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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地方性知识视角下贫困地区农户
信贷市场参与行为分析

黄惠春,管宁宁

(南京农业大学 金融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９５)

摘　要　贫困地区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是影响信贷扶贫效果的重要因素.基于地方

性知识理论,从借贷观念、财富认知和生活逻辑三个层次构建了贫困地区农户信贷市场参与

行为分析框架,并以内蒙古、山东两省的经验数据进行佐证.研究表明:借贷地方性知识作

为影响农户生产生活的金融文化背景因素,对贫困地区农户的信贷市场参与行为具有潜在

的规约和引导作用;农户的信贷市场参与行为在同一地区呈现外部一致性,在不同地区间存

在明显差异.因此,在强调帮扶到村到户的精准扶贫政策背景下,应重视贫困地区农户信贷

需求的群体性和区域性特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地进行信贷扶贫工具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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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是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大

扶贫格局,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２０２０年实现全面脱贫

的目标.改革开放４０多年,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突出成就,贫困人口累计减少７．４亿人,贫困发生

率下降９４．４％① .在扶贫过程中,从“输血”复生到“造血”成长,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发挥了积极作

用.但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农户发展能力不足的农村地区,贫困问题依然突

出.国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表明,金融是扶贫的有效途径之一[１Ｇ２],在中国金融扶贫也是扶贫战

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扶贫工具包括信贷扶贫、资本市场金融扶贫以及保险扶贫等.但由于

我国农村地区资本市场发展滞后,农业保险产品开发不足,信贷扶贫成为金融扶贫的主要手段,其代

表性工具包括扶贫专项低息贷款、扶贫专项贴息贷款、小额信贷以及扶贫再贷款等.与财政资金直接

补贴等“输血式”的扶贫方式相比,信贷扶贫以市场为导向,弥补了财政扶贫的不足,更有利于提高贫

困人口脱贫致富的能力,真正实现贫困人口的“造血”功能[３Ｇ４].
经验研究表明,信贷资金主要通过三个渠道实现直接减贫:一是弥补农户当期收支缺口,降低其

陷入经济困境的可能性[５];二是扩大农户生产规模,提高农户收入[６];三是促进农村社区发展,带动贫

困群体[７].同时,信贷资金通过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可以实现间接减贫[８].然而,
近年来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结构转型与农村金融改革不断推进,信贷扶贫的效果受到越来越多的质

疑[９Ｇ１０],有研究表明农户信贷市场参与率较低,扶贫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扶贫政策的

有效性[１１Ｇ１２].
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是农村金融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已有研究针对农户信贷市场参与

现状,分别从供给方、需求方以及供需双方的交互作用对农户信贷市场参与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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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提出了信贷配给、需求抑制等诸多理论假说,从农户异质性角度分析了供需双方的信贷决策对农

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的影响[１３Ｇ１４].但是,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不仅是异质性个体独立决策的结果,
亦受到其所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在商品经济特别发达地区和仍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地区,农户资

金借贷的观念、动机、渠道可能有天壤之别[１５Ｇ１６].大多数贫困地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自然环境恶

劣,人力资本水平低下,尤其少数民族地区农户维持的低货币化、低市场化、粗放型、自给自足的实物

经济模式与金融经济高度货币化不适配,使得贫困地区农户的信贷需求具有其自身的特征[１７Ｇ１８].在

以往研究中,学者们大多通过在模型中加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变量或地区变量来控制地区因素对农

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的影响[１９Ｇ２０],但对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地区差异形成的内在原因、作用机制仍

缺乏深入细致的讨论.
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提出了地方性知识的概念,强调从当地人或局

内人视角感知和参悟当地文化持有者的行为决策.随后该理论被应用于民族地区灾害文化、空间治

理方式、政策目标与地方实践错位等问题的分析[２１Ｇ２２].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们开始关注文化因素对借

贷行为的影响.DheeraＧaumpon通过４０个国家/地区４０６８家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民族文化,尤其

制度性集体主义是影响关联贷款的重要因素[２３].Kittilaksanawong从文化视角研究了小额信贷机构

发放妇女贷款的行为,发现妇女贷款会降低小额信贷机构发展的可持续性,且这种负面影响在强调权

利差距和个人主义的国家更为明显[２４].Ma考察了伊斯兰文化下穆斯林人独特的经济视角和价值观

念对私人借贷的影响,发现生产方式、语言、文化和习俗等民族差异使得不同民族的经济活动呈现出

不同特征[２５].陈亮等研究发现由于广东不同地区文化习俗不同,影响当地农户借贷行为的社会资本

类型存在差异[２６].方来在考察临夏回族自治州民间借贷行为时发现,伊斯兰文化是当地农户非正规

借贷活跃的原因之一[２７].上述研究中提及的伊斯兰文化,广东地区的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和客家文

