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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金融素养与农村要素市场发育的

互动关联机理研究

苏岚岚 孔 荣

摘要：基于系统梳理金融素养理论研究演进动态，本文遵循“提升农民金融素养—促进农民要素

市场参与—推动农村要素市场发育”的理论逻辑，阐释了农民金融素养对农村要素市场发育的影响机

理，构建了动态视角下农民金融素养与农村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三大要素市场发育及整合的互动关联

系统，并剖析了其局部及整体运行逻辑。研究发现，提升农民金融素养水平有助于促进农民以要素需

求者和供给者双重身份参与要素市场，推动农村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的充分流动和单一要素市

场的发育。研究进一步表明，以农民金融素养为纽带可有效激活农村“人动—地动—钱动”的要素市

场互动关联系统，使农民金融素养在要素流动实践中得以持续提升，同时不断生成要素流动新的循环，

最终加快农村各要素市场的均衡匹配发展和整合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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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全面激活市场、激活要素、激活主体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深化农村改革的核心要求。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中国农村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资本市场三大要素市场均得到不同程度

的发展，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劳动力市场看，“大众创业”战略推动下，截至 2018年 5月，全国

有累计接近 500万农民工参与返乡创业大潮，约占农民工总数的 2%①
，农民创业群体逐步发展壮大，

自主创业成为农民实现自就业、增加收入的重要选择；从土地市场看，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进，使

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呈现不可阻挡的趋势，截至 2017年 6月，全国 2.3亿承包农户中近 30%农户已全部

本文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金融行为中介作用下农民金融素养对收入质量的影响机制及提升路径研究”（项

目号：71773094）、“基于农户收入质量的农村正规信贷约束模拟检验及政策改进研究”（项目号：71373205）的资助。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当然，文责自负。本文通讯作者：孔荣。

①
资料来源：《让返乡创业者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标本》，http://epaper.oeeee.com/epaper/A/html/2018-05/07/content_25384

.htm#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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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部分地将承包地转出，流转承包地面积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 36.5%①
，农民农地产权交易行为日

益多样化；从资本市场看，农村普惠金融深化发展，截至 2017年底，全国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增

加至 30.95万亿元，十年间平均增速约 18%，占各项贷款总额的比重从 22%提高至 25%②
。劳动力、

土地和资本三大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和均衡匹配对于优化农村资源配置效率、加快农村发展动能转换、

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村经济转型升级和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中国农村三大要

素市场的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如劳动力市场中存在农民创业发生率整体较低、非农就业转移

质量偏低等问题；土地产权交易市场中存在土地流转总体规模较小、流转效率低、有效需求不足、政

策驱动力度强而市场拉动作用弱等问题；资本市场中存在着部分金融机构闲置大量资金、缺乏优质客

户与农民有效金融需求不足、信贷约束现象普遍并存等问题。农村经济的转型发展不单需要劳动力、

土地和资本等要素的简单流动，更依赖于多重要素市场的整合发育（朱文珏、罗必良，2016）。然而，

政策实践多基于供给层面谋求农村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单一要素市场的发展，对各要素市场间的互

动关联关系重视不够，比较缺乏将三大要素市场置于同一政策设计和执行框架，从需求侧出发系统审

视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及整合。当前，中国农业供给侧改革逐渐步入“深水区”，探究如何从需求侧发

力，撬动农民自身的能动性因素，增强农民参与农村三大要素市场的积极性和参与能力，成为加快农

村要素市场发育、培育壮大农村发展新动能、有力支持农村要素市场供给侧改革的迫切需要。

理论界围绕农村劳动力、土地、资本等单一要素市场发育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作了大量实证探讨，

为谋求农村要素市场整合发育提供理论基础和诸多有益启发。一是在农村要素市场化水平测度及各要

素市场之间的耦合协调性方面，相关研究分别针对性构建劳动力（许恒周，2011）、土地（许恒周、金

晶，2011）、资本（刘西川等，2014）等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测度指标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中国

农村农地流转市场发育明显滞后于劳动力市场，而金融市场的发育则更为滞后（侯明利，2013）。二是

在农民要素配置行为视角下农村各要素市场发育的影响因素方面，早期研究多将个体单一要素市场参

与行为视为相对独立的选择，并基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区域环境特征及政策因素等方面探讨单一

要素流动的制约因素；随着研究深入，部分学者逐渐将两类不同要素流动决策的内在关联性纳入研究

框架，如诸多研究围绕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许恒周，2011；陈飞、翟伟娟，2015）、土地流转与信贷

市场（张龙耀等，2015；许泉等，2016）、劳动力市场与信贷市场（米运生等，2017；刘雨松、钱文荣，

2018）之间的关联性作了大量探索，但相关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结论。另有学者基于农户多要素联合决

策机制，揭示了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三大要素市场发育的互动关联逻辑（胡新艳等，2017）。可见，农

村要素市场整合发育机制及其路径研究已成为当前深化农村要素市场研究的重要方面。

随着国内金融素养研究的兴起，农民金融素养及其对农民理性经济决策的影响成为农村需求侧研

①
资料来源：《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http://szb.farmer.com.cn/nmrb/html/2018-02/05

/nw.D110000nmrb_20180205_3-06.htm?div=-1。
②
资料来源：《银监会加大 2018年考核力度，明确三农和扶贫金融服务目标》，http://epaper.zqrb.cn/html/2018-03/20/

content_2626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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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热点话题，亦为农村要素市场整合发育研究提供一个崭新视角。在以金融为核心的现代经济体系

