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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e has been inferior to that of industry and service industry because of its higher 
wage level, so the rural population has been moving to the cities, while the basic position of Tibetan agriculture is less 
solid and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larger. Therefore,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under the 
promo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country want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rural development by 
optimiz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realizing comprehensiv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s early as 
possible, so the strategy of supporting agricultur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proposed. The support to agriculture includes 
financial support to agriculture and fiscal support to agriculture. The article uses the annual statistical data of Tibet, 
applies the Var model and uses the impulse response and variance decomposition methods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the role of financial support to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al loans in consulting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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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农业的发展一直比不上工业和服务业，因为其工资水平比较高，所以农村人口一直在向城市转移，而西藏

农业基础地位不太稳固，城乡差距较大。因此在促进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家要解决农村发展不足的

问题，就要优化农业生产力和尽早实现农业生产全面现代化，所以提出了乡村振兴支农的战略。支农助力包括

金融支农和财政支农，文章用西藏的年度统计资料，运用 Var 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方法，对咨询

农村地区的财政支农和农业贷款的作用机理进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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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我国经济的基础产业是农业，但由于农业受自然

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支

持，但是，在我国实现农业大国的进程中，还是有着

城乡之间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其中“三农”问题更是

尤为重要。在十九大报告中，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背景

下，“乡村振兴”战略被提出，其作为“三农”问题

的行动指南，反映了我国支农的决定
[1]
。 

到 2020 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共同富裕将

成为我国今后的长期奋斗目标，在“乡村振兴”的推

动下，2021 年的农村经济发展将会更加迅速。与去年

相比，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所下降，实现了“共

同富裕”的目标。 

1.1 乡村振兴理论研究 

项继权从过去、现在、未来三个层面考察了农村

的基本理论问题，并对其结构进行了梳理
[2]
。陈锡文

就中国新形势下的农业发展战略规划问题作了初步

探讨
[3]
。郑风田建议，城市与农村融合的发展道路必

须有城镇化城市与乡村的相互促进
[4]
。魏广龙、崔云

飞则对一些地方农村振兴的实践进行了分析，并对其

主要实践及所获经验进行了归纳，列出有建设性的成

绩，以取得成功的参考与启发
[5]
。 

国外学者对关于乡村复兴、乡村建设等研究比较

多。Cladwin C H 对乡村振兴的农民企业家进行了分

析，并认为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要有一定的企业家

精神
[6]
。Kawate T 对日本乡村振兴与农村发展之间的

变革与组织关系及功能进行了分析。 

1.2 财政支农结构研究 

李睆玲,樊元利用格兰杰的因果关系检验方法，

构建了 VAR 模型结构，发现而在财政支农中，生产性

开支和非生产性开支这两项都没有对农业经济的促

进有显著作用
[7]
。黄新建,王勇用协整检验模型研究

了财政支农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性

支出等行业支出对农业经济的拉动效应是显著的
[8]
。

黄祖辉认为，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乡村振兴”战

略，既可以用来解决我国的经济问题，也可以从另外

一个层面上来解决这个“三农”问题
[9]
。闫坤,鲍曙光

提出，国家在用财政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有

着主导型的作用，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工具的其

中之一就是财政支持，同时，为了全面实行乡村政策

战略，我们需要深入推进现代财政制度的建设工作，

这工作为其提供了基础性制度保障
[10]

。 

Peter对中国发展中国家农村经济发展的财政政

策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最后指出，其农村经济发

展水平较低是造成发展中国家落后的主要原因
[11]

。

Bruce Morley 研究出口、生产率和财政资助在欧洲

的农业部门欧洲的农业政策可以推动欧盟的农产品

出口，进而推动其经济发展
[12]

。Yang Tao 构建了 C-

D产出函数模型包含了从 1990年开始的 16年度数据

进行分析，最后得出了一个有效的财政支持结构。因

此，得出结论,其促进了农村的经济发展。 

1.3 农业贷款金融结构研究 

大多数学者对中国农业贷款对其农业经济的影

响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两者是互利的，并且几乎认为

农业贷款与农村经济是合作的。姚耀军从时间序列数

据中发现，农村信用与农村经济存在着同样的联系。

黎翠梅研究了农村金融对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的

影响
[13]

。孙健利用 HHI 指标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现

状进行了分析，结果得出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改革对

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14]

。赵洪丹

认为，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15]

。

孟守卫对我国农村融资金融市场的若干要素进行了

实证分析，认为农业金融可持续发展对我国农业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16]

。 

Shaw 认为，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将会改善资金使

用效率，从而推动乡村金融和乡村经济的发展
[17]

