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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rtgage of farmland management right is one of the main contents of rural finance. It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analyze farmers’ willingness to farm land 
management right mortgag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agricultural 
supply side. This paper is based on a survey data of 289 farmers in Heze city, contingency table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willingness of rural land management right mortgage loa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farmers’ willingness to rural land management 
right mortgage loan was mainly affected by age, education level, cultivated land scale, cognition of 
land policy. Based on these studies, we put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ing devel-
opment of rural land management right mortgage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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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地经营权抵押是农村金融的主要内容之一，分析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对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山东省菏泽市289位农户的调查数据为依据，运用

spss列联表分析法，对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与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农户农地经

营权抵押贷款意愿相对较高，但也有部分农户不愿意抵押贷款。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主要受年

龄、受教育程度、土地经营规模和相关政策认知程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进农户农地经营权

抵押贷款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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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地金融改革开始于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当时的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着农村资金匮乏、农业危机

频繁和农民遭受高利贷盘剥等问题，一些国家便先后建起了各具特色、适合地区发展的土地经营权贷款

模式，引导城市反哺农村，支撑农业现代化发展[1]。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农业人口逐渐向

非农领域转移，土地流转行为发展迅猛，农民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各类分化，出现了家庭农场、合作社和

农业公司等众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但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仍然是我国农业最直接最主要的生产经营

模式[2]。我国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农业生产活动也随之呈现出多元

化的趋势，当前形势下的农业生产和经营活动，农户对生产资金的需求愈来愈旺盛，农户贷款的需求也

随之进入上升通道。 
农地经营权抵押的改革、创新与完善已成为新形势下全面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发展土地

市场的关键以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之一[3]。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

员创业创新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提到要在金融上推动落实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以及

农业设施、农机具抵押贷款等试点政策。同年，农业部和中国农业银行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项目的通知》提出创新担保方式，扩大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等新型抵质押方

式的适用范围。2016 年 12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支持政策促进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强调有

序推进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快农村金融创新，将提高金融业

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为创新农地金融发展提供了具体指引。 
长期以来，国内诸多学者围绕农地使用权抵押方式[4]、影响因素[5]、农地金融制度构建[6] [7]等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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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研究。同时，基于农户和家庭农场等微观视角的研究也相对展开，且有研究表明非试点村的家庭农场

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较高[8]。从金融机构的视角来讲，相关研究发现商业银行对发展土地金融业

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存在农地抵押业务种类单一、农地价值评估标准不一等问题[9]，有必要拓展农村

金融业务范围，发展农地抵押业务[10]。此外，全国 22 个省(市)试点已初见成效，总结了许多有价值的

经验。但能否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成果，不仅要考虑试点地区政府和金融机构的供给以及各类

农户的有效需求，更不可忽视的是非试点地区农户的有效需求也是需求侧的重要部分。 
基于此，本文基于农户微观视角，分析非试点地区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厘

清当前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发展的矛盾，理顺农地抵押贷款的发展思路，据此揭示非试点地区与试点地

区之间的共性因素，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作者的毕业论文课题“我国农地金融的障碍因素与政策创新研究”于 2017
年 7~9 月进行的实地调研获取的部分数据，调研组对山东省菏泽市的典型区域进行土地流转(转入)的部

分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此次调查范围仅限于土地转入农户，并认为转出土地和无流转行为的

农户不具备农地抵押融资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因此根据菏泽市土地流转的现状特征选取典型区域的样本

农户进行科学调研，发放调查问卷共计 330 份，回收并剔除存疑、无效问卷后，获得 289 份有效问卷，

有效比例为 87.58%。 

2.2.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本文主要选择 289 位农户的有效调查问卷为研究依据，对影响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的主要

因素归纳为内部因素(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外部因素(土地经营特征、政策认知程度)来进行统计分析，并