中，金融产品和服务日益深入农民日常生产和生活，参与农村生产要素市场过程中，农民在交易对象

选择、交易方式确定、交易合约签订等决策环节均不可避免会涉及成本、收益及风险的衡量与比较，

因此，金融素养对农民生产要素市场的理性参与决策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

益保护局基于全国 9个省份 5400个消费者的调查显示，中国居民金融知识严重缺乏，且相较于城市

居民，农村居民的金融知识更为缺乏，金融风险责任意识薄弱、家庭支出缺乏计划性等问题也较为突

出①。金融素养水平低不仅会抑制农民有效金融需求、降低其金融可得性，阻碍以农地金融、互联网金

融等为代表的农村新型资本市场发育，而且会制约农民对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等生产要素的理性配置

决策。随着农村三大要素市场的快速发展，农民在各要素市场的参与行为逐渐从非市场化转向市场化，

从依赖人情关系转向依赖成本、收益及风险的理性衡量，这对农民的财务计算能力、资金配置能力、

家庭收支规划能力和投资理财能力等提出较高要求。因而，针对农民金融素养与其农村三大要素市场

参与及各要素市场发育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的研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鉴于此，本文在梳理与总结农民金融素养相关研究动态基础上，试图将金融素养纳入农民要素市

场参与决策及农村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三大要素市场发育的研究框架，遵循“提升农民金融素养—促

进农民要素市场参与—推动农村要素市场发育”的理论逻辑，探究农民金融素养与农村三大要素市场

发育内在关联机理，以期为拓展金融素养研究的学术视域，提高农民金融素养水平，促进农村劳动力、

土地与资本要素的合理流动，优化农村资源配置效率，加快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及整合提供理论参考。

二、农民金融素养研究动态追踪及评述

（一）农民金融素养内涵及其测度研究的发展

金融素养概念最早由Noctor et al.（1992）提出，并被界定为个体在配置和管理财富方面所具有的

实施理性评估和高效金融决策的能力。后续研究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形成三个层面各有侧重的金融

素养定义：“理论定义”认为具备金融素养的人应熟悉基本的经济原理和有关经济知识（Cutler and

Devlin，1996）；“应用定义”强调个人具有理解并应用金融概念的能力（Servon，2008）；“意识定义”

则突出意识性，强调个人所具有的搜寻和处理金融决策所需相关信息并预见可能的经济后果的能力

（Mason andWilson，2000）。金融素养测度最早聚焦于大学生、城市居民等群体，为农民金融素养水

平评估提供诸多有益借鉴。Chen andVolpe（1998）通过受访大学生对与个人理财相关问题的回答发现，

美国大学生金融素养水平整体偏低。Huston（2010）基于文献统计发现，金融素养测度至少应包括金

融基本理念、借贷、投资和风险预防四个方面，且前三个方面在已有研究中的覆盖率较高。尹志超等

（2014）开展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显示，城乡居民对通货膨胀理解、利率计算及投资风险认知三个问

题的正确回答比例分别为 15.64%、14.90%和 29.57%，问题均回答正确的家庭仅占 1.65%，表明中国

①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2016：《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分析报告 2015》，http://shanghai.pbc.gov.cn/

fzhshanghai/113598/3053178/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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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金融知识水平整体偏低。张欢欢、熊学萍（2017）从金融知识理解和应用、金融风险和回报、金

融规划等六个方面构建了农民金融素养测评体系，并进一步佐证了前述研究结论。金融素养测度方法

包括主观和客观测度法，且对不同研究对象均具有一定适用性。主观测度基于调查对象对股票、债券

等金融相关产品的熟悉程度而做自我评价（Anderson et al.，2017）；客观测度则依据受访者对多个问题

以多项选择或判断正误的方式进行的回答结果，通过得分法或因子分析法进行评价（尹志超等，2015）。

（二）农民金融素养前因变量研究的推进

梳理文献可知，诸多学者基于个体、家庭和金融教育等方面挖掘导致金融素养水平差异的前置因

素，相关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结论。从个体因素方面看，部分研究表明男性相较于女性整体上表现出较

高的金融素养水平（例如Lusardi et al.，2010），而 2015年的《全球经济素养调查》显示，性别并非导

致中国居民金融素养水平差异的显著性因素
①
；年龄与金融素养呈倒U型关系（王宇熹、范洁，2015）；

受教育程度（Lusardi et al.，2010）和风险偏好（Agarwal et al.，2015）均与个人金融素养呈正相关关

系。从家庭因素方面看，许多学者认同个人收入与其金融素养水平正向相关（例如Hastings andMitchell，

2011），但亦有研究指出两者之间无显著关联（Agarwal et al.，2015）。另有研究认为学校金融教育和政

府或金融机构等提供的金融培训均有助于提升个体金融素养水平（Walstad et al.，2010）。也有学者围

绕农民金融素养影响因素开展了针对性探讨后发现：受教育程度、风险偏好、非农程度、金融教育及

培训等因素对农民金融素养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家庭年人均收入无显著影响（张欢欢、熊学萍，2017）。

（三）农民金融素养结果变量研究的拓展

已有文献将金融素养引入家庭理财规划、资产配置、信贷、创业活动等家庭经济决策的研究中，

相关研究对象集中于城市居民，并呈现向农村居民拓展的趋势。学者普遍认为，金融素养提升能增进

个体对参与金融市场的成本、收益及风险的衡量和把握，降低其金融决策所产生的信息搜集和处理成

本（Dohmen et al.，2010），缓解家庭金融排斥问题，促进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张号栋、尹志超，2016）。

部分学者对农民金融素养与其金融行为尤其是信贷行为的关系关注较多，大量研究均证实，农民金融

素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家庭非正规信贷偏好（吴雨等，2016），促进家庭正规信贷获得（宋全云等，

2017），并提高家庭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孙光林等，2017），减少过度借贷、逾期还款等行为的发生

