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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农村建设离不开金融支持。在农村金融竞争不充分,金融服务质量不高,存在农村金融资金大量

外流的背景下,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成为新农村建设中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农村金融生态是将金融学和

生态学有机结合,以生态学的方法和成果研究农村金融问题,为研究农村金融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把具有

代表性的中部农业大省安徽省的农村金融生态作为个案进行研究,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我国的农村金融生态质

量,进而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有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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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constructionofnewcountrysidecannotbeseparatedfromtheruralfinancialsup-
port.Underthebackgroundofincompleteruralfinancialcompetition,lowfinancialenvironmentandout-
flowofruralcapitalfromruralareas,itisverycrucialtoseekthesolutiontotheaboveproblems.The
ruralfinancialenvironmentcombinesfinanceandecologytogetherandanalyzesfinancialproblemswith
themethodsofecologyaswellasitsachievements,whichprovidesnewviewpointforstudyingrural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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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China,willhaveacompleteanalysisonChina'sruralfinancialenvironmentandfurtherprovideef-
fectivesupportfortheconstructionofnewcountry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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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新农村建设所需金融服务与现实的

金融服务供给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解决好农村金

融发展及服务农村建设的问题,将有效地加快我国

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构建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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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2005年中共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时间新农村建设便成了专家学者们探讨的热门话

题,一些学者倡导向国外学习,改善农村居民的居住

环境,兴修村际公路,建设农村居民集中居住点;一
些学者开始研究农业产业化经营,认为大力推广农

业产业化经营可以有效促进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同
时还有一些学者把注意力投向了中国的农村金融制

度,引用麦金农等人的金融抑制理论证明我国农村

地区存在着巨大的金融抑制,认为我国的农村地区

资金供给不足造成了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加大

资金投入是促进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诚然,改
善农村居住环境,调整农村产业结构都是新农村建

设重要环节,都可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
这些环节都需要农村经济的大力发展,都需要资金

的支持。因此,研究农村金融的状态对于建设新农

村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1]。
国内外学者对于金融状态的研究的处理更多是

理解为金融生态。所谓的金融生态是金融生态主体

与金融生态环境之间相互影响、彼此依存、共同发展

的动态平衡系统。其中金融生态主体是指金融产品

和服务的供给者,包括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金融生

态环境是由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消费者,以及经

济、社会、法治、诚信、政府公共服务等构成的金融主

体运行的外部环境。对于农村金融状态的研究是个

新的话题,鲜有学者对我国的农村金融生态进行研

究。本文将农村金融生态界定为农村各类金融活动

主体之间、金融活动主体与其外部生存环境之间通

过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互依赖的动态平衡系统。针

对金融生态环境的特点以及农村经济金融及农村社

会发展的特点,在衡量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时就需要

合理选择指标,才能更好地反映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质量,以实际的结果分析新农村建设应采取的措施。
本文选择安徽省作为研究对象,其理由是:作为

传统的农业大省,安徽省的农村金融现状具有普遍

的代表性。同时,作为中部的安徽省从内部来看,具
有东部、中部和西部农村金融特征的样本,如安徽省

的较发达的沿江地区的马鞍山、芜湖等地市和我国

的东部农村金融生态有相似之处,安徽省两江地区

的合肥、巢湖等地市就是典型的中部代表,而安徽省

欠发达北部的阜阳、淮北等地的农村金融生态和我

国的西部具有很好的相似性。因此,以安徽省为截

面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地区代表性,其研究成果不

仅可以为安徽省优化农村金融生态提供参考,也可

以为我国其他省区优化农村金融生态提供借鉴。

  二、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体系

1.评价指标框架

结合安徽省的特点,本文建立以下分层指标体

系:第一层是目标层,是对综合下面各因素基础上对

金融生态环境的总体描述。第二层是准则层,是对

金融生态环境指标体系的细化,用来衡量各因素的

作用。这层指标的确定是根据主成分分析,把相关

性较大的指标合成在一起集中反映成几个具有代表

性的因子,见表1。第三层是指标层,是具体反映各

因素的指标,其中数据来源于各年和各地区的《统计

年鉴》和《金融年鉴》[2]。
表1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金融发展
农村居民人均存款余额(元)

人均农业贷款余额(元)

经济基础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

人均农村地区生产总值(元)
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法治环境 执行案件结案率(%)

政府公共服务

人均财政支农支出(元)
乡村电话用户普及率(%)

通汽车村比比率(%)

社会诚信
信用村占村庄总数的比重(%)
农村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

  2.数据选取及处理方法

本文将定量分析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安徽省

17个地市农村区域内部的层面的2006年数据分

析。二是分析安徽省农村2002-2006年时间序列

上的金融生态环境发展状况。三是对安徽省与其他

省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进行对比分析。在数据处

理方面,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方法。

  三、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实证分析

1.安徽省十七地市金融生态环境对比分析

首先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原始数据作标准化处

理的用以衡量社会诚信度的不良贷款率指标是逆指

标,要先将其趋同化处理,然后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

计算,求其相关系数矩阵、特征向量等。过程如下:
(1)各变量均值、标准差的结果分析,见表2、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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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标准化数据(原始数据的标准化)

