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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银行业结构与中小企业生成

———基于中国县域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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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创新这一重要的研究背景,运用中国2006-2010年1694个县(市)的面板

数据,对农村银行业市场结构与中小企业生成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银行业集中度的下降有利

于中小企业的生成,并且随着农村金融的发展,加速了中小企业的生成。稳健性检验结果也支持了这一结论。

为推动中国县域经济的增长,提出了降低农村银行业市场集中度,促进中小企业生成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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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已经成为拉动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点。目前,中
国绝大多数中小企业设立在县域内,随着新农村建

设的推进,中小企业正日益成为促进中国农村经济

结构调整、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伴

随农村经济快速增长和产业快速升级,中小企业数

量将会快速增长。但与之不相称的是,目前农村金

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十分有限,“融资难”
已经成为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最重要的障碍因素[1]。

2007年以来,中国启动了新一轮农村金融体系改

革,逐步放宽了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标准,推进农村

金融组织创新,提高了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强度,降低

了农村金融市场集中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

地区的融资环境[2]。那么,当前的农村银行业结构

是否促进了中小企业的生成? 在当前国家推动县域

经济增长的背景下,探讨农村银行业市场结构与中

小企业生成的关系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国内外学者关于银行竞争对中小企业生成影响

的理论研究表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小金融机构

的增加促进了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进而有利于中

小企业的生成。如Cestone等通过分析发现随着银

行竞争度的下降,银行没有动力为新借款者开发新

的金融放贷产品,因此高度集中的银行业市场结构

制约了新企业的生成[3]。林毅夫等提出了“最优金

融结构”理论,其认为在考虑到风险分散和信息不对

称后,不同规模的银行形成不同的专业分工,即大银

行主要向大企业提供贷款而小银行主要向中小企业

贷款[4]。雷震等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后认为中国

的国有银行倾向于向国有企业贷款,而具有更强的

民营性质的中小银行,由于受到国有银行的排挤,无
法向国有企业的放贷,进而可能选择更多地向中小

企业放贷,从而有利于中小企业的生成[1]。
对于银行业市场结构与中小企业生成之间关系

的经验研究,现有文献研究都表明银行集中度的下

降有利 于 企 业 的 生 成。Beck等 利 用63个 国 家

1960-1997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金融市场竞争

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中小企业的生成[5]。Cetorelli等

基于美国放松银行业地域管制的背景,研究发现银

行业竞争变得更为激烈后,促进了中小企业的生

成[6]。Bertrand等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的法国放

松银行业管制对中小企业生成的影响,研究发现对

银行依赖程度越高的产业,新企业的产生越迅速[7]。

Love等基于53个国家企业层面的混合面板数据的

实证研究发现,使用Lerner指数度量的银行业集中

度和企业贷款的获取成显著的负相关,而以 H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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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CR3度量的银行集中度和企业贷款的获取不相

关,并且金融深化程度的提高和征信业的发达能够

减轻由于银行集中度高对企业贷款获取带来的不利

影响,但是国有银行比重高会加重这种不利影响[8]。
限于数据的可得性,目前国内关于银行业市场

结构与中小企业生成之间关系的研究比较少,雷震

等首次对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与中小企业生成之间

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中小银行的市场份额上升有

利于中小企业的生成[1],其度量银行业结构的指标

是四大国有银行之外的其他银行的贷款余额占各省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重。相对这一指标,赫芬达

尔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index,HHI)同时

涵盖了所有银行的数量及市场份额差异程度的信

息,弥补了使用其他指标的不足,但是 HHI要求计

算出每家银行所占的市场份额,对数据的需求量非

常大。其后的学者如董晓林等实证分析了农村金融

市场集中度对农村中小企业信贷可获性的影响,结
果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9]。

农村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变化以及中国农村银行

业特有的地区差异,为检验农村银行业结构变化对

中小企业生成的影响提供了天然的试验数据。本文

基于中国银监会农村金融图集相关数据,采用回归分

析和稳健性检验,试图回答中国农村中小银行的市场

份额上升是否真的促进了中小企业的生成的问题。

  一、变量、模型与数据

  1.变量的选择

(1)分析变量。在有关银行业结构与中小企业

生成关系的实证研究中,选择哪个指标来度量银行

业结构将会关系到研究结论。考虑到数据的可得

性,现有文献主要采用CRn(最大规模的n家银行的

资产占所有银行总资产的比例)对银行集中度进行

度量。而HHI同时涵盖了所有银行的数量及市场

份额差异程度的信息,弥补了以往文献使用CRn的

不足。HHI指数要求提供市场上每一家银行的贷

款数据,导致对数据的需求量非常大,而本文使用的

中国银监会农村金融图集比较详细地提供了每家银

行的贷款数据,使得本文能够比较详细计算出全国

县域银行集中度。HHI指数用一个地区内任一银

行的市场份额的平方和来计算,计算公式为:

HHIk=∑
n

j=1
(Dj,k/∑

n

j=1
Dj,k)2 (1)

式(1)中,Dj,k表示第j家银行在第k 个县(市)

的分支机构所发放的贷款。HHI数值越接近于0
表示农村银行集中度越低;HHI越趋近于1表示农

村银行集中程度越高。当 HHI=0或1时,说明此

时的农村银行业结构为完全竞争或是完全垄断的。
考虑到贷款对中小企业生成影响更直接和重要,本
文银行结构用贷款集中度(HHI)来表示。

(2)控制变量。本文控制变量包括农村金融发

展规模(fd),其度量指标为各县全部银行贷款余额

与GDP的比例,表明各县域单位产出对银行贷款的

依赖,用以反映融资渠道的单一程度。县域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对数(lnVindustry),以及文献已

经识别出的影响中小企业生成的主要因素:劳动力

的对数(lnL)、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对数(lnI)。
控制变量的选取主要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

论所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变量,现有的文献在

研究银行业结构与中小企业生成的时候是选择这一

模型中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1]。

2.模型设定

国内外文献的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都表明,西
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小金融机构的增加促进了市

场竞争程度的提高,进而有利于中小企业的生成。
本文提出如下待检验理论假说:在中国,农村银行业

集中度的下降有利于中小企业的生成。模型设立的

主要目的是考察农村银行业结构的地区差异对中小

企业生成的影响。参考雷震等[1]的回归模型,考虑

到数据可得性并结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建立以

下实证模型:
log(yi,t)=α0+α1HHIi,t+βxi,t+λi,t+υi,t (2)

log(yi,t)=α0+α1CR3i,t+βxi,t+ HHI×fd+λi,t+υi,t
(3)

式(2)、式(3)中,y表示中小企业数;HHI表示

农村银行业结构,x表示其他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县

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对数(lnVindustry)、劳
动力的对数(lnL)、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对数

(lnI)、农村金融发展规模(fd);CR3表示行业集中度

指数;λi,t为不同地区不可观测的异质性所产生的固

定效应,用于控制各地区的差异;υi,t为模型的随机

扰动项;α、β为系数。

3.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07-2011年《中国县(市)社
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银监会官方网站中农村金融

图集收集的2006-2010年各个县市的银行类和经济

类统计数据及国研网县级经济数据。剔除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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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数据不合格的样本县(市),本文最终选取了1694
个县(市)的8470家银行作为本文的样本数据。

在计算农村银行业市场结构(HHI)指标时,本
文用中国县域内不同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和贷款

的市场结构来衡量,本文中银行及银行类金融机构

包括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农信社(农村商业银行或农村合作银行)、
其他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和其他金融机构,其中中

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3家银行是

加总后的数据,但是这不影响本文的研究,可以看作

是一家大型的商业银行,其它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

数据详细,因此,本文计算出的农村银行业集中度是

可靠和详细的。徐忠等对银行市场类型进行了划

分:寡占型的市场(HHI值大于0.18),适度集中的

市场(HHI值介于0.1和0.18之间),低集中度的

市场(HHI值低于0.1)[10]。2006-2010年中国农

村银行业结构一直属于寡占型。本文各变量的统计

学描述见表1。
表1 各个变量的统计学描述

变量 平均 中位数 众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y 2.935 2.926 2.555 0.595 0.301 5.071

CR3 0.776 0.833 1.000 0.207 0.000 1.000

HHI 0.432 0.387 1.000 0.156 0.201 1.000

fd 0.466 0.396 0.000 0.308 0.000 6.068

lnL 5.261 5.301 5.025 0.373 3.211 6.070

lnVindustry 5.499 5.541 5.809 0.759 1.783 7.707

lnI 5.282 5.301 3.322 0.497 2.535 6.699

  二、回归分析

  1.多重共线性检验

为了避免各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出现的多重

共线性,本文使用 Klein法则进行判别。首先对

各解释变量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进行了测定,见
表2。

根据Klein法则来判断多重共线性,该法则认

为如果回归模型中的多重决定系数R2如果小于2
个变量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则可以判定

二者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经过模型测算,
表2中第7列的多重决定系数为0.361,分别小于

lnI与lnVindustry、fd 与lnVindustry、fd 与lnI之间的简

单相关系数的绝对值0.566、0.395、0.384。可以判

断以上两两变量之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其他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表2 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变量 CR3 HHI fd lnL lnI lnVindustry

CR3 1

HHI -0.242 1
fd -0.349 0.122 1
lnL 0.039 -0.046 -0.093 1
lnI 0.542 -0.114 -0.384 -0.054 1
lnVindustry 0.603 -0.083 -0.395 -0.043 0.566 1