（Sevim et al.，2012）。此外，还有研究探讨了金融素养对农民创业决策的影响，发现金融素养水平的

提高显著增加家庭创业尤其是主动型创业的概率，且上述影响在农村地区更为明显（尹志超等，2015）。

部分针对城镇居民金融素养与金融行为关系的探究为拓展农民金融素养结果变量提供重要启发。

如在金融素养影响城市家庭理财规划和资产配置行为方面，相关研究表明，金融素养的提高显著促进

城市家庭理财规划选择，提升其理财规划时间跨度（胡振、臧日宏，2017），且有助于其在参与互联网

金融理财过程中更好规避风险、创造增值收益（魏昭、宋全云，2016）。此外，金融素养的提升可推动

城市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增加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种类（曾志耕等，2015），尤其是增加股票资产在家

庭总资产中的配置比例（尹志超等，2014）。另有研究显示，金融素养的增加提高了城市居民购买商业

①
资料来源：《超一半中国人不会计算储蓄收入》，http://data.163.com/15/1206/22/BA6E0K0R00014MTN.html。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8%83%a1%e6%8c%af&code=30399055;09625075;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5%b0%b9%e5%bf%97%e8%b6%85&code=09156797;32026974;32026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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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的可能性和参与程度，并且这种影响在城乡家庭中无显著差异（秦芳等，2016）。随着金融素养结

果变量的深入挖掘，部分学者将金融素养对个体及其家庭的福祉影响分析从经济行为本身进一步延伸

至经济行为的结果。基于收入增长视角，王正位等（2016）研究表明，金融知识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低

收入城市家庭跃迁至高收入阶层；基于财富积累视角，吴雨等（2016）研究认为，金融知识可通过改

善家庭资产配置结构促进家庭财富增长，并且金融知识的财富积累效应在农村地区更为明显。

（四）农民金融素养研究的总结与思考

基于对金融素养尤其是农民金融素养理论研究演进过程的梳理，本文作出如下总结和思考。一是

研究区域和研究对象的延伸：欧美国家金融素养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成果丰硕，为中国学者引入金融

素养这一新视角解析中国相关问题提供诸多有益借鉴；国内学者结合中国实际，逐步开展针对城市居

民和农村居民金融素养问题的研究，尤其近几年，国内学者对农民金融素养问题给予较多关注。二是

研究内容的拓展：金融素养内涵研究不断丰富化，农民金融素养测度呈现本土化趋势，农民金融素养

的前置变量研究尚未形成较一致的结论，农民金融素养的结果变量研究从聚焦一般金融行为本身拓展

到对经济行为结果的关注，研究内容得以深化。三是研究的局限性：金融素养引致的福利效应尤其是

针对农民金融素养及其结果变量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化；已有研究多关注农民金融素养对其资本市

场参与的影响，而对农民金融素养在农村土地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要素流动中的作用重视不够，且忽视

了动态视角下农民金融素养与农村三大要素市场发育的互动关联逻辑。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农村三大

要素市场层面拓展农民金融素养结果变量及其福利效应研究，深入阐释农民金融素养对农村三大要素

市场发育的影响机理，并构建动态视角下农民金融素养与农村要素市场发育互动关联的逻辑框架，以

期推动金融素养理论在中国农村要素市场发育和整合实践中的拓展性应用和创新性发展。

三、农民金融素养对农村单一要素市场发育的影响机理阐释

笔者所在课题组于 2018年 1月和 3月分别赴陕西和宁夏开展主题为“农民金融素养、农村要素

市场参与决策及其福利效应”的农村实地入户调查。陕西和宁夏均为西部农业大省、农业优势特色产

业突出，且均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地区，农村各要素市场发育环境较好。调研采取典型抽样和分

层抽样相结合原则，选取陕西西安市高陵区、宁夏吴忠市同心县和石嘴山市平罗县三个农村产权制度

改革典型试点县（区）；同时，选取渭南市富平县、汉中市南郑县、中卫市沙坡头区等一般试点区域进

行抽样。调查组在各县（区）选取 3～4个反映不同层次经济发展水平的代表性乡镇，在每个样本乡

镇按照相同标准分层选取 2～3个样本村（自然村），并在每个样本村随机选择 15～20个样本农户（主

要为家庭财务决策人）进行访谈。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1350份，回收有效问卷 1325份，问卷有效率

98.14%，共涉及 6个市 6个县（区）24个乡镇 72个自然村。

农民兼具农村要素市场需求者和供给者的双重身份，农村发展步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处理好农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现实矛盾，必须重视农村各单一要素市场的充分发育，促进各

类生产要素的均衡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实现区域平衡和充分的发展。鉴于此，本文拟结合1325户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7%8e%8b%e6%ad%a3%e4%bd%8d&code=08239051;36618291;0882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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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调研数据统计结果，分别阐释农民金融素养对农村单一要素市场发育的影响机理，为将农民金融素养与

农村三大要素市场纳入同一研究框架、系统探究农村要素市场培育奠定基础。

（一）农民金融素养对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影响机理分析

农村劳动力流动是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基础，劳动力就业和劳动力雇佣是农民分别以劳动力要素供

给者和需求者身份参与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体现。依据劳动力就业的具体形式，可将其划分为工资雇佣

型就业和自我雇佣型就业。鉴于农户本身是农民实现自就业的经济单元，自我雇佣型就业既包括维持

原有规模的小农经营，也包括农业领域内规模经营和非农领域创业。不同就业选择所获取收入的类型、

择业动机和期望效用不同。已有研究主要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农业政策特征、城市务工环境、务

农机会成本等方面探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但忽视了劳动力自身金融素养对其就业选择及雇

佣决策的影响，本文试图阐释农民金融素养与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之间的内在关联关系（如图 1所示）。

1.农民金融素养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机理分析。依据家庭劳动力配置理论可知，理性的家庭

劳动力配置决策要求农民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对不同生计选择的成本、收益及经济风险等作出清晰的判