表3  标准化数据的均值和方差

  (2)对总体方差的解释。表4为各变量的特征

值、相邻两个特征值间的差、每个特征值所解释的方

差的比率和累计比率。通过表4可以看出前5个主

成分的累计贡献率为87.57%,大于统计上85%的

要求,可见在本文分析中只需要选择前5个主成分

就够了。
表4 相关矩阵的特征值

特征值 相邻差 比率 累计比率

6.19261 4.25552 0.5161 0.5161
1.93709 0.99101 0.1614 0.6775
0.94608 0.165312 0.0788 0.7563
0.780767 0.128934 0.0651 0.8214
0.651834 0.11367 0.0543 0.8757
0.538164 0.163948 0.0448 0.9205
0.374216 0.064924 0.0312 0.9517
0.309292 0.151644 0.0258 0.9775
0.157648 0.091455 0.0131 0.9906
0.066194 0.027299 0.0055 0.9962
0.038894 0.031685 0.0032 0.9994
0.007209 . 0.0006 1.0000

  (3)取得特征值以后,我们进行分析,得到特征

向量见表5。

表5 特征向量矩阵

主成分1 主成分2 主成分3 主成分4 主成分5
X1 0.369944 0.044567 0.30966 -0.19564 -0.05666
X2 0.301823 -0.12231 0.29243 -0.31956 0.475191
X3 0.357252 -0.20512 0.106275 -0.12411 -0.28499
X4 0.24995 -0.43805 0.183588 0.014793 -0.00956
X5 0.385327 0.070211 -0.23315 -0.10185 -0.00652
X6 0.096378 0.553048 0.126048 -0.00432 -0.269
X7 0.359669 -0.09749 -0.05045 0.016939 -0.03067
X8 0.281627 -0.04352 0.286271 -0.15579 -0.4658
X9 0.245607 -0.12901 0.109109 0.588123 0.422034
X10 0.155462 0.402763 -0.17487 -0.37963 0.462985
X11 0.214444 0.482752 -0.13956 0.452675 0.004326
X12 0.291584 0.122458 -0.22811 0.505159 -0.08289

  (4)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可以求出各主成分,表达

式分别为:

F1=0.3669944X1+0.301823X2+ … +
0.214444X11+0.291584X12

F2=0.044567 X1 -0.12231 X2 + … +
0.482852X11+0.122458X12

F3=0.30966X1+0.29243X2+…-0.13956
X11-0.22811X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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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 -0.19564X1-0.31956X2 + … +
0.452675X11+0.505159X12

F5=-0.05666X1+0.475191X2+…+
0.004326X11-0.08289X12

从各主成分的构成来看,第三、四、五、七项指标

在第一主成分中的影响较大,因此,第一主成份代表

了经济基础和金融发展规模的发展水平。第六项指

标在第二主成分中的影响较大,因此,第二主成份代

表了社会执法环境水平。第一、二项指标在第三主

成分中的影响较大,所以第三主成分代表了当地金

融机构的规模水平。第十一、十二项指标在第四主

成分中的影响较大,因此,第四主成分代表了社会诚

信水平。第九、十指标在第五主成分中的影响较大,
所以第五主成分代表了当地政府公共服务的完善程

度。通过公式11的计算,可以得出安徽省十七地市

农村前五个主成分的各自得分,其结果见表6。
(5)求综合评价结果。利用公式12,以各主成

分所能解释方差的比率为权重系数,可以求出各地

市农村主成分的综合得分,利用所得到的主成分综

合得分,可以对安徽省十七地市农村的金融发展情

况进行排名,以评价分析各地市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在安徽省的相对地位,总得分及地市排名见表6。
表6 主成分得分及地市排名

地市 主成份1 主成份2 主成份3 主成份4 主成份5 总得分 总得分排名

合肥 0.81855 0.67745 0.20784 1.367 -0.43905 0.613323162 4
淮北 -0.41086 1.19602 -0.02954 -1.08336 0.25141 -0.07821014 7
毫州 -0.8214 0.69151 0.31052 -0.03558 -0.34383 -0.30883208 14
宿州 -0.8627 1.57059 0.22268 0.33361 0.21671 -0.1407137 8
蚌埠 -0.66734 0.62642 -0.78003 1.36263 0.55582 -0.18588811 9
阜阳 -1.24677 -1.04406 -1.43088 -0.06567 -0.99206 -0.9828666 17
淮南 -0.35416 -0.00155 -0.95696 -2.58315 -0.83058 -0.47170415 16
滁州 -0.36228 -0.54181 0.93476 0.28247 -0.28062 -0.19761062 10
六安 -0.73582 1.10231 -0.06816 0.34955 -0.29822 -0.20065252 11