  2.回归结果

根据基本计量模型,本文使用Eviews6.0软

件,以中小企业生成的数量为被解释变量对样本期

为2006-2010年的县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然后

使用HAUSMAN检验表3中的模型是适用固定效

应估计还是随机效应估计。在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

的基础上,本文依次加入了解释变量,得到了模型

(1)~(6),模型(7)是检验农村银行业结构与农村金

融发展的交互项对中小企业生成的影响。检验结果

显示模型(1)~(7)都在1%的统计水平上拒绝随机

效应估计,接受7个模型都采用固定效应估计。由

于使用的数据是宽截面、短序列面板数据,可能会存

在异方差性。本文进行了 White异方差检验,并使

用了PCSE对异方差进行了修正。考虑到本文的样

本时期比较短,没有检验序列相关性。回归结果如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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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农村银行业结构与中小企业生成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HHI -0.531*** -0.533*** -0.458*** -0.419*** -0.456*** -0.425*** -0.404***

(-43.408) (-43.431) (-38.880) (-37.197) (-40.051) (-38.045) (-31.456)

fd -0.004 0.023 0.048*** 0.034* 0.047*** 0.114***

(-0.171) (1.197) (2.696) (1.912) (2.674) (4.327)

lnL 0.704*** 0.415*** 0.490*** 0.381*** 0.381***

(32.210) (18.500) (22.805) (17.154) (17.221)

lnVindustry 0.274*** 0.207*** 0.204***

(24.684) (15.552) (15.396)

lnI 0.339*** 0.166*** 0.168***

(21.339) (8.804) (8.879)

HHI×fd -0.054***

(-3.409)

C 3.469*** 3.473*** -0.317*** -0.352*** -0.991*** -0.677*** -0.703***

(217.601) (182.732) (-2.678) (-3.396) (-8.984) (-6.197) (-6.431)

R2 0.160 0.159 0.269 0.346 0.344 0.360 0.361
DW 1.958 1.958 1.968 1.991 1.979 1.992 1.993
地区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分别表示在10%、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数据为t值。

  表3中模型(1)是基本回归,从模型(1)中可以

看出农村银行业集中度变量的系数为负,而且在

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然而,这个结论是不可靠

的,因为在基本回归中,存在内生性问题,原因可能

来自3个方面:一是互为因果,农村银行业集中度的

降低促进中小企业生成,反过来,中小企业的生成也

可能导致农村银行业集中度的下降;二是遗漏变量,
影响中小企业生成的因素有很多,基本回归中,遗漏

了部分变量;三是测量误差,在统计数据中,误差难

以避免。内生性指的是解释变量与误差项相关,从
而违背经典线性回归模型的一个假设cov(εi,xi)=
0,造成的结果估计不仅有偏误,而且非一致,即使样

本容量无限增大,估计仍会有偏误。处理内生性常

用的方法,一是寻找工具变量,二是用变量的前一期

或前几期数据,三是采用面板数据。由于本文在《中
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银监会官方网站

中农村金融图集收集的变量目录中没有找到合适的

工具变量,只能尽量地控制住其它因素,把农村银行

业集中度对中小企业生成的影响分离出来,这样更

多遗漏变量的加入,可以缓解内生性。且本文数据

时期比较短,只有5年,第二种方法也只能放弃。
表3中模型(2)~(6)是采用面板数据,逐步加

入控制变量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劳动力、县域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回

归结果。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农村银行业集中度

与中小企业的生成在1%的水平上表现出显著的负

相关,随着控制变量的逐步加入,农村银行业集中度

的系数大大减小,说明随着控制变量的加入,农村银

行业集中变量的参数估计更为精确。模型(7)为农

村银行业集中度与农村金融发展的交互项对中小企

业生成的影响,结果显著为负,表明了随着农村金融

的发展,农村银行集中度的下降更利于中小企业的

生成。
表3也可以看出,各控制变量的系数及其统计

显著性。农村金融发展规模除在模型(2)、模型(3)
中不显著外,随着工业企业总产值的对数、各地区固

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对数这2个变量的加入,农村金

融发展规模又和中小企业的生成表现出了显著正相

关性,这可能是由于农村金融发展主要是通过促进

这2个变量的发展间接影响到中小企业的生成。其

它变量如劳动力的对数、工业企业总产值的对数、各
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对数都表现出了与中小企

业生成在1%的水平上显著的正相关性。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得到稳健的估计结果,本文用行业集中度

指数CR3衡量农村地区的贷款集中度。以往文献度

量银行业集中度都是用四大国有银行的贷款余额占

地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重来表示。在本文中,
考虑到四大国有银行在县域农村地区发放贷款很