采用统计分析软件 spss 中的列联表(crosstabs)分析法，分析问卷中典型问题，细化研究农户农地经营抵押

贷款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3. 样本总体情况 

3.1. 样本农户简要描述 

本研究受访农户中，男性农户较多、女性农户较少，年龄跨度从 20 岁到 74 岁，平均年龄 47 岁；农

户年龄多半集中在 40 岁到 60 岁之间，占比 76.82%；农户受教育程度不高，且学历层次也较低，初中及

以下占 75.78%；家庭年均收入大部分超过 5 万，占比 50.52%；据农户参保统计显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保险的有 277 户，参保率高达 95.85%；参加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的有 217 户，占比 75.09%，说明调研

区域的新农合和养老保险覆盖面较为广阔(表 1)。 

3.2. 样本农户土地经营管理现状 

在 289 位受访农户中，耕地面积规模多集中在 10 亩到 20 亩之间，占总数比例的 55.36%；固定资产

超过 20 万的农户仅有 43 位，占总数的 14.88%；经营年限集中在五年及以下的农户居多，占 54.67%；需

要关注的是拥有土地流转书面合同的农户仅为 51 户，占总数的 17.65%；口头协议约定的有 176 户，占

比最多、为 60.90%；无流转合同的农户有 62 位，占比 21.45%，而且受访农户多半没参加农业合作社；

对相关政策认知程度在“了解”层次的仅占 12.46%，绝大部分对政策的认知不了解或了解一些(表 2)。 

https://doi.org/10.12677/gser.2018.71003


谷国政，张全景 
 

 

DOI: 10.12677/gser.2018.71003 18 地理科学研究 
 

Table 1. Basic situation of farmers interviewed 
表 1. 受访农户基本情况 

农户基本情况调查 人数(人) 比例(%) 

性别 
女 53 18.34 

男 236 81.66 

年龄 

40 岁以下 46 15.92 

40 岁~50 岁 149 51.56 

51 岁~60 岁 73 25.26 

60 岁以上 21 7.27 

劳力数 

2 个以下 93 32.18 

2 个~4 个 144 49.83 

4 个以上 52 17.99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89 30.80 

初中 130 44.98 

高中 57 19.72 

大专及以上 13 4.5 

家庭年均收入 

2 万以下 82 28.37 

2 万~5 万 61 21.11 

5 万以上 146 50.52 

参保情况 
新农村医疗保险 277 95.85 

新农村养老保险 217 75.09 

 
Table 2. Farmers’ cognition situation of land management and related policies 
表 2. 农户土地经营管理现状及相关政策认知情况 

土地经营现状调查 人数(人) 百分比(%) 

耕地面积 

10 亩以下 54 18.69 

10 亩~20 亩 160 55.36 

20 亩以上 75 25.95 

固定资产 

10 万以下 94 32.53 

10 万~20 万 152 52.60 

20 万以上 43 14.88 

经营年限 

1 年及以下 38 13.15 

2 年~5 年 120 41.52 

6 年~9 年 99 34.26 

10 年及以上 32 11.07 

流转合同 

无 62 21.45 

有，口头约定 176 60.90 

有，书面合同 51 17.65 

农业合作社 
不参加 187 64.71 

参加 102 35.29 

政策认知 

不了解 142 49.13 

了解一些 111 38.41 

了解 36 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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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分析 

4.1. 农户农地抵押贷款意愿总体情况 

对于已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或通过其他方式筹集资金的农户，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资金缺口。调查

简单统计出，贷款基本满足的农户有 139 位，占总数的 48.10%；不能满足的农户有 150 人，占比 51.90%，

这里没有对贷款的满足程度再进行细分。鉴于抵押物缺少是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主要障碍已在学

术界达成共识，本研究进一步统计农户农地经营权作为抵押物时的贷款意愿。据数据资料显示，调查受

访的 289 位农户中有 232 位表达了自己的意愿，无潜在意愿的农户为 57 户，仅占总数的 19.72% (表 3)。 

4.2. 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现有文献中关于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的调查研究，多采用二元选择进行意愿调查设计，运

用 Logistic 模型进行参数估计，但单纯“1 (愿意)和 0 (不愿意)”的意愿调查在农户对这一问题的真实态

度和意愿反映中不够细致[11]。基于此，本文采用统计分析软件 SPSS 中的列联表(crosstabs)分析方法，

针对调查问卷中典型问题逐一进行剖析，进而显化出影响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的各项因素。 
在对农户年龄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关系分析中，选择“不愿意”的农户中，50 岁以下的农户