断和衡量。金融素养高的个体往往表现出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在参与劳动力

市场的竞争中拥有比较优势。农民对工资雇佣和自我雇佣的决策取决于不同形式就业选择所引致的家

庭经济风险、就业选择成本、家庭收入稳定性和成长性等的综合比较。如果工资雇佣较自我雇佣能够

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实现家庭经济风险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金融素养高的农民倾向于选择工资

雇佣；反之，金融素养高的农民倾向于采取自我雇佣的生计决策。农业和非农领域创业型就业是农民

实现自我雇佣的较高形态。鉴于农民创业是包含投资、融资及风险管理等决策的系统性过程，投资方

案的合理规划、融资渠道的高效选择、风险规避措施的及时采用等，均需创业者具备一定的金融素养，

农民金融素养与其创业型就业之间存在内在逻辑关联。一方面，农民是否选择创业是基于对创业和不

创业两种就业选择的收益、成本及风险的直接衡量，同时，创业作为一种风险投资形式，直接反映个

体在风险资产（创业资本）与无风险资产间配置的结果。金融素养直接作用于个体的资产配置决策，

亦直接影响个体对创业与否的综合效用比较，因此，金融素养可直接影响农民创业型转移。另一方面，

金融素养高的农民，其信贷知识更全面，融资意识更积极，对金融市场了解更充分，对自身金融市场

参与能力持有较强信心，个体倾向于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较低的成本获取更多融资，缓解资金约束

对创业选择的抑制作用；同时，风险规避意识强的个体对创业风险的感知较为敏锐，倾向于积极采取

互助担保等金融合作形式和预防性储蓄等措施，防范创业风险，即金融素养间接影响农民创业型就业。

因此，金融素养的提升有助于农民实现充分就业尤其是促进其创业型就业，推动劳动力供给市场发育。

2.农民金融素养对农村劳动力雇佣的影响机理分析。雇佣劳动力是规避家庭经济活动风险、实现

收益最大化的重要手段，且创业农民比一般农民具有更强的雇佣劳动力需求。鉴于经营规模扩大、业

务量增长等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农民尤其是创业农民除投入自家劳动力外，亦会适时采取短期或长

期雇佣劳动力决策，以实现部分生产和服务环节的外包，保障生产经营活动的有序运转。金融素养越

高的农民，尤其是创业农民，对是否雇工经营的成本、收益及风险的计算越精确，在支付合理工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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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劳动力扩大投资方面的决策越理性。当雇佣劳动力有助于减少损失和机会成本，规避更多创业风

险和增加更多创业收益时，金融素养越高的农民越有可能成为有雇佣劳动力的创业者。因此，金融素

养的提升有助于促进农民劳动雇佣决策的实施，推动劳动力需求市场发育。

间接影响

（自我雇佣）

金融素养

小农户

农业规模经营

非农创业型转移

融资意识及能力

风险管理意识及能力

工资雇佣型转移（受雇佣）

直接影响

劳动力雇佣

雇工/非雇工经营

成本收益及风险

（雇佣他人）

图1 农民金融素养对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影响机理

调查样本中创业农民
①
和非创业农民的比例分别为 46.57%和 53.43%，其中，农民存在涉农创业、

非农创业行为的分别占样本总数的 30.49%和 16.83%；创业农民中存在短期和长期雇佣劳动力
②
的比例

分别为 50.33%和 28.78%，且短期雇佣和长期雇佣劳动力数量均值分别为 12人和 3人。本文以通货膨

胀、储蓄、贷款、信用、风险五个方面题项
③
测量农民金融素养水平，采取得分法进行赋值（即单个题

项回答正确得 1分，否则得 0分）。结果显示，样本金融素养得分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5，均值为 2.80，

标准差为 1.20，且得分为 3及以下的比例为 70.04%。将样本金融素养水平按低于（等于）均值、高于

均值划分为低金融素养组和高金融素养组。主要变量相关性分析（见表 1）表明，农民金融素养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民创业行为、涉农与非农创业行为、短期及长期雇佣劳动力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

影响。不同金融素养组样本劳动力市场参与的组间差异性比较（见表 1）结果表明，创业行为和创业

①
农民创业范畴界定如下：①涉农创业指在种植业、养殖业、林业和渔业等传统农业领域实施规模经营、开展新业务和建

立新组织等涉农经济活动；②非农创业指在工商业领域开展商业流通、从事三产服务、创办企业等非农经济活动。

②
短期雇佣反映不具有稳定性的雇佣关系，如临时工、短期工等，多以日为单位进行劳动报酬的核算；长期雇佣反映具有

相对稳定性的雇佣关系，多表现为全年雇佣，且以月为单位进行劳动报酬的核算。

③
金融素养测量题项：①通货膨胀产生后，同样 100元钞票能买到的东西与现在相比如何？选项包括不知道、变多了、

一样、变少了；②假设您将 100元钱定期储蓄三年且期间不支取，若三年期定期储蓄的年利率是 3%，三年到期后您能

取出多少钱？选项包括算不出来、103元、106元、109元；③若某人向银行贷了笔 30万元贷款，贷款期限为 10年时每

月需还款额高于贷款期限为 20年时每月需还款额，则哪种贷款总利息支出更低？选项包括不知道、20年期、10年期；

④某人在A银行有贷款不良信用记录会对其在B银行申请贷款产生不利影响，您是否同意？选项包括不知道、不同意、同意；

⑤您是否同意“购买一只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的风险要比购买单一股票的风险低”？选项包括不知道、不同意、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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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劳动力雇佣行为在不同金融素养组间存在显著差异性，即金融素养高的农民涉农创业和非农创业

行为、创业农民短期和长期雇佣劳动力行为的发生概率更高。

表 1 主要变量相关性检验及不同金融素养组样本劳动力市场参与组间差异性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不同组间差异性比较采取独立样本 t检验。