化等均属于地区社会因素,含有借贷地方性知识的意蕴.
精准扶贫政策强调“精确帮扶、扶贫到户”,即实现扶贫主体的精准定位、扶贫对象的精确识别与

扶贫路径的精准选择.在这一目标导向下,信贷扶贫固然要重视农户的个体差异,但与此同时,也不

能忽视贫困地区农户信贷需求的整体特征与社会文化因素对农户信贷参与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拟

在传统分析框架中引入地方性知识理论,构建借贷地方性知识分析框架,探究地方信贷文化对农户信

贷市场参与行为的影响机制,并以内蒙古和山东两省的经验数据检验借贷地方性知识对贫困地区农

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的影响与作用.

　　一、传统农户信贷市场参与分析理论

　　１．信息不对称理论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信息不对称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问题的分析,成为农村

金融研究的理论起点.由于信用体系建设不完善、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等因素,农村信贷市场上存在

严重的信息不对称[２８Ｇ２９].为了防止逆向选择,金融机构一般通过利率和抵押品的不同组合来甄别借

款人的类型[３０].但是,由于农村地区抵押品缺乏,农村金融机构选择对贷款合约的非价格条件进行

调整,通过数量配给以降低信息劣势的负面影响[３１Ｇ３２].
对农户而言,由于认知偏差,无抵押担保物的农户认为自己肯定不能获得贷款而主动放弃申贷努

力,成为“无信心借款人”[３３Ｇ３４].持有合格抵押品的农户担心一旦违约失去抵押品的风险,选择退出信

贷市场,形成风险配给[３５Ｇ３６].上述两种情况都属于农户的自我配给行为,即需求抑制.近年来,诸多

学者从农户的金融素养这一特殊的人力资本视角出发,间接证实了农户因认知偏差而产生的信贷需

求抑制[３７Ｇ３８].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国内学者利用调查数据,围绕数量配给和农户自我配给的类型、成因及其

影响因素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揭示了影响农户信贷市场参与决策的个人特征因素、家户特

征因素以及家庭资源禀赋因素等[３９Ｇ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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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交易成本理论

在农村信贷市场上,资金需求者数量大、高度分散且经营规模小,金融机构面临高昂的交易成本.
为了降低成本,农村金融机构倾向于将贷款发放给具有成本优势的大规模农户或中高收入农户,普通

小农户和贫困农户被排除在信贷市场之外,出现“精英俘获”现象[４３].针对低收入农户的扶贫小额信

贷也存在为高收入农户提供大额贷款的倾向,出现贷款规模潜变,偏离服务于低收入农户的社会使命

等问题,即所谓的“使命漂移”[４４Ｇ４６].
普通小农户和贫困农户由于办理贷款的时间成本和违约赎回权成本过高而主动放弃参与信贷市

场,出现需求方的交易成本配给[４７Ｇ４８].与中高收入农户相比,交易成本在低收入农户的贷款总成本中

所占比重更大,因此低收入农户受到交易成本配给的概率更高[４９Ｇ５０].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国内学者通过调研为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上的交易成本配给提供了丰富的经

验证据,并围绕农村金融机构的瞄准偏差、农户的交易成本配给等展开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相关研究

表明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与其家庭财富状况和社会资本有关[５１Ｇ５４].

３．传统分析框架的贡献与局限

现有研究基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理论已对农户的信贷市场参与行为展开了充分的讨论.他

们立足于农村信贷市场出清状态下的供给和需求特征,从微观视角解释了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决策

与农户的参与行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成熟的分析框架.但在该框架下,学者们主要通过实证方法

揭示农户的个体特征对其信贷市场参与行为的影响,对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的整体性和地区性差

异关注较少.因此,本文将基于地方性知识理论,从地区层面聚焦贫困地区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

　　二、地方性知识理论与借贷地方性知识

　　１．地方性知识的内涵及其影响因素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了“地方性知识”这一概

念.他把存在于西方知识体系之外各种不可翻译的,具有文化特质的地域性、民族性的知识称为“地
方性知识”.其中,“地方”既是指“特定的空间、时间、阶级和各种具体问题,也指特色,即把对所发生