占 55%，50 岁以上的农户占 45%，基本持平。选择“愿意”的农户中，50 岁以下的农户占 74%，50 岁

以上的农户占 26%。50 岁以下和 50 岁以上的农户选择“合适利率条件下可以”的分别占 69%和 31% (表
4)。数据表明，年龄越小的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越强烈，同时农户倾向选择“合适利率条

件下”进行贷款，说明了农户对贷款的风险较为敏感。 
在对农户受教育程度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的关系分析中，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农户中，选择“不

愿意”的和选择“合适利率条件下可以”的出现相同的比例，皆为 40%；选择“愿意”的农户占 20%。

初中学历的农户中，选择“不愿意”的占 12%，选择“愿意”的占 42%，选择“合适利率条件下可以”

的占 46%。高中学历的农户中，选择“不愿意”的占 17%，选择“愿意”的占 39%，选择“合适利率条

件下可以”占 44%。大专及以上的农户中，选择“不愿意”的占 8%，选择“愿意”的占 15%，选择“合

适利率条件下可以”占 77% (表 5)。数据表明，随着学历层次的提升，农户贷款的潜在需求也随之增长，

但选择“合适利率条件下”的占比上升显著，说明了学历提升的同时也带动了农业经济人投资理性的提升。 
 
Table 3. The status and potential demand statistics of farmers’ land management right mortgage 
表 3. 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现状与潜在需求统计 

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潜在需求统计 人数(人) 百分比(%) 

贷款是否满足 
不能满足 150 51.90 

基本满足 139 48.10 

潜在需求 
无 57 19.72 

有 232 80.28 
 
Table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ge of farmers and mortgage willingness of farmland management right 
表 4. 农户年龄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的关系 

问题 意愿 
年龄分组数据 

合计 
40 以下 40~50 50~60 60 以上 

你愿意以农地经营权抵

押来申请获取贷款吗？ 

不愿意 6 28 19 9 62 

愿意 17 54 21 4 96 

合适利率条件下可以 23 67 33 8 131 

样本数 46 149 73 21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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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farmers and mortgage willingness of farmland management right 
表 5. 农户受教育程度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的关系 

问题 意愿 
农户受教育程度 合计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你愿意以农地经营权抵

押来申请获取贷款吗？ 

不愿意 35 16 10 1 62 

愿意 18 54 22 2 96 

合适利率条件下可以 36 60 25 10 131 

样本数 89 130 57 13 289 

 
在对农户土地经营面积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的关系分析中，选择“不愿意”的农户中，10 亩

以下的农户占 50%，10 亩到 20 亩的农户占 48%，20 亩以上的农户仅占 2%。选择“愿意”的农户中，

10 亩以下的农户仅占 7%，10~20 亩的农户占 54%，20 亩以上的农户占 39%。选择“合适利率条件下可

以”的农户中，10 亩以下的农户占 12%，10 亩到 20 亩的农户占 60%，20 亩以上的农户占 28% (表 6)。
数据表明，农户土地经营面积越大，对贷款的潜在需求就越强烈。 

在对农户政策认知程度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的关系分析中，不了解相关政策的农户中，选择

“不愿意”的占 25%，选择“愿意”的占 30%，选择“合适利率条件下可以”占 45%。了解一些相关政

策的农户中，选择“不愿意”的占 23%，选择 “愿意”的占 35%，选择“合适利率条件下可以”占 42%。

了解相关政策的农户中，选择“不愿意”的占 3%，选择“愿意”的占 42%，选择“合适利率条件下可以”

占 55% (表 7)。数据表明，随着农户对相关政策认知程度的提升，其贷款意愿也会随之增加。 

5. 结论与对策建议 

5.1. 主要结论 

通过对 289 位受访农户进行的实证调查，分析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与影响因素。主要得出

以下结论： 
1) 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相对较高，但也有部分农户不愿意抵押贷款。其中，贷款基本满足

的农户有 139 位，占总数的 48.10%；不能满足的农户有 150 人，占比 51.90%。调查受访的 289 位农户中

有 232 位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占比为 80.28%，无潜在意愿的农户为 57 户，仅占总数的 19.72%。可见，