（二）农民金融素养对农村土地市场发育的影响机理分析

土地“三权分置”改革背景下，土地经营权流转是当前农村土地产权交易的重要表现形式。诸多

研究基于机会成本理论（罗必良、郑燕丽，2012）、劳动力迁移理论（陈飞、翟伟娟，2015）和交易费

用理论（冀县卿等，2015）等不同视角解析农民农地流转决策的机理，但鲜有研究关注金融素养与农

民农地产权交易行为的内在关联。鉴于农民土地转出和转入交易行为分别反映农民以要素供给者和需

求者身份参与土地要素流动，且土地转出和转入行为的诱因既存在共性也存在差异性，本文立足农民

理性经济人假设，阐释供需视角下金融素养对农民农地转出和转入交易的影响机理（如图 2所示）。

1.农民金融素养对农村土地转出交易的影响机理分析。一方面，投资理财知识丰富的农民，对保

有农地的机会成本（农地转出租金）、农业与非农经营比较收益、农地转出引致的潜在失地风险等有较

清晰的衡量和判断，因而倾向于在保有农地或转出农地获取租金，抑或从事非农就业等决策之间进行

博弈并作出理性选择，以实现收益最大化、成本及风险最小化。因而，金融素养直接影响农民农地转

出交易。进一步分析可知，短期内农地专用型资产不改变条件下，农民难以随意变更农地投资类型，

保留原有农地的经营收入等农地转出的机会成本较为明确，且在一定时期和特定区域内农地转出的平

均租金水平变化较小，货币或实物形式的租金等农地转出的预期收益较为明确。此外，农地承包经营

权受法律和流转合同保护，潜在失地风险等农地转出的风险较小。因此，总体上农民农地转出交易的

成本、收益及风险的确定性程度较高，金融素养有助于农民作出理性的农地转出决策。另外，考虑到

不确定性情境下农民理性经济决策还受到其风险偏好的影响，且不确定性程度越高，风险偏好发挥的

作用越大，因而在金融素养影响农民农地转出交易的关系中，风险偏好对农民农地转出交易的影响可

能较弱。另一方面，储蓄、信贷、风险、信用等金融知识较全面的农民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较

多的非农就业选择及相应较高的预期工资水平，转出农地从事非农经营的倾向性更强；加之金融素养

高的农民关于农地流转的交易缔约能力较强，有利于降低讨价还价、契约执行等交易费用，促进农地

转出交易。因此，金融素养亦间接影响农民农地转出交易。总之，金融素养可通过直接和间接作用路

创业型就业 劳动力雇佣

创业行为 涉农创业行为 非农创业行为 短期雇佣 长期雇佣

相关系数 金融素养 0.32*** 0.20*** 0.20*** 0.10*** 0.23***

低金融素养组 0.29 0.20 0.09 0.31 0.16

均值比较 高金融素养组 0.58 0.37 0.22 0.42 0.33

差异 0.29*** 0.17*** 0.13*** 0.11** 0.16***

样本量 1325 1325 1325 617 617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5%86%80%e5%8e%bf%e5%8d%bf&code=09317562;09303827;32737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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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农地转入租金、非农就业收入等机会成本

收益：农地规模经营收入

风险：农地经营市场风险、自然风险等

金融素养 土地转出交易土地转入交易

风险偏好

农户行为能力

交易缔约能力

间接影响 间接影响

人力资本水平

交易缔约能力

成本：保留农地的收入等机会成本

收益：货币或实物形式的租金

风险：潜在失地风险

径影响农民农地转出理性决策，有助于农地供给市场的发育。

图 2 农民金融素养对农村土地市场发育的影响机理

2.农民金融素养对农村土地转入交易的影响机理分析。一方面，金融素养高的农民能清晰计算从

事农业和非农经营的成本及收益，尤其能理性衡量农地小规模分散经营的机会成本和专业化经营的规

模效益，并充分认知转入农地从事规模经营的风险；当转入农地相较于维持现有经营规模可获取更多

收益时，农民倾向于转入农地。因此，金融素养直接影响农民农地转入交易。进一步分析可知，因在

一定时期和特定区域内农地转入的平均租金水平较为固定，而其非农就业收入等机会成本则不确定；

且农地经营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等农地转入风险较大，加之农地转入的收益（主要指农地经营收入）

因受农地经营风险等影响而难以准确估算，因此，总体上农民农地转入交易的成本、收益及风险的不

确定性程度较高。此外，鉴于风险偏好在不确定性情境下对个体理性经济决策发挥较大作用，除考虑

金融素养的影响外，风险偏好型的农民更倾向于选择风险较大的农地转入决策。另一方面，金融素养

越高的农民，关于生产资金获取、财务收支管理等技能越好，因而从事农业规模经营的行为能力越强；

加之金融素养越高的农民参与农地流转交易能力尤其是议价能力越强，能降低农地流转市场参与成本，

促进农地转入频率和转入规模的提高。因此，金融素养亦对农民农地转入交易产生间接影响。总之，

金融素养可通过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影响农民农地转入的理性决策，有助于农地需求市场的发育。

调查样本农户 2017年参与农地转入交易和农地转出交易的比例分别为 60.82%和 20.15%，平均交

易量分别为 7.26亩和 1.42亩，这表明陕西和宁夏农村地区农地流转交易虽整体较为活跃，但平均交易

规模较小。主要变量相关性分析（见表 2）显示，金融素养与农民有无农地转入交易及交易规模、有

无农地转出交易及交易规模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不同金融素养组样本土地

要素市场参与的组间差异性比较（见表 2）结果表明，土地转出和转入交易行为在不同金融素养组间

存在显著差异性，即高金融素养组农民参与土地转出交易的概率及转出规模、参与土地转入交易的概

率及转入规模均显著高于低金融素养组。

（
土
地
供
给
市
场
）

直接影响直接影响

（
土
地
需
求
市
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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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变量相关性检验及不同金融素养组样本土地市场参与组间差异性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不同组间差异性比较采取独立样本 t检验。