少,而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以及农业发展银行承担

了农村金融市场较大份额的贷款,是农村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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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选取这3家银行所占贷款市

场份额来表示。本文中CR3具体度量方法是用农村

信用社(包括改制后的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

行)、农业银行以及农业发展银行3家银行的贷款数

与农村地区贷款总额的比值。
为了 进 行 稳 健 性 检 验,将 计 量 回 归 模 型 设

定为:
log(yi,t)=α0+α1CR3i,t+βxi,t+λi,t+υi,t (4)

log(yi,t)=α0+α1CR3i,t+βxi,t+CR3×fd+λi,t+υi,t (5)

式(4)、式(5)中,CR3为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

以及农业发展银行3家银行的贷款数之和占农村地

区总贷款余额的比重,其它变量同前面的模型一样,
依次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检验结果一样。然后

加入了解释变量,得到了模型(1)~(6),模型(7)是
检验农村银行业结构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交互项

对中小企业生成的影响。HAUSMAN检验结果显

示,模型(1)~(7)都采用固定效应估计,具体结果如

表4。
表4 农村银行业结构与中小企业生成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CR3 -0.609*** -0.607*** -0.349*** -0.198*** -0.270*** -0.183*** -0.085
(-13.259) (-13.193) (-7.843) (-4.627) (-6.229) (-4.296) (-1.384)

fd 0.017 0.051** 0.085*** 0.067*** 0.084*** 0.193***

(0.767) (2.455) (4.333) (3.345) (4.316) (3.660)

lnL 0.768*** 0.464*** 0.578*** 0.438*** 0.439***

(30.168) (18.414) (23.001) (17.370) (17.454)

lnVindustry 0.310*** 0.246*** 0.244***

(25.203) (16.706) (16.585)

lnI 0.347*** 0.161*** 0.162***

(19.470) (7.815) (7.873)

CR3×fd -0.233**

(-2.218)

C 3.198*** 3.189*** -0.981*** -1.166*** -1.854*** -1.533*** -1.584***

(138.920) (124.033) (-6.930) (-9.448) (-13.580) (-11.683) (-11.913)

R2 0.023 0.023 0.128 0.219 0.188 0.226 0.228
DW 1.968 1.968 1.994 1.995 1.988 1.996 1.995
地区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分别表示在5%、1%的水平上显著。

  表4的回归结果显示,模型(1)中只加入农村银

行业集中度,系数显著为负,然后模型中逐步加入控

制变量,结果仍然显著为负。模型(7)中农村银行业

集中度与农村金融发展的交互项对中小企业生成为

负向影响,并且统计上是显著的。以上的结果充分

验证了本文的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四、结论与建议

  基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创新这一重要的研究背

景,本文运用中国2006-2010年1694个县(市)的
面板数据,对农村银行业市场结构与中小企业生成

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在控制住其他变量的影

响及考虑到内生性后,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表

明农村银行业集中度的下降有利于中小企业的生

成,并且随着农村金融的发展,农村银行业集中度的

下降加速了中小企业的生成。然后本文采用CR3来

度量农村银行业集中度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再次

证实了本文的检验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农村银行体系要充分发挥其支持农村经济发展

的作用,不仅需要一个与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总

体规模,而且更重要的是建立与农村经济结构相匹

配的农村银行业市场结构。由于县域中小企业的发

展对促进中国县域经济增长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
中小企业成为县域经济增长、解决农民就业、推进技

术创新的重要力量,能否促进其生成直接关系到县

域经济的成败。因此,必须建立一个与经济发展结

构相适应的银行体系,并通过改善农村银行结构来

促进农村经济结构的升级。本文相应的政策建议

为:降低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设立标准,改善农村金

融机构的市场坏境(包括农村地区征信系统、信用文

化、金融环境等方面的建设),制定有利于农村金融

机构发展的税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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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ontheimportantresearchbackgroundoninnovationofnewruralfinancialinstitu-
tions,thispaperusespaneldatafromChina’s1694counties(cities)between2006and2010toempirical-
lystudytherelationshipbetweenruralbankingmarketstructureandgenerationofsmallandmedium-
sizeenterprises.Theresultshowsthatdecreasingofruralbankingconcentrationisconducivetothefor-
mationofsmallandmedium-sizeenterprises.Andwiththedevelopmentofruralfinance,thedeclineof
ruralbankingconcentrationacceleratestheformationofsmallandmedium-sizeenterprises.Inorderto
promotethegrowthofChina’scountyeconomy,thispaperputsforwardseveralcorrespondingpolicy
suggestionsonhowtoreduceruralbankingmarketconcentrationandpromotetheformationofsmall
andmedium-sizeenterprises.

Keywords ruralfinance;ruralbankingstructure;generationofsmallandmedium-sizeenterprise;

countyeconomy;Herfindahl-Hirschman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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