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占较高比重。 
2) 年龄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越高。通常年龄较小的农户接受新

事物和新知识的速度较快，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对农地金融制度的认识和相关政策所蕴含的盈利机会的

把握会更准确，二者综合作用，会显著提升农户的经营意识和能力，从而增加了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

款的需求。根据调查显示，选择“愿意”的农户中，50 岁以下的农户占 74%，50 岁以上的农户占 26%；

农户的贷款意愿在各个学历层次中也是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而增加，但受教育程度到大专及以上时，

农户更倾向与选择在“合适利率条件下”进行贷款活动，说明受教育程度提高的同时也提升了农户农业

投资的理性。 
3) 土地经营面积越大、相关政策认知程度越高的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越高。土地规模的

增加，必然会直接激发农户对农业生产资金的需求；另外，土地规模增加的同时也会带来土地评估值和

信贷额度的增加，从而增强了农户的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相关政策认知程度高的农户，对农地金

融制度中蕴含的政策红利把握精准，贷款流程也更加熟悉，提高了贷款的可获得性，从而强化了农户农

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意愿。根据调查显示，当农户的土地经营面积上升到 20 亩以上时，农户的农地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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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management area and mortgage willingness of farmland management right 
表 6. 土地经营面积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的关系 

问题 意愿 
耕地面积分组数据 

合计 
10 亩以下 10 亩~20 亩 20 亩以上 

你愿意以农地经营权抵押

来申请获取贷款吗？ 

不愿意 31 30 1 62 

愿意 7 52 37 96 

合适利率条件下可以 16 78 37 131 

样本数 54 160 75 289 

 
Table 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gree of policy cognition and mortgage willingness of farmland management right 
表 7. 政策认知程度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的关系 

问题 意愿 
对国家出台土地抵押贷款政策的认知程度 

合计 
不了解 了解一些 了解 

你愿意以农地经营权抵押

来申请获取贷款吗？ 

不愿意 35 26 1 62 

愿意 43 38 15 96 

合适利率条件下可以 64 47 20 131 

样本数 142 111 36 289 

 
权抵押贷款意愿并没有随之增加，这说明农户承担各类风险的能力有限，所以国家在政策创新时应兼顾

到农户农地的适度经营规模和相关政策的认知程度。 

5.2. 对策建议 

我国农村的自然与经济条件千差万别，但在农户农地贷款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上却存在一定的共性，

缺乏抵押和担保一直是全国各地农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银行贷款的主要障碍之一。因

此根据上述调查结果分析和研究结论提出建议：一是，循序渐进、适度推进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试点

范围。非试点地区的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旺盛，各地农村土地确权办证工作都基本在 2017 年

完成了，因此具备适度推进部分地区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的基础条件。一方面，充分调查该地

区人口性别比例、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等；另一方面，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体系、规范农村土地流

转市场，发展“政府+市场”模式的流转中介机构和土地评估机构。二是，因地制宜、全面迎合不同禀赋

的农户需求。对具有不同经济因素、个人禀赋和土地经营管理的农户设计出不同的农地经营权抵押产品，

对于受教育水平较高、土地经营面积较大、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实行优先放贷，将年均收入和固定投资

作为可获贷款金额的测度指标，年均收入较高和固定投资较大的农户还款能力一般也较强，因而在可获

贷款方面具备优惠条件；对于家庭收入水平较低以及拥有土地经营规模较小等特征的农户给予合理贷款

利率的优惠引导，深化农户对金融产品的体会认识。三是，合理引导、加强相关政策的宣传和普及。部

分年长和学历层次低的农户认知能力有限，不太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因而加大政策扶持和宣传力度，可

促使农户转变意识。具体可通过增加试点财政补贴、降低税收等一些让农户“看得见”利益的措施，推

进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开展；在农村开展农地抵押贷款制度的政策专题宣讲、发放宣传手册等活动，

向农户解读制度的功能特性，提高政策的认知程度。在引导农户的同时，土地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和完善，

将更有利于明确农地经营权的可抵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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