（三）农民金融素养对农村资本市场发育的影响机理分析

传统金融市场和新型金融市场并存发展是当前中国农村资本市场的典型特征。以信用、担保等方

式为主的农村传统资本借贷因对人情关系的依赖性较高，加之现有征信体系发展滞后等原因，难以对

缓解农民融资难问题发挥长效作用。为突破农民有效抵押物不足的问题，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以下

简称农地抵押）贷款在全国 232个县区得以试点和推广，同时也面临诸多发展瓶颈。此外，互联网金

融正在积极向农村地区渗透，为农村资本市场注入新的活力，但受制于农村软硬件环境，中国农民面

临严重的互联网金融排斥，且互联网储蓄排斥和信贷排斥的比例高于互联网支付排斥（何婧等，2017）。

鉴于农民金融素养在农村传统资本市场中的作用已得到学界共识，本文重点探究农民金融素养对以农

地金融市场和互联网金融市场为典型代表的农村新型资本要素市场发育的影响机理（如图 3所示）。

1.农民金融素养对农村传统资本市场发育的影响机理分析。大量研究证实，金融素养显著影响金

融市场参与主体的传统信贷行为，并体现在个体信贷需求、信贷产品选择、信贷成本及信贷合约执行

等方面。金融素养水平高的家庭表现出更高的信贷需求和正规信贷参与积极性，其正规信贷约束较低

且信贷质量整体较高（Davidson，2002）。提高个体金融素养水平有助于增强其对借贷条款、金融市场

风险与责任等的理解，促使其在信贷渠道和信贷产品选择方面实现低成本决策（Gathergood，2012）。

另有研究发现，金融素养水平高的消费者理性借贷及按期足额还款的概率更高（Sevim et al.，2012）。

农民是农村资本要素市场的主要需求者，但同时部分农民以资金供给者身份开展无息、低息或高息等

不同形式的民间放贷。农民是否参与私人放贷既受个体金融素养水平的制约，但也在较大程度上依赖

于人情关系。上述研究为探讨农民金融素养与农村新型资本市场发育的关联关系提供诸多有益借鉴。

2.农民金融素养对农村新型资本市场发育的影响机理分析。从农地金融市场层面看，已有研究多

聚焦于个体及家庭特征、土地特征、抵押风险、抵押程序及价值评估等方面探究农民农地抵押贷款响

应行为的影响因素，但鲜有研究关注农民金融素养对其农地抵押融资交易参与决策的作用。不考虑农

地抵押贷款供给约束时，金融素养可通过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影响农民农地抵押贷款需求及参与行为。

一方面，农民金融素养水平越高，对信用贷款、担保贷款和抵押贷款等各类贷款条款的理解和掌握程

度越好，对不同融资渠道所需投入的成本、可能产生的收益及预期可得性的评估越理性，当农地抵押

土地转出交易 土地转入交易

有无土地转出 土地转出规模 有无土地转入 土地转入规模

相关系数 金融素养 0.03* 0.01* 0.18*** 0.15***

低金融素养组 0.12 1.03 0.15 4.91

均值比较 高金融素养组 0.24 2.36 0.29 47.19

差异 0.12** 1.33* 0.14** 42.28***

样本量 1325 1325 1325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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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相较于农民可触及的其他融资渠道成本更低、效率更高、需求更易满足时，农民将优先选择农地

抵押贷款，即金融素养直接影响农民农地抵押贷款需求及参与决策。另一方面，金融素养水平高的农

民，对农地抵押贷款申请及办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交易风险、信用风险和农地被处置风险等的感知和

识别能力较好，农地抵押风险承受能力和规避能力较强；同时，金融素养水平高的农民能更高效地搜

寻和处理农地抵押贷款相关信息，更好地熟悉和把握农地抵押贷款政策及流程，参与农地抵押贷款业

务的申请和办理能力更强，即金融素养间接影响农民农地抵押贷款需求及参与决策。本课题组前期研

究已证实，金融素养显著促进农民农地抵押贷款需求，且农地抵押贷款供给约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

金融素养对农民农地抵押贷款需求的正向作用（苏岚岚等，2017），但金融素养对农民农地抵押贷款参

与程度、资金利用及其效果等方面的影响有待进一步实证检验。此外，随着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进

和农地金融的深入发展，农地证券化、农地信托、农地入股合作社等新型农地流转融资模式将在更大

地域范围内得以推广和实践，因而，提升农民金融素养水平有益于农地金融市场的长足发展。

从农村互联网金融市场层面看，互联网金融因具有跨越时空、对象均等特征而蕴藏着巨大的发展

潜力，然而，农村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开拓有赖于农民互联网素养和金融素养的协同提升。随着农村互

联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互联网知识培训的日趋专业化，农民互联网素养的整体水平得以较快提高，