马鞍山 2.43649 -0.47936 0.17867 0.14501 -0.41317 1.181188001 1
巢湖 -0.21415 -0.07431 0.86051 0.78918 -0.17862 -0.01303171 6
芜湖 1.32424 0.49963 1.33012 -0.62135 -1.91819 0.7242864 3
宣城 0.03204 -0.4122 0.83736 -0.18601 1.57169 0.089224248 5
铜陵 1.73084 0.69726 -2.10848 -0.23381 1.73515 0.918673678 2
池州 -0.195 -1.36623 0.96987 -1.30163 1.27447 -0.26025566 13
安庆 -0.41228 -1.23029 0.90461 0.42504 1.14838 -0.25003611 12
黄山 -0.05941 -1.91137 -1.38289 1.05609 -1.05929 -0.43689634 15

  从表6看,马鞍山市农村金融生态之所以能够

排在全省第一位,是因为马鞍山市农村的经济基础

比较好,多项指标居于全省的首位。良好的经济基

础增强了本市农村的支付能力和偿债能力,为良好

金融生态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当然,执法环境水平

还不是很高。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马鞍山市要进

一步改善包括执法环境在内的一切有待改进的因

素,使农村各方面得到和谐稳定的发展,创造农村良

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排名居于末尾的阜阳市、淮南

市以及黄山市的农村,是因为这些地市的农村无论

市在经济基础还是在经济基础方面,还是在法治环

境、社会诚信方面,发展水平还相对比较落后,还需

要改进。
层次地市名称1马鞍山、铜陵、芜湖、合肥2宿

州、六安、毫州、蚌埠、淮北3池州、安庆、滁州、宣城、
巢湖4阜阳、黄山、淮南从表7看,通过聚类分析所

得到的结果与用主成分分析所得到的结果基本吻

合。两种分析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安徽省十七地市

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进行了分析评价,分析的结果

基本一致,比较客观地评价了安徽省十七地市农村

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相对发展状况。
表7 安徽省十七地市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聚类分析结果

层次 地市名称

1 马鞍山、铜陵、芜湖、合肥

2 宿州、六安、毫州、蚌埠、淮北

3 池州、安庆、滁州、宣城、巢湖

4 阜阳、黄山、淮南

  2.安徽省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动态评价

在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后,本文选择安徽省2002
-2006年五年的数据,对安徽省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的总体情况进行分析金融生态发展趋势。同样,所
采用的分析方法也是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1)各变量均值、标准差的结果分析,见表8、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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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安徽省2002-2006年标准化数据

年份 农村人均存款余额 人均农业贷款余额 人均纯收入 纯收入增长率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执行案件结案率

2002 -1.168031 -1.24992 -0.979313 -0.498045 -1.056474 -0.793998
2003 -0.692091 -0.6755255 -0.951846 -1.141786 -0.960159 -0.802654
2004 -0.064746 0.01790125 0.0787985 1.3826318 0.1832457 -0.392758
2005 0.5751571 0.66944627 0.4713497 -0.373162 0.5647528 0.4505016
2006 1.34971 1.23809797 1.3807892 0.6303612 1.2686343 1.5388768

年份 人均财政支农支出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乡村电话普及率 通汽车村比率 信用村占村庄比率 不良贷款率

2002 -1.683659 -1.3615744 -1.082934 -1.289841 -1.303534 -1.442638
2003 -0.131888 -0.6407522 -0.730639 -0.837664 -0.684372 -0.434913
2004 0.4245918 0.24939502 -0.107183 0.5618109 0.0961678 0.0223126
2005 0.6844459 0.6147698 0.492786 0.5668632 0.8157794 0.8636075
2006 0.706509 1.13816172 1.4279692 0.9988311 1.0759593 0.9916306

表9 安徽省2002-2006年标准化数据的均值和方差

农村人均存款余额 人均农业贷款余额 人均纯收入 纯收入增长率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执行案件结案率

均值(mean) -2E-10 4E-10 -4.43E-05 -4E-10 6E-10 -6.24E-06
标注差(std) 1.000000 1.000000 1.000003 1.000000 1.000000 1.000005

人均财政支农支出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乡村电话普及率 通汽车村比率 信用村占村庄比率 不良贷款率

均值(mean) -2.22E-17 -4E-10 1.6E-09 -1E-09 4.441E-17 -6E-09
标注差(std)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2)对总体方差的解释。表10为各变量的特

征值、相邻两个特征值间的差、每个特征值所解释的

方差的比率和累计比率。表11为每个变量的特征

向量。通过特征值矩阵中各主成分解释的方差比率

来看,第一主成分所解释的方差贡献率已经达到了

88.90%,所以此处选择第一主成分就够了。
表10 安徽省2002-2006年样本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矩阵