的事件的本地认识与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本地想象联系在一起”[５５].地方性知识是一种特有的、传
统的、本土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它是由特定地理区域内的人在特定自然、社会和历史

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并在地域层面上对地域内的个体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和引导力.从内涵上,地
方性知识包括地方性的生产生活知识(如饮食、服饰、种养殖等)、历史文化知识(地方志、历史文物、传
说等)、传统民俗知识(如乡风民约、节日习俗、禁忌等)、民间艺术知识(如民间工艺、舞蹈、戏曲等)和
思想观念知识(如思维习惯、伦理观、宗教观等).

地方性知识产生于地区自然条件、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地理区位等自然因素.科学技术发展水

平、文化教育等社会因素促进了地方性知识的循环.同一地区的人群,尤其是生活在气候条件恶劣、
资源禀赋匮乏以及基础设施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人群,往往具有相近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历史性

因素使地方性知识不断加强:一方面因其本身沉淀的传统经济关系和人的行为心理习惯使地方性知

识得以累积;另一方面其通过人的传统经济行为对自然和社会发生作用,并经过世代演替而强化自然

因素和社会因素对地方性知识的影响力.因此,地方性知识具有“地方性”和“背景性”特点[５６Ｇ５８].同

时,地方性知识作为一种本土知识体系,是只为有限的个体所掌握的、零散的乡土知识,具有文化的特

质却不可翻译,从这一点来说,地方性知识亦具有“非科学性”特点[５９].

２．借贷地方性知识的内涵与维度划分

根据地方性知识涉及的农户生产生活的具体内容,可将其划分为生态地方性知识、医学地方性知

识、借贷地方性知识等不同门类.其中,借贷地方性知识是指受地区自然、社会和历史因素制约的,为
当地人们特有的,关于借贷的地方性知识体系.与地方性知识中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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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地方性知识与借贷地方性知识

对应,借贷地方性知识在内涵上包括具有地域特征的财

富认知、生活逻辑和借贷观念(图１).其中,财富认知

是指农户在生产生活过程中主要的财富积累形式;生活

逻辑是指农户的生活态度及其对不同生活方式的选择;
借贷观念是指农户对资金借贷的态度.

中国农村社会的圈层文化使得农户行为具有一定

的自然地理、社会文化和心理认同边界,强调外在环境

对自身行为的约束力.这一点在费孝通提出的中国农村“差序格局”[６０]以及贺雪峰提出的“双层认同

体系”[６１]中均得到验证.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农户也分化出不同的信贷逻辑,引起了农户信贷市

场参与的地区差异,进而形成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信贷市场.例如在商品经济特别发达的温州地区

和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皖北地区,农户的借贷观念和动机截然不同.

　　三、借贷地方性知识对贫困地区农户信贷市场参与的作用机制

　　借贷地方性知识主要通过财富认知、生活逻辑和借贷观念三条路径影响农户的信贷市场参与行

为.其具体机制如图２所示.

图２　借贷地方性知识对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的影响

　　１．财富认知影响机制

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以及历史文化背景形成了农户财富认知的地区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

现在农户对家庭财富形式的追求,即是以实物财富形式为主还是以货币财富形式为主.例如,大部分

地区农户注重家庭货币资产的积累,而老少边穷的少数民族地区更注重实物资产的积累[６２].不同的

财富认知形成了农户不同的发展方式,引起发展动机的差异,进而影响其外部融资需求和信贷市场参

与行为,如此反复,不断加强.追求货币财富为主的贫困地区农户更加注重家庭货币资产的积累,
用于维持家庭简单再生产之后的家庭经济剩余多被转化为储蓄存款,生产性发展动机较弱,其信

贷市场参与意愿较弱.相比之下,追求实物财富为主的农户更偏重于家庭生产性实物资产的积

累,其生产性发展动机强烈,家庭经济剩余多被用于生产再投资,其融资需求较强,愿意积极参与

信贷市场.