。

Yeung 认为，在金融市场中通过降低信息和交易费用，

会使更多的金融企业获益，其中大部分公司经查证后

可以向银行申请贷款。 

1.4 文献研究总结 

国外关于农村金融支持与农村信贷市场的研究

相对起步较晚，在理论上有很好的依据，国外的大

量实证研究也为我们的共同富裕问题提供了理论依

据和方法。论文从三个角度对研究者的看法进行了

归纳：一是对农村发展的理论进行了探讨；二是研

究财政支持农业结构；三是探讨了农村信贷的融资

结构。虽然以上的研究对于本文的意义重大，但是

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1）早期的研究多集中于

对农业金融的支持以及农业信贷与农业发展的定性

研究。近年来，我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但

有关“乡村振兴”战略下实现“共同富裕”的研究

成果并不多见。（2）一方面，现有的研究多为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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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而以乡村为视角的文献则较少；另一方面，

由于不同区域之间的自然状况、经济基础设施等因

素的不同，对农业的财政扶持政策、对农业贷款的

金融市场也缺乏统一的认识。基于这一问题，结合

西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对金融支持与

农业信贷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并就其作用机理

进行了探讨。 

2.理论与方法 

本文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以 1985-2021 年的年

度西藏自治区的年度数据为基础，利用 stata 统计软

件对支农助力乡村振兴对共同富裕影响进行实证分

析，选 pu 作为财政支农乡村振兴的衡量指标及；选

取 fi作为金融支农乡村振兴的衡量指标；选取 theil

为因变量作为共同富裕的衡量指标
[18]

。(pu 代表西藏

财政支农年度数据，fi代表西藏农业贷款年度数据，

theil 代表西藏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 

为增加实验结果的精确度与稳定性，同时考虑到

可能出现的异方差，以及缩短时间间隔等因素，因此

本文对数据取对数即 lp 表示财政支农数据取对数，

lf 表示农业贷款数据取对数，lt 表示泰尔指数取对

数联立方程式如下： 

lt=α0+lptα2+α2lft+θt，其中α，β为回归系数，

θ为误差项。 

3.数据与测度 

3.1 ADF 单位根检验 

通过 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发现在 5％

的显著水平下，所有的样本数据差分后都为平稳的单

位根，并得到所有的样本变量均为 1 阶单整序列，具

有协助关系，故可以进行接下来的模型分析。（如表

1） 

表 1  ADF 单位根检验结果 

 

 

ADF

检验 
检验临界值 

检验结

果 

t 统

计量 

1％

水平 

5％

水平 

10％

水平 
不平稳 

lp 
-

2.22 

-

4.28 

-

3.56 

-

3.21 
不平稳 

d(lp

) 

-

5.31 

-

4.29 

-

3.56 

-

3.22 
平稳 

lf 
-

3.15 

-

4.28 

-

3.56 

-

3.21 
不平稳 

d(lf

) 

-

6.26 

-

4.29 

-

3.56 

-

3.22 
平稳 

lt 
-

4.87 

-

3.66 

-

2.97 

-

2.62 
平稳 

d(lt

) 

-

4.38 

-

3.68 

-

2.97 

-

2.62 
平稳 

 
3.2 协整检验 

对样本进行协整检验，p 值较小趋近于 0，拒绝

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检验结果表明，其残差序列是平

稳的，说明 lp，lf，lt 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如表

2） 

表 2 协整检验结果 

3.3 最优滞后阶数选择 

根据 VAR 模型滞后阶数确定准则，建立向量自回

归模型。首本文采用的是 LR、FPE、ATC、SC、HQ 检

验方法来确定最优滞后阶数，如图 2 所示，该模型最

优的滞后阶数应该为 2（如表 3），因此本文将建立

Var（2）模型。且检验残差时都存在自相关，根据结

果显示不存在自相关（如表 4） 

lp Coef. St.E
rr. 

T-
value 

P-
value 

[95%c
onf 

Int
erv
al] 

lf 0.94 0.06 17.0
8 

0 0.82 1.0
5 

lt -0.64 0.22 -2.87 0.00
7 

-1.1 -
0.1
9 

Con
stan

t 

-0.303 0.44 -0.68 0.49
9 

-1.2 0.5
9 

An Empirical Study on Financi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249



 

 

表 3 滞后阶数检验 

la
g 

LL LR df p 
FP
E 

AI
C 

HQ
IC 

SB
IC 

0 

-

20.

437 

   
0.0

01 

1.4

65 

1.5

103

5* 

1.

60

22

1* 

1 

-

1.2

77 

4.3

95 
9 

0.8

84 

0.0

01 

1.8

90 

2.0

72 

2.

44

0 

2 

-

18.

239 

33.

925

* 

9 
0.0

00 

0.0

008

25* 

1.3

923

2* 

1.7

11 

2.

35

4 

 

3 

3.9

09 

10.

372 
9 

0.3

21 

0.0

01 

1.6

31 

2.0

86 

3.

00

5 

4 
11.

869 

15.

920 
9 

0.0

69 

0.0

01 

1.6

96 

2.2

88 

3.

