经营主体

的融资提供有效保障 [9-11]。

本文依据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江县以及大

庆市林甸县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的调研数据，构建

熵权 TOPSIS模型，通过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基本情

况、金融市场因素等变量，测定不同县域、不同类

型的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指数，提出相

应的政策建议，以提高金融支农的政策效果，促

进农业规模经营主体更好发展。

1 变量设定

本文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 [12]、依据变量的可

量化性及数据可得性原则，构建农业规模经营主

体金融需求测度指标评价体系，涵盖农业规模经

营主体特征及金融市场情况两个方面 9个指标，

各个指标的指示值如表 1所示。

表1 指标变量及其定义

指标变量

农业规模经营

主体特征

金融市场情况

年龄

文化程度

经营土地总面积

亩均成本

销售收入

土地确权情况

在银行或信用社贷款的难易程度

银行或信用社贷款利率水平

对银行或信用社金融服务的满意程度

指标变量定义

按实际计

小学以下=1；小学=2；初中=3；高中或中专=4；大学及以上=5
按实际计（亩）

按实际计（元 /亩）

按实际计（元）

已全部完成确权=1；已部分完成确权=2；已列入计划=3；
还未听说=4

容易=1；较容易=2；一般=3；较困难=4；很困难=5
很高=1；较高=2；适中=3；较低=4；很低=5

很满意=1；满意=2；一般=3；不满意=4；很不满意=5

指示值

0
1
1
1
0
0

0
1
0

2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江县以及大

庆市林甸县为调研地点，涉及的农业规模经营主

体类型包括种植大户和农业合作社，数据来源于

2016年 7月对样本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的调查，共

收回 500份问卷，但由于部分农业规模经营主体

问卷中有关数据缺失，最终选择 483个农业规模

经营主体作为研究对象。样本具体分布为龙江县

179个种植大户、47个农业合作社，林甸县 222个
种植大户、35个农业合作社。相关变量的统计学

分析如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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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农业规模经营主体金融需求进行测

度，首先对各测度指标赋以相应的权重，运用熵

权法，依据经过无量纲化处理的各指标数据做比

重化变换来求解其权重，具体结果见表 3。

表3 各指标熵权分布

地

区

龙

江

县

龙江县均值

林

甸

县

林甸县均值

类型

种植

大户

农业

合作

社

种植

大户

农业

合作

社

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特征

年龄

0.054 10

0.066 80

0.060 45
0.019 50

0.028 10

0.023 80

文化

程度

0.084 20

0.016 80

0.050 50
0.035 90

0.025 90

0.030 90

经营

土地

总面积

0.100 70

0.185 80

0.143 25
0.272 10

0.132 60

0.202 35

亩均

成本

0.023 40

0.048 80

0.036 10
0.023 70

0.453 00

0.238 35

销售

收入

0.176 50

0.237 80

0.207 15
0.257 90

0.138 10

0.198 00

土地确权

情况

0.382 60

0.238 30

0.310 45
0.245 60

0.138 60

0.192 10

金融市场情况

在银行或

信用社贷

款的难易

程度

0.041 00

0.045 30

0.043 15
0.031 70

0.020 40

0.026 05

银行或信

用社贷款

利率水平

0.088 00

0.083 50

0.085 75
0.071 00

0.035 60

0.053 30

对银行或

信用社金

融服务的

满意程度

0.049 50

0.076 90

0.063 20
0.042 70

0.027 70

0.035 20

表2 样本数据的统计学分析

变量

年龄

文化程度

经营土地总面积

亩均成本

销售收入

确权情况

贷款是否困难

贷款利率水平

金融服务满意程度

最大值

77
5

30 000
163 750
30 000 000

4
5
5
5

最小值

18
1
15
127.5
3 300
1
1
1
1

均值

45.639 8
2.933 7
732.623 0
977.980 0

784 412.535 2
1.770 2
3.908 9
2.536 2
2.995 9

中位数

46
1
120
639
88 300
1
4
3
3

由表 3可以看出，龙江县种植大户金融需求

测度指标熵权分布由高到低依次为土地确权情

况、销售收入、经营土地总面积、银行或信用社贷

款利率水平、文化程度、年龄、银行或信用社金融

服务满意程度、在银行或信用社贷款的难易程

度、亩均成本。龙江县农业合作社金融需求测度

指标熵权分布由高到低依次为土地确权情况、销

售收入、经营土地总面积、银行或信用社贷款利

率水平、银行或信用社金融服务满意程度、年龄、

亩均成本、在银行或信用社贷款的难易程度、文

化程度。龙江县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测

度指标熵权均值分布由高到低依次为土地确权情

况、销售收入、经营土地总面积、银行或信用社贷

款利率水平、银行或信用社金融服务满意程度、

年龄、文化程度、在银行或信用社贷款的难易程

度、亩均成本。

林甸县种植大户金融需求测度指标熵权分布

由高到低依次为经营土地总面积、销售收入、土

地确权情况、银行或信用社贷款利率水平、银行

或信用社金融服务满意程度、文化程度、在银行

或信用社贷款的难易程度、亩均成本、年龄。林

甸县农业合作社金融需求测度指标熵权分布由高

到低依次为亩均成本、土地确权情况、销售收入、

经营土地总面积、银行或信用社贷款利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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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银行或信用社金融服务满意程度、文化程