２．生活逻辑影响机制

农户生活逻辑的区域差异具体表现为秉承“生活本位”还是“非生活本位”,由此形成了不同地区

农户独特的生活习性[６３].这一生活习性又通过贫困人口的圈内集体互动而得到加强且被制度化,形
成农户生活态度的差异,并进一步影响家庭的储蓄.秉承“生活本位”逻辑的农户其生活目标是体验

当下生活,生活内容丰富,生活幸福感较强.追求安逸的生活态度使该地区农户的生活状态相对闲

散,家庭收入中除去用于维持家庭简单再生产的部分多被用于享受当下生活,甚至不惜借款消费,大
部分农户的家庭储蓄相对较少.当面临大额资金缺口时,例如子女上大学、家庭成员大病等,农户对

外部资金的需求上升,其信贷市场参与意愿较强.秉承“非生活本位”逻辑地区农户的生活目标是追

求高质量的未来生活,例如追求更好的住房环境,农户的生活习惯相对节俭,家庭收入中除去用于维

持家庭再生产的部分多被用于储蓄.生活紧迫感加上相对节俭的生活习惯使得该地区大部分农户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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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一定量的储蓄,这些储蓄对一般性家庭支出具有一定的缓冲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当地

农户参与信贷市场的意愿①.

３．借贷观念影响机制

因为自然条件、资源禀赋以及交通状况等的差异,不同贫困地区与现代社会的融入程度不同,进
而孕育出不同的借贷观念.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对资金借贷,尤其正规信贷的接受度方面.有些地

区农户对借贷行为的接受度较高,愿意积极参与信贷市场,而有些地区农户碍于面子,或出于声望和

声誉等因素不愿意参与正规信贷,信贷市场参与率较低,甚至为零[６４].即使发生借贷,贷款的压力也

会使其急于清偿债务.据此,借贷观念可以直接作用于农户信贷市场参与.同时,不同的借贷观念在

农户信贷市场参与意愿转化为参与行为的过程中的作用亦存在差别.积极的借贷观念会促进农户信

贷市场参与行为的实现,相反,消极的借贷观念会抑制农户信贷市场参与意愿向实际借贷行为的转

化.不同的借贷观念造成不同地区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的差异,并进一步影响该地区信贷市场的

发育,而信贷市场的发育程度又反过来强化了该地区农户的信贷观念和参与行为.例如,江浙地区小

贷公司的繁荣和该地区积极的民间借贷与活跃的借贷文化相关;而传统农区碍于面子和声誉不愿借

贷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当地信贷市场的发育.
因地缘关系决定的借贷地方性知识对农户信贷市场参与的影响力大小取决于其地方性的强弱和

非科学性的程度.若地区聚合程度越高,地方性越强,借贷地方性知识非科学性的程度越高,那么借

贷地方性知识对农户信贷市场参与的影响更大.因此,越是在偏远、相对独立的贫困地区,其封闭程

度越高,借贷地方性知识对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的影响越大.

　　四、内蒙古和山东两省贫困地区的经验证据

　　本文所用数据源于本课题组２０１８年７－１０月在内蒙古自治区两个贫困县———赤峰市巴林右旗

与乌兰察布市商都和山东省两个贫困县———聊城市临清与阳谷县的实地调研.课题组走访了４个县

２５个乡(镇)５４个自然村６０３个农户,通过一对一入户访谈了解当地农户的个人特征、家庭资源禀赋

以及农户信贷市场参与情况等信息.

１．两地借贷地方性知识比较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西部地区比较贫困落后的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也是国家重点扶贫的农牧

区.巴林右旗和商都均位于内蒙古东部,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碰撞、彼此融合的典型区域.

２０１７年,巴林右旗和商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９４９８② 元和９２５７③ 元.内蒙古自治区在

历史积淀以及民族习俗与传统不断演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以“草原文化”为特色的民族文化,包括草原

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在内

蒙古自治区“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习惯以及游牧轮牧的生产生活方式下,牛、羊等牲畜成为当地农户收

入的主要来源,农户对家畜的爱护尤为强烈.此外,草原文化在长期积淀中也孕育出了许多富有生命

力的观念和思想,诸如市场意识淡薄、开拓进取、包容并蓄、热情豪爽、乐观冲动等,形成独具特色的草

原文化观念体系.受草原文化和由其衍生的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内蒙古贫困地区农户非常

重视牛、羊等生产性实物资产的积累,生活上闲散惬意,储蓄意识不强.
山东省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小农经营特征明显.临清和阳谷隶属山东聊城,地处山东西部,

均为贫困地区.２０１７年,临清和阳谷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１１０９３元④和１２２３９元⑤.聊