而其金融素养的提升相对滞后，因此，金融素养水平偏低仍是制约农民互联网金融参与深度和广度的

重要原因。金融素养高的农民对互联网支付（包括使用微信、支付宝、财付通等进行支付）、互联网理

财（包括使用余额宝等储蓄产品及采用理财App购买保险、证券或基金等产品）、互联网借贷（包括

使用 P2P、京东贷、旺农贷、花呗等）及互联网众筹（包括使用人人投、众筹客等股权型众筹以及轻

松筹、水滴筹等公益型众筹）等的成本、收益及风险有较为理性的认知和判断，直接影响其在互联网

金融市场中的参与决策。同时，金融素养水平越高，农民互联网金融市场参与能力越强，更容易完成

互联网金融业务操作，能更有效规避互联网金融风险和维护自身的金融权益，更大限度获取互联网金

融市场参与收益。此外，随着农民互联网金融思维的逐步形成，少量农民以资金供给者身份积极参与

网上投资理财和平台放贷，并将其作为获取利息等财产性收入的新渠道，体现了较高的金融素养水平。

新型资本借贷

农地金融市场

农地抵押、农地证

券化、农地信托、

农地入股合作社

等

互联网金融市场

互联网支付、互联

网理财、互联网借

贷、互联网众筹等

间接影响

风险偏好

业务办理能力

互联网素养

直接影响

农地金融化供给约束

金融素养

直接影响

直接影响

信贷需求

信贷获取能力

间接影响

传统资本借贷

非正规信贷

正规信贷

图3 农民金融素养对农村资本市场发育的影响机理



农民金融素养与农村要素市场发育的互动关联机理研究

- 12 -

调查样本农户 2015～2017年获得过非正规信贷、正规信贷（农地抵押贷款除外）、农地抵押贷款

的比例分别为 43.25%、38.26%和 28.75%，且相应的均值分别为 5.14万元、17.16万元和 3.62万元；

样本农民使用互联网支付、互联网理财、互联网借贷及互联网众筹的比例分别为 64.36%、9.77%、6.31%

和 17.63%。如前文所述，已有研究证实，金融素养对缓解农民信贷约束、增强农民融资可得性、促进

农民农地抵押贷款行为响应等具有显著作用。主要变量相关性分析（见表 3）结果显示，农民金融素

养与其互联网支付、互联网理财、互联网借贷、互联网众筹等使用行为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存在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不同金融素养组样本互联网金融市场参与的组间差异性比较（见表 3）结果表明，

农民互联网支付、互联网理财、互联网借贷和互联网众筹的使用在不同金融素养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即金融素养水平高的农民参与互联网金融市场的概率更高。

表 3 主要变量相关性检验及不同金融素养组样本互联网金融市场参与组间差异性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不同组间差异性比较采取独立样本 t检验。

四、农民金融素养与农村三大要素市场发育的互动关联系统构建

基于前文分析，本文将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力就业和劳动力雇佣归结为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即“人

动”），将土地市场中的土地转出交易和转入交易归结为土地要素的流动（即“地动”），将资本市场中

传统资本借贷和新型资本借贷归结为资金要素的流动（即“钱动”），以系统探究农村三大要素市场发

育及整合。诸多研究证实，农村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三大要素的流动具有两两关联性特征。如农民非

农就业与农地转出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胡新艳等，2017），非农就业尤其是非农创业显著促进

农民正规信贷参与（米运生等，2017），而正规及非正规金融市场参与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创业（刘雨

松、钱文荣，2018）；农地转入与借贷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胡新艳等，2017），且农地转出促

进农民职业非农化并显著增强其信贷需求及信贷可得性（米运生等，2017），而正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

对农民农地转入及转入规模均产生显著正向作用（许泉等，2016）。鉴于农村三大要素市场发育之间存

在内在互动逻辑，并且金融素养从不同层面影响各单一要素市场的发育，本文试图进一步构建动态视

角下农民金融素养与农村三大要素市场发育的互动关联系统（如图 4所示），阐释其局部关联机理，

并剖析其整体运行逻辑，以期以农民金融素养为支点撬动农村各要素市场的整合发展。

1.农民金融素养与农村要素市场“人动—地动”的互动关联。提升农民金融素养水平，有助于促

进农村劳动力的工资雇佣型或自主创业型流动，并推动农民参与农地流转交易。农民金融素养水平的

互联网支付 互联网理财 互联网借贷 互联网众筹

相关系数 金融素养 0.40*** 0.23*** 0.21*** 0.16***

均值比较

低金融素养组 0.43 0.02 0.01 0.11

高金融素养组 0.79 0.15 0.10 0.22

差异 0.35*** 0.13*** 0.09*** 0.11***

样本量 1325 1325 1325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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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通过作用于“人动”进而影响“地动”，亦通过作用于“地动”进而影响“人动”。具体表现为：

金融素养高的农民其就业选择能力较强，工资雇佣型就业或自主创业的倾向性更高。农村劳动力的工

资雇佣型转移、农业和非农领域的自主创业等生计选择均影响农民对农地的依赖性和价值认知，农业

领域内创业对规模经营的需求促进农民农地转入交易，而非农创业对农地的排斥性一定程度上引致农

民农地转出交易。同理，金融素养高的农民参与农地资产配置和农地流转市场交易的能力较强，可通

过农地转入实现农业领域内创业，也可通过农地转出获取财产性收益或解除非农就业的农地牵连进而

实现非农就业转移。此外，农民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的要素流动可增强其资产配置能力、

财务规划能力和现金管理能力等，进而促进其内在金融素养的累积。

2.农民金融素养与农村要素市场“人动—钱动”的互动关联。一方面，农民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

增强其劳动力市场参与自由度和参与程度，并同时影响其资本市场参与决策。另一方面，农民金融素

养水平的提升通过影响“人动”间接作用于“钱动”，亦通过影响“钱动”间接作用于“人动”。具体

表现为：农民金融素养的提升有益于促进农村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农民工资雇佣型和自主创业型转移

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资金需求，前者用以满足工作搜寻、稳定居所等需要，后者则用以满足扩大规模、

雇佣劳动力或开展新业务等初始创业资金或周转资金的需要。因而，农村劳动力不同的流动形式对农

民传统金融市场或新型金融市场的参与决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同理，金融素养越高的农民在资本

市场上获取借贷资金的能力越强，进而增加其就业选择的自由度尤其是增加其农业和非农领域创业的

概率，提升其对资金门槛较高行业的进入能力。此外，农民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的要素流