48

2 

表 4 自相关检验 

 

3.4 平稳性检验 

在 var 参数估计后对 Var 系统进行检验，由图 3

可知，有两个点在圆心外是有两处是不平稳的。（如

图 1） 

 

 

图 1  平稳性检验 

3.5 格兰杰因果检验 

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 lt 不是 lp 的格

兰杰原因的概率是 0.676，lt 不是 lf 的格兰杰原因

的概率是 0.711。lp 不是 lt 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是

0.002，拒绝了农业支出转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减少

有消极影响的初始原假设；lf 不是 lt 的格兰杰原因

的概率是 0，拒绝原假设，说明农业贷款对城乡居民

收入的差距也积极的促进作用。（如表 5） 

表 5 格兰杰因果检验 

Equation Excluded Chi2 df Prob>chi2 

lp lf 2.571 5 0.766 

lp lt 3.154 5 0.676 

lp All 5.893 10 0.824 

lf lp 7.286 5 0.200 

lf lt 8.950 5 0.711 

lf All 16.402 10 0.689 

lt lp 23.312 5 0.000 

lt lf 19.530 5 0.002 

lag Chi2 df Prob>chi2 

1 17.1617 9 0.04624 

2 17.4481 9 0.0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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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 All 33.662 10 0.000 

 

3.6 脉冲响应分析 

在脉冲响应分析中，在 95％的置信区间内 lf 对

lt 实施冲击，且 lt 的响应路径一直为正，且在一期

时响应最大，这说明财政支农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

积极的作用。lp 对 lt 实施冲击，lt 的响应路径在一

期作用为负的，但在其他期是正的，说明农业贷款大

多能够减少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大小，并且这种积

极的效应在前期不稳定，在后期就基本保持稳定。（如

图 2） 

图 2 脉冲响应 

3.7 方差分解分析 

方差分解输出结果表明，lp 对 lt 方差分解时间

路径数值一直为正且正的斜率也为正数，说明财政支

农能够减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减少的趋势还在增

加。lf 对于 lt 的方差分解时间路径一直为正且在之

后 3 期左右趋于正向稳定，说明农业贷款初期对城乡

收入差距的贡献很大，后来的贡献增长率趋于正向稳

定。lt 对自身的响应路径为一直为正，滞后期为 1 期

前期上升滞后期 1 期后一直下降，说明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对其后面的贡献越来越小。（如图 3） 

图 3 方差分解 

3.8 实证小结 

从以上的实证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由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结论，财政支农和

农业贷款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西藏共同富裕的实

现。 

第二，由脉冲响应分析得出结论，财政支农和农

业贷款都能促进西藏共同富裕的实现，但财政支持乡

村振兴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为稳固。 

第三，由方差分析得出结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本身的贡献率超过了 5。财政支农和农业贷款对西藏

实现共同福利的贡献率不高，但通过比较可以看出，

财政支农对西藏实现共同福利的贡献率更高。财政支

农对实现共同富裕的贡献在 0-3 之间，而农业贷款对

实现共同福利的贡献在 0-2 之间。 

4. 对策分析 

4.1 加大一般转移支付力度 

从振兴乡村经济的能力上来看，一般转移支付在

弥补地区之间的差距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专项转

移支付主要发挥补充作用，往往作为解决具体问题的

具体政策工具，形式上也更加灵活机动。因此，两种

转移支付制度都需要科学合理地建立和部署，只有合

理地设置和配置这两种支付体系并且充分发挥其各

自的作用，才能使西藏自治区政府的财政和行政权力

An Empirical Study on Financi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251



 

更加协调一致。同时，要合理、科学地分配各级政府

的财政支出责任，使事务支出有其合理的收入支付，

不足的再进行弥补与调节。对于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要

联合完成的工作，或由地方和地区政府共同承担的任

务。要建立中央对地方、地方对自治区定期增加转移

支付的机制，以相应提高中央和地方支付总额的比例，

弥补地方政府建设资金的不足。政府也应建立机制，

增加中央对地方、地方对国家的转移支付，以弥补地

方政府对各种农村项目建设资金的不足 也要充分考

虑地方政府对乡村振兴的实际建设需求，改变过去

“自上而下”的做法。 

4.2 进一步健全农村金融体系 

我国农村特别是西藏地区的农村金融发展相对

滞后，需要进一步健全农村金融体系，形成一个结构

合理、高效运行、多元供给的健全的新型农村金融组

织体系。 

 在当前农村振兴过程中，要正确地确定农村金

融机构的服务职能，使之能够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

用。因此，一方面必须制订并实施惠农政策，确保农

户的经济利益，为农村发展提供长期的资金支持，强

化农业发展的关键策略，促进农业结构的优化。必须

明确政治银行的定位，合理明确其功能、政治领域，

以政治活动为中心。另一方面将其经营活动划分为一

般的政策性经营和自营经营两大类，对国有商业银行

实行分级管理与会计核算，根据不同的资本比率进行

资产重组，并运用资金制约机制对其进行审慎的监督。

此外，银行还要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包括公司治

理、激励与控制、政策性银行业绩评价等。财政扶持

政策要切实落实，才能真正发挥政策性金融对地方经

济发展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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