城地处齐鲁之邦,深受齐鲁文化的影响.明朝以前,儒、道、佛三教是聊城人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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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该地区农户的资金需求更多地体现在建房、购房、装修房屋等需要大额资金支出的事项上.
数据来自巴林右旗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数据来自(内蒙古自治区)２０１７年商都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数据来自(山东省)２０１７年临清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数据来自(山东省)２０１７年阳谷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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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其中,儒家思想在聊城市上层社会和下层民众的精神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进入明朝后,佛教和

道教在当地呈现出由盛转衰的趋势,并逐渐向世俗化的方向发展.自此,儒学成为齐鲁文化的核心,
深刻地影响着聊城人的性格和价值理念,形成了当地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诚实守信的精神和勤劳

质朴的生活作风.当地人常以继承“周孔遗风”为自豪,人们大多知礼逊,习俗节俭;以坚持“孔颜人

格”为骄傲,造就了忠实厚道、豪爽豁达、勤俭朴实、吃苦耐劳等人格形象.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聊
城市农户非常重视家庭储蓄和财富积累,生活上节约简朴,不爱借钱.

综上所述,内蒙古和山东两地农户在自然、社会和历史文化上的差异形成了各具地方特色的生产

生活方式,进而分化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借贷地方性知识.内蒙古和山东贫困地区农户借贷地方性知

识的差异如表１所示.

２．两地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比较

表１　内蒙古和山东贫困地区的

借贷地方性知识比较

地区 财富认知 生活逻辑 借贷观念

内蒙古 实物认知 生活本位 接受度高

山东 货币认知 非生活本位 接受度低

表２　２０１７年内蒙古和山东受访地区

农户信贷市场参与基本情况 ％

比例
总受访

农户(６０３)
内蒙古

(３４１)
山东

(２６２)

信贷

市场

参与

正规借贷 ３４．９９ ５１．６１ １３．３６
民间借贷 ６．８０ ７．０４ ６．４９

正规＋民间 ３．８１ ５．２８ １．９１
未参与借贷 ５４．３９ ３６．０７ ７８．２４

表３　受访地区农户未参与

正规信贷市场的原因 ％

未参与正规
信贷市场的原因

总受访农户
(３６９)

内蒙古
(１４７)

山东
(２２２)

不需要资金 ５４．５７ ３０．７７ ７３．９９
有其他渠道 １８．５２ ２０．８２ １６．４１
贷款额度低/
期限短/利息高 ７．６５ １９．２９ ２．２４

不清楚贷款程序/
与信贷员不熟 １１．３６ １４．２９ ５．１２

担心还不起/
贷款有风险 ７．９ １４．８４ ２．２４

２０１７年受访地区农户信贷市场参与情况如表２所

示.从受访农户总体来看,６０３个受访农户的信贷市场

参与 率 为 ４５．６０％,其 中,正 规 信 贷 市 场 参 与 率 为

３８．８０％,民间借贷参与率为１０．６１％.分地区来看,内
蒙古自治区两个贫困地区农户的信贷市场参与率为

６３．９３％,山东两个贫困地区为２１．７６％,低于内蒙古地

区４２．１７个百分点.从信贷市场参与渠道来看,内蒙古

受访农户正规信贷市场参与率为５６．８９％,山东地区为

１５．２７％,低于内蒙古４１．６２个百分点;内蒙古两个贫困

地区农户民间借 贷 参 与 率 为 １２．３２％,山 东 地 区 为

８．４０％,亦低于内蒙古地区.由此可见,内蒙古贫困地

区农户的信贷市场参与率明显高于山东;两地农户在融

资渠道选择上存在较大差异.
表３列出了未参与正规信贷市场农户的具体原因.

总体来看,５４．５７％的受访农户因为不需要资金未参与

信贷市场.分地区数据显示,山东贫困地区不需要资金

的农户占比为７３．９９％,内蒙古贫困地区为３０．７７％,山
东贫困地区农户的资金需求率远低于内蒙古.此外,内
蒙古贫困地区因贷款额度、贷款期限、贷款利率、贷款手

续或贷款风险等未参与正规信贷市场的农户占比近

５０％,山东地区为１０％左右.其中,内蒙古和山东受访

地区因交易成本配给(不清楚贷款程序/与信贷员不熟)
和风险配给(担心还不起/贷款有风险)自愿放弃参与正

规信贷市场的农户占比分别为２９．１３％和７．３６％.由此可见,内蒙古和山东两地农户不仅在正规信贷

市场参与行为上存在较大差异,在未参与正规信贷市场的原因上亦存在明显差异.