动亦会通过“干中学”效应促进农民金融素养的提升。

3.农民金融素养与农村要素市场“地动—钱动”的互动关联。如前所述，提升农民金融素养水平

可促进其土地流转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单一市场参与。进一步地，农民金融素养水平的提升可通过促进

“地动”进而推动“钱动”，亦可通过促进“钱动”进而推动“地动”。具体表现为：金融素养高的农

民参与农地流转市场的决策更显理性。农地转入需要支付一定的租金，且需投入相应的农地生产经营

成本，一定程度上激发农民信贷需求，促进其资本要素市场参与；而农地转出使农民获得相应的农地

流转收益，有助于缓解农民资金约束，但同时农地转出促使农民选择门槛相对较高的非农行业就业，

进而产生更强烈的信贷市场参与需求。因此，农地产权交易参与直接或间接影响农民金融需求及其规

模。同理，金融素养高的农民在参与资本市场、获取借贷资金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融资约束的缓解有

助于其转入农地开展规模化经营或转出农地实现非农就业转移。此外，如前所述，农民在土地市场和

资本市场中的多样化参与实践有益于提高其金融素养水平。

4.农民金融素养与农村三大要素市场发育的互动关联系统运行逻辑。金融素养水平的提升既促进

农民以要素需求者身份积极参与农村各要素资源的获取，也推动其以要素供给者身份主动参与农村各

要素资源的供给。农村要素市场各主体以多样化的要素供需参与实践助力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

的充分有序流动，同时，各单一要素市场的协同成长及紧密关联加速农村各要素市场的匹配发展。因

此，农民金融素养的纽带作用在于通过激发农村要素市场各主体参与要素供需的能动性，最大限度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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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动”

土地转出交易

土地转入交易

“人动”

劳动力就业（工资雇佣型、创业等自我雇佣型）

劳动力雇佣

劳动力市场

“钱动”

传统资本借贷

新型资本借贷

资本市场土地市场

金融素养

活农村各要素市场的循环关联系统，并在参与要素流动的实践中得以持续提升，不断生成要素流动新

的循环，最终促进农村各要素市场的整合发育。

图4 农民金融素养与农村三大要素市场发育的互动关联系统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梳理了国内外金融素养理论研究的演进，立足农村需求侧，从金融素养视角切入，系统探究

了农民金融素养与农村三大要素市场发育及整合的互动关联机理。随着金融素养研究扎实推进和中国

农村要素市场化加快发展，创新性拓展金融素养理论研究视域和研究框架，尤其是从农村要素市场整

合发育层面深入挖掘农民金融素养对农村经济福祉的影响应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关注的重要议题。研

究发现，农民金融素养与农村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均存在内在联结关系，且农民金

融素养在农村三大要素市场互动关联系统中发挥重要纽带作用，提升农民金融素养水平不仅有助于促

进农村各单一要素市场的发育，而且有益于推动农村各要素市场均衡匹配发展，促进“人动—地动—

钱动”的要素市场互动关联系统的形成和完善。

上述研究结论为提升农民金融素养以加快农村要素市场整合发育、有力支撑农业供给侧改革提供

有益思考和政策启示。一是推进农村要素市场供给侧改革的同时，也应从需求侧发力，多渠道提高农

民金融素养水平，促进其三大要素市场参与能力和参与程度的提升。具体措施包括增加金融知识课程

教育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学的比重，推动高校、政府和金融机构以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金融知

识培训，搭建和利用以互联网和现代通讯手段为依托的农村信息综合服务平台传播金融信息，不断拓

展农民金融知识积累渠道；鼓励银行或信用社就近开展金融业务办理模拟培训活动，将金融知识教育

融入到实务操作之中，增强农民金融业务办理能力和金融产品的利用能力；加强宣传引导，积极营造

农民自主学习金融知识、重视提高金融技能、主动利用金融服务生产生活的良好氛围，强化农民金融

意识。二是应协调推进“人动—地动—钱动”，促进农村三大要素市场均衡发展和良性互动，激活市场

和主体，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实现多重政策效应的叠加和强化。构建“人动—地动”的互动机制，

既促进劳动力由工资雇佣型流动转向门槛较高、增收空间较大的自主创业型流动，也支持农地产权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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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市场的制度完善和各类中介组织的规范化发展，推动农地规模化经营；构建“人动—钱动”的互动

机制，既鼓励劳动力创业型就业，也支持创业型资本借贷市场发展，引导更多金融资本服务于劳动力

就业，尤其应支持和规范互联网金融发展，以有效匹配劳动力市场不同类型劳动力要素流动所产生的

多样化金融需求；构建“地动—钱动”的互动机制，既撬动农地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也促进农地资

本化和农地金融的深化，实现农地市场与农村金融市场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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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actionMechanisms between Farmers' Financial Literac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FactorsMarket

Su Lanlan KongRong

Abstract: The enhancement of farmers’ financial literacy would encourage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factors market and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rural factors market. Based on this theoretical logic, this article conducts a systematic summary of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financial literacy. The study interprets the internal association mechanisms between farmers’ financial literac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factors market, explores and constructs the interaction system between farmers’ financial literacy and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three major factors markets, labor, land and capital market from dynamic perspective, and analyzes the local and

overall operation logic of this system. This study finds that improving the level of farmers’ financial literacy can help them

participate in the rural factors market as both factors demanders and suppliers, and promote the full flow of labor, land, capital and

other elemen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single factor market.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taking farmers’ financial literacy as the

linkage can effectively activate the interaction system of rural factors market. This is beneficial to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farmers’ financial literacy in the practice of factors flow and the constant generation of new cycles of factors flow at the same time.

As a result, the equilibriumdevelopment and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rural factorsmarketswill eventually be realized.

KeyWords:Farmers’Financial Literacy;Rural FactorsMarket; Interaction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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