特征值 相邻差 比率 累计比率

10.66842 9.8486835 0.8890000 0.8890000
0.819741 0.3371125 0.0683000 0.9573000
0.482629 0.4534238 0.0402000 0.9976000
0.029205 . 0.0024000 1.0000000

表11安徽省2002-2006年指标变量的特征向量

主成分1 主成分2 主成分3 主成分4
x1 0.303121 -0.112646 -0.128704 0.216063
x2 0.304843 -0.102108 -0.00823 -0.022505
x3 0.30015 0.046602 -0.276723 -0.070681
x4 0.173234 0.909706 -0.04003 0.152493
x5 0.303044 0.073223 -0.159618 -0.349469
x6 0.281715 -0.186115 -0.505235 0.243091
x7 0.270887 -0.065177 0.654691 0.48268
x8 0.304597 -0.000039 0.142669 0.1122
x9 0.300289 -0.101404 -0.231559 0.355091
x10 0.297875 0.204927 0.183535 -0.304931
x11 0.3029 -0.095176 0.118739 -0.488245
x12 0.295093 -0.20387 0.27216 -0.200784

  (3)主成分得分的计算。以特征向量为权重,
就可以求出第一主成分的得分,因为选择了一个主

成分,所以第一主成分得分就是研究样本主成分的

综合得分,通过计算得到,2002-2006年安徽省农

村金 融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的 主 成 分 得 分 分 别 为:

-1.24298、-0.75063、0.17015、0.59541、1.22804
(其计算过程与十七地市分析中的第4、5步类似),
从得分情况来看,安徽省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质量从

2002年-2006年是逐步递增的,也就是逐年改善

的。

3.安徽省与其他各省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比较

分析

在对安徽省各地市进行对比分析和对安徽省进

行趋势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选择包括浙江、江苏、上
海在内的几个东部发达省份,江西、湖北、湖南等中

部省份,重庆、广西等西部省份以及辽宁、黑龙江为

代表的东北省份,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进行省域间

的对比分析,了解安徽省农村金融生态的相对发展

状况以及与其他省份相比存在的优势和不足,以更

加全面地评价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评价。
(1)标 准 化 数 据 及 描 述 统 计 量。利 用 公 式

,i=1,┉,n,k=1,┉,p对14个

省份的12各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不

一致的影响,同时在标准化的时候需要注意,不良贷

款率是逆向指标,要相对其进行趋势化处理,转化为

正项指标。表11是利用SAS9.0计算出的结果。
(2)对总体方差的解释。表12为各变量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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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值、相邻两个特征值间的差、每个特征值所解释的

方差的比率和累计比率。表13为每个变量的特征

向量。通过特征值矩阵中各主成分解释的方差比率

来看,前四个主成分所解释的方差累计贡献率已经

达到了91.27%,超过了统计上85%的要求,所以此

处选择前四个主成分进行分析。
表12 标准化数据及均值方差矩阵

  (3)主成分得分的计算。以特征向量为权重,就
可以求出第一主成分、第二主成分、第三主成分和第

四主成分的得分,得分见表13。
从表14看,结果显示,安徽省在十四个省份中

排名第11位,与排名居前位的几个发达省份相比,
得分相差比较大,说明安徽省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与其他省份相比还处于发展比较差的状态存在若干

需要加以改进的因素。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1.结论

本章分三个层面对安徽省的农村金融生态进行

表13 特征值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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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各省主成分得分及综合排名

了分析,可以看到:各地市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发展参

差不齐,但整体上是呈现上升趋势的。同时,安徽省

农村的金融生态环境还相对比较差。
同时,通过分析,本文选择安徽省作为个案分析

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安徽省从内部来看,具有我国

东部、中部和西部农村金融特征的样本,如安徽省的

较发达的沿江地区的马鞍山和芜湖等地市和我国的

东部农村金融生态有相似之处,安徽省两江地区的

合肥、巢湖等地市就是典型的我国中部代表,而安徽

省欠发达北部的阜阳、淮北等地的农村金融生态和我

国的西部具有很好的相似性。因此,以安徽省为截面

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地区代表性,其研究成果可以为

安徽省和其他地区优化农村金融生态提供参考。
当然,在整个分析中,存在很多欠缺,文章未能

很好地区分技术层面和制度层面[3]。

2.政策建议

针对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目前状态,本文

提出以下改进的建议:一是加大对农村金融生态环

境建设的宣传力度。二是加快农村金融发展,健全

农村金融体系。三是努力改善法治环境。四是加强

社会信用体系和信用文化建设。在这里,作为经济

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应该侧重于制度建设;在西部,
更多的是技术层面,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在中部,要
两者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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