３．两地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差异的解释

(１)财富认知差异引起两地农户发展动机的不同.内蒙古贫困地区农户实物财富形式认知与山

东贫困地区农户货币财富形式认知的不同使两地农户的资产积累方式存在较大差异,进一步表现出

生产性发展动机的差异.在实地调研中,我们通过“如果有结余的钱,您会怎样使用这笔钱?”这一问

题来衡量农户投资行为.调查显示,８９．７４％的内蒙古地区农户会进行生产再投资,７３．６６％的山东地

区农户表示将收入结余放在家里或存银行.进一步通过询问农户未来三年内有无扩大生产经营规模

计划来衡量农户的发展动机,调查显示,内蒙古和山东地区有发展动机的农户占比分别为５０．４４％和

１２．６０％,说明内蒙古贫困地区农户的发展动机较强,山东贫困地区农户的发展动机普遍较弱.实物

财富认知使内蒙古贫困地区农户主要将家庭结余用于扩大生产规模,积累牛、羊等实物资产,当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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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表现出强烈的生产性发展欲望.相较而言,货币财富认知使山东贫困地区农户将家庭盈余主要用

于储蓄,积累货币资产,当地农户生产性发展欲望不高.
由于农业生产具有周期性特点,对农户而言,其生产性资金需求一般集中在农业生产投入阶段,

强烈的发展动机加上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使内蒙古贫困地区农户在农业生产投入阶段产生的融资需求

更大,农户信贷市场参与意愿更强.小规模的农业生产加上不高的生产性发展欲望使山东贫困地区

农户一般不需要额外的生产性资金投入,对信贷市场的参与动机普遍不足①.
(２)生活逻辑差异引起两地农户家庭储蓄的不同.在实地调研中,首先通过询问农户“即使不缺

钱,也应该省着点花钱,你是否认同”这一问题来衡量其消费观.调查显示,１０．９２％的山东受访农户

表示“无所谓”或“非常不赞同”这一说法,内蒙古自治区受访农户这一占比为２０．１１％,两地差异为

９．１９％.考虑到这一问题的主观性,进一步收集了农户２０１７年的资金用途情况进行佐证.如表４中

数据显示,内蒙古农户的家庭支出主要集中在生活消费和农业投入上,其占比分别为３０．０７％和

３３．９６％;山东地区农户的家庭支出主要是在生活消费、子女教育和建房/购房方面,其占比分别为

４４．５４％、１３．１６％和１９．２１％,未来人力资本投入和住房支出占总支出的３２．３７％.较高的日常消费支

出占比也反映了内蒙古地区农户较山东地区农户更注重生活享受②.两地农户资金用途和支出结构

的差异使得两地农户的家庭结余和储蓄情况呈现较大差异.２０１７年内蒙古自治区５３．３７％的受访农

户收不抵支、存在赤字,山东地区仅１６．４１％的受访农户存在赤字,比内蒙古自治区低３６．９６个百

分点.
通过询问农户是否有银行存款来搜集农户家庭储蓄信息.调查显示,内蒙古地区有存款的农户

占比为３１．６７％,山东地区为８８．１７％,明显高于内蒙古地区.因此在面临暂时性、较小的生活性资金

缺口时,内蒙古贫困地区大部分农户难以利用家庭储蓄平滑支出,生活性外源融资需求较高,对信贷

市场的依赖程度较高;山东贫困地区农户较高的储蓄率使其可以利用自有储蓄填补一部分资金缺口,
对信贷市场的依赖程度较弱.

表４　２０１７年山东和内蒙古自治区收支差异比较 ％

省份
资金用途(支出占比)

生活消费 农业生产投入 子女教育 建房/购房 其他 合计
盈余 储蓄

内蒙古 ３０．０７ ３３．９６ ９．７９ ５．１６ ２１．０２ １００ ４６．６３ ３１．６７

山东 ４４．５４ ９．０４ １３．１６ １９．２１ １４．０５ １００ ８３．５９ ８８．１７

　　(３)借贷观念直接影响农户借贷行为.通过询问农户在面临资金缺口时是否愿意参与正规信贷

市场来衡量其信贷市场参与意愿.数据统计显示,６７．７４％的内蒙古贫困地区农户表示愿意参与正规

信贷市场,仅１５．２７％的山东贫困地区农户表示愿意参与正规信贷市场.针对不愿意参与正规信贷市

场的农户,课题组进一步询问其不愿意参与的原因.调查显示,由于贷款利率高、贷款期限短、贷款金

额小等因素不愿参与正规信贷市场的内蒙古贫困地区农户占比８４．２１％;山东贫困地区农户主要因存

在亲戚朋友等第三方借款渠道而拒绝向银行借贷,这一比例为６３．１６％.从实地调查中也了解到,内
蒙古贫困地区农户认为资金借贷是件平常的事情,循环借贷、借贷还贷的行为很常见.加上内蒙古地