度、在银行或信用社贷款的难易程度。

林甸县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测度指

标熵权均值分布由高到低依次为亩均成本、经营

土地总面积、销售收入、土地确权情况、银行或信

用社贷款利率水平、银行或信用社金融服务满意

程度、文化程度、在银行或信用社贷款的难易程

度、年龄。

3 农业规模经营主体金融需求测度

根据各测度指标的熵权值，运用 TOPSIS法，

求解不同农业规模经营主体金融需求测度。结果

显示，483个农业规模经营主体样本金融需求均

值为 0.235 167。金融需求最高的农业规模经营

主体位于龙江县，达到 0.761 5，金融需求最低的

农业规模经营主体位于林甸县，只有 0.039，极值

之差达到 0.722 5，说明农业规模经营主体之间的

金融需求差距较大。高于均值的农业规模经营主

体有 155个，占样本总体 32.09%；低于均值的有

328个，占样本总体 67.91%，说明黑龙江省农业规

模经营主体总体金融需求较低，且均值以下的农

业规模经营主体占比更大。483个样本中，金融

需求指数在 0.200以下的有 304个；金融需求指数

介于 0.200～0.300 的有 45 个；金融需求指数在

0.300～0.400的有 54个；金融需求指数在 0.400～
0.500的有 11个；金融需求指数在 0.500以上的有

69个，这 69个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具有较高融资能

力（融资能力指数高于 0.500），占样本总体

14.29%。
对各县域的不同类型农业规模经营主体金融

需求指数求均值得到县域的总体情况，见表 4。
龙江县种植大户的金融需求指数为 0.472 2，农业

合作社的金融需求指数为 0.301 0；该县种植大户

的金融需求高于农业合作社的金融需求；林甸县

种植大户的金融需求指数为 0.393 0，农业合作社

的金融需求指数为 0.489 0；该县合作社的金融需

求高于种植大户的金融需求。龙江县农业规模经

营主体金融需求的均值为 0.386 6，林甸县农业规

模经营主体金融需求的均值为 0.441 0，说明从整

体上看林甸县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高于

龙江县。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黑龙江省农业规模经营主体总体金融需

求较低，样本总体金融需求均值为 0.235 167，均
值以下的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占比为 67.91%。具

有较高融资能力的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的数量不

多。样本区域之间金融需求差异大，龙江县的农

业规模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远高于林甸县。

（2）从样本区域来看，龙江县农业规模经营主

体的金融需求测度指标熵权均值最高的指标为土

地确权情况，最低的为亩均成本。其中，种植大

户和农业合作社金融需求测度指标熵权最高的为

土地确权情况，种植大户金融需求测度指标熵权

最低的为亩均成本，农业合作社金融需求测度指

标熵权最低的指标为文化程度。林甸县农业规模

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测度指标熵权均值最高的指

标为亩均成本，最低的指标为年龄。其中，种植

大户金融需求测度指标熵权最高的指标为经营土

地总面积，最低的指标为年龄；农业合作社金融

需求测度指标熵权最高的为亩均成本指标，最低

的指标为在银行或信用社贷款的难易程度。

（3）从各县域来看，龙江县种植大户的金融需

求高于农业合作社；林甸县合作社的金融需求高

于种植大户。从整体上看，林甸县农业规模经营

主体的金融需求高于龙江县。

4.2 建议

随着经营规模扩大，规模经营主体对资金需

求也不断提高，为了保障正常生产经营，规模经

营主体需要向金融机构以及非正规机构寻求资金

支持来满足金融需求。因此，金融支持在保障规

模经营主体扩大规模经营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具体建议如下。

4.2.1 建立新的与季节性有关的金融服务

需要金融机构建立新的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金

融服务，包括与农作物生产周期密切相关的季节

性贷款等，大规模区域性贷款等，以及解决农业

规模经营主体迅速投入生产资料的快速审批手续

等，以解决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季节性资金缺口。

4.2.2 完善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合法化进程

表4 各地区不同类型的农业规模经营主体金融需求

地区

龙江县

龙江县均值

林甸县

林甸县均值

类型

种植大户

农业合作社

种植大户

农业合作社

农业规模经营主体

金融需求指数

0.472 2
0.301 0
0.386 6
0.393 0
0.489 0
0.44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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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非正规金融机构在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金融需求方面有一定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农村

金融体制改革要赋予非正规金融机构一定的重要

地位，推进其合法化进程，对其发展定位要给予

必要的政策支持。另外，随着未来农村熟人社会

的变迁，正规金融机构降低了农户贷款的门槛，

在扩大信贷供给的服务时，要审视非正规金融机

构存在的可行性及必要性。

4.2.3 加快农户征信体系建设

构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对于每一个农户进

行信用征集及备案，便于正规金融机构进行贷款

农户的信用识别，减少信息不对称引致的道德风

险及逆向选择问题。通过宣传等手段扩大农户建

立信用档案的范围及比例，并且需要定期更新农

户诚信档案，做到信息真实准确，降低农户与正

规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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