广人稀的自然条件约束,亲戚朋友间的借贷成本较高,农户对于借贷,尤其向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贷

款普遍持积极态度.相比之下,山东贫困地区农户对待资金借贷十分谨慎,多数人认为借钱有伤颜

面.加上当地人注重关系人情的传统特色以及亲朋借贷一般是零利息等因素的影响,山东贫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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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两地农户初始资源禀赋亦存在较大差异,内蒙古受访地区人均耕地面积为３０．７１亩,人均牲口数量１５只(牛/羊),山东受访地区

农户农业生产规模普遍较小,人均耕地面积为１．１８亩.
虽然该统计数据反映出的内蒙古地区农户的日常消费水平略低于山东地区农户,但内蒙古地区农户以２~４个人数的家庭规模

居多,受访农户中这一比例为８８％,山东地区则以４~６个人数的家庭规模为主,受访农户中这一比例近７０％.因此,内蒙古地

区农户的消费支出占比其实更高.从实地调查中还了解到,在农闲时山东地区农户倾向于积极寻求有偿帮工的机会,而内蒙古

地区农户往往选择放牧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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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对于参与信贷市场,尤其正规信贷市场普遍持有相对消极的态度.在借贷渠道上,他们首先考虑

向亲戚朋友借贷.
综上所述,内蒙古和山东贫困地区由自然、社会和历史因素的差异分化出各具地方性和非科学性

特征的借贷地方性知识.这种包含财富认知、生活逻辑和借贷观念在内的借贷地方性知识在地理区

域内的群体间不断传递,引发区域农户的发展动机、家庭储蓄和借贷观念在空间维度上不断叠加,在
时间维度上不断沉淀,进而固化着当地农户的信贷市场参与行为,并使两地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呈

现明显的地区差异.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地方性知识理论,从财富认知、生活逻辑和借贷观念三个层次构建了贫困地区农户信贷

市场参与行为分析框架,并运用内蒙古和山东两省贫困地区的调查数据进行了经验论证.研究表明:
借贷地方性知识作为一个地方长期居住的群体在生产生活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运用的常识,对当地

农户的信贷市场参与行为具有潜移默化的规约和引导作用,从而使农户的信贷市场参与行为具有明

显的地区整体性和地区间差异性特征;这种在自然、社会和历史因素沉淀下形成的具有地区特色的借

贷地方性知识,既可通过影响农户发展动机和资金储蓄进而影响其外部融资需求间接作用于农户信

贷市场参与行为,也可通过影响农户的借贷观念直接作用于其信贷市场参与行为.
农户信贷市场参与决策受到个体异质性和地区借贷地方性知识的共同影响.借贷地方性知识作

为一种影响农户生产生活的金融文化背景因素,其对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的影响强弱与“地方性”
程度有关.在地方性程度高的地区,借贷地方性知识的非科学性和背景性特征更加突出,其对农户信

贷市场参与行为的作用更大.因此,在经济、金融活动活跃的商业区域,以及文化气息浓厚的传统文

化发源地,借贷地方性知识对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的作用更加凸显.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信贷扶贫工作的开展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启示:一是在信贷扶贫过程中应重视

需求方的借贷地方性知识对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的影响,并尊重各地借贷地方性知识的差异性,因
地施策;二是参照围绕农户收入特征进行的系列金融扶贫工具的创新逻辑,农村金融市场改革也应最

大限度地挖掘与利用并存的各种借贷地方性知识,预测和引导人们的借贷行为决策.例如在内蒙古

地区,应积极推动该地区征信体系建设,创新与牧业生产周期相适应的信贷产品;在山东地区,应引导

并扶持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对符合要求的非正规金融逐步进行正规化改造来促进农村非正规金

融的进一步发展;三是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力求实现经济同步发展的同时,也应注重社会文化的融合,
打破“借贷地方性知识”壁垒,促进借贷观念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加快其与主流观念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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