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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约束下的农村人力资本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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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我国农民收入偏低的关键在于人力资本水平偏低, 因此, 要提高农民收入, 就必须提升农民

的人力资本水平。然而, 农民的收入水平使其难以向人力资本投资, 农村信贷市场的约束又使低收入

的农民常常举贷无门, 因此, 农民常常会陷入 � 贫困的恶性循环�。由于信贷市场的约束并无破解良

策, 要提升农村人力资本, 必须在教育、农村医疗保障、劳动力迁徙等方面重塑政府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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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ural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Constrained By Cr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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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ege of Humanities,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n, Shanxi � 710048)

Abstract: The key to peasants� low income is the low human capital level. So, the peasants� human capital

must be improved to increase their income. However, it is difficult to invent on the human capital with low

income and poor peasants can�t raise a loan because of the constraint of the rural credit market . As a result ,

the peasants often fall into � the vicious circle of poverty�. Since there are not good measures to the constraint

of the credit market and the institution lag is the key problem, the new institutions on education, rural medical

insurances and labor migrat ion must be arranged and the governmental function should be re-establishe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ural human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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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农� 问题是新世纪我国面临的头号难

题, 其核心问题是农民收入偏低。针对近几年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 2004 年初, 中共

中央、国务院下发了 �一号文件� � � �  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

意见�。在该文件中, 中央从调整产业结构、

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

革、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的保护和支持

等 9个方面论述了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
[ 1]
。实

际上近几年国内理论界研究增加农民收入时,

也大致是从这几个方面展开的。国外学者则多

主张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增加农民收入。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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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奥多�舒尔茨 (T�W�Schultz) 认为, 改造传

统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对农民在教育、卫生保

健、迁徙等多个方面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 2]
; 盖

尔�约翰逊 ( Gale�Johnson) 认为, 只有提高农

村居民的教育水平和质量
[3]
, 大幅增加非农就

业机会从而减少农业人口, 才能真正长期有效

地增加农民收入
[ 4]
。显然, 国外学者从人力资

本的角度解释农民收入问题更具说服力, 因为

按照该理论的逻辑推演产生的结论与要解释的

经验事实更加一致。不仅农村内部, 我国的城

乡收入差别同样源于人力资本的差异, 姚先

国, 赖普清的研究证明, 农民和城市居民收入

差距的 70% ~ 80%可以用人力资本来解释
[ 5]
。

因此, 要解决农民收入低的问题, 根本出路在

于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

一、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

既然人力资本对于提高农民收入如此重

要, 根据经济学的最大化原理, 农民作为理性

的经济人, 为了提高自己的收入, 就应当努力

积累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报酬递增的特征将保

证他在长期内有一个稳定且较充裕的收入。但

是, 为什么农民在为自己进行人力资本积累方

面所表现出的积极性却是有限的?

要理解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 首先要

理解农民行为。从总体上看, 经济学中研究农

户行为的经典文献可以划分为两类: 一类强调

农户的理性动机, 其代表人物为舒尔茨和 S�
波普金 ( Popkin) , 他们认为, 小农是完全理

性的经济人, 无论是在市场领域还是在社会活

动中, 都在按理性的投资者的原则行事, 这一

原则被概括为 �舒尔茨 � 波普金命题�。另一

类则强调小农的生存逻辑, 代表人物为美国经

济学家 J�斯科特 ( Scott) , 他认为, 小农坚持

的是 �安全第一� 原则, 即具有强烈生存取向

的农民首先考虑的是避免灾难而不是收益最大

化
[ 6]
。笔者认为, 对于中国农民而言, 理性动

机和生存逻辑并不矛盾, 他们首先坚持的是

�安全第一�, 生存无疑是他们行为的首要取

向, 但在满足生存的基础上, 农民则变为理性

的经济人, 并按最大化原则行事。

表 �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 元

项目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2002年 2003年

纯收入 686�31 1577�74 2253�42 2475�63 2622�24
家庭经营性收入 518�55 1125�79 1427�27 1486�54 1514�28

工资性收入 138�80 353�70 702�30 840�22 918�38

转移性和财产性 28�96 98�25 123�85 148�87 162�58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2004� 第 381页。

我国农民的生存逻辑主要体现在收入的多

元化与支出的生存取向上。从上表可以看出,

由于来自于农业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缓慢,

非农收入已经越来越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

部分, 农民实际以非农佣工收入和农业收入共

同维系家庭生存。中国自古以来小农经济 �拐

杖逻辑� 的特点在当今农民身上依然存在, 农

民成为现代社会中多元化程度最高而收入最低

的一个群体。在收入水平的制约下, 农民不得

不将食、住等基本生活需求置于优先考虑的地

位, 而较为忽视健康投资对改善自身福利的重

要性, 并尽可能地压低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

出。尽管近几年农民用于维持生存的支出在总

支出中的比例不断下降, 但直到 2003 年, 食

品、衣着、居住在总支出中的比例仍在 60%

以上, 农民支出时具有明显的生存取向。在这

种背景下, 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 在满足生存的基础上, 农民也在尽

量地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以实现收益的最大

化。1990年以来, 我国农村居民用于文化教

育、医疗保健、交通通讯等人力资本方面的支

出在显著增加, 年均增长约1% , 到 2003年总

比重已超过 26%。客观地看, 其中医疗费用

的增加更多是被动的, 文化教育开支的增加同

时具有被动和主动的因素, 而交通通讯开支的

增加则更多是主动的。从文化教育和交通通讯

开支的增加来看, 农民显然在按最大化的原则

行事, 他们也期望从人力资本的投资中获取收

益。一个明显的例证是我国农民在子女接受高

等教育方面的积极态度, 虽然不能精确计算出

收益, 但农民感到, 子女受教育的长期收益率

是最高的, 因此满足生存之外的有限的资源要

保证优先用于子女教育。

综上所述, 由于收入不足, 因此农民的支

出首先必须满足家庭基本生存需要, 其次才能

投资于子女的教育, 最后才是除子女教育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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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 如子女的健康、

自己的教育、健康等。但是, 农民的收入仅仅

能满足子女教育的一部分, 更不用说其他方面

的人力资本投资了。如果农民仍希望对其他方

面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话, 就只能通过借贷

市场求助于其他主体了。

二、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所面临的信贷约束

信贷市场在现代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功能,

当信贷市场完善时, 其不仅可以提供给农民必

要的资金使其投资于人力资本, 而且信贷交易

还能允许人们在波动收入流的情况下平滑其消

费, 从而起到相当重要的抵御风险的作用。然

而, 几千年来, 中国的贫困农民一般难以获得

足够的资金进行投资或消费。他们获得资金无

非是通过以下三条途径:

1�友情借贷。自古以来, 友情借贷一直

是中国农民从其他主体获得资金的首选。一般

而言, 友情借贷是不支付利息的, 但是, 农户

将不得不为此付出 �面子成本�, 即人情账,

或以帮工等其他方式对债权人予以补偿
[ 7]
。问

题在于, 农民的家族血缘和友情的圈层毕竟十

分有限, 而且似乎还存在着一个未经系统验证

但符合经验的现象 � � � 穷人的亲戚大多是穷

的。因此, 对于贫困者而言, 亲戚朋友能够提

供的帮助也是有限的。例如在面对子女上大学

时天文数字般的学杂费时, 亲友可能有心无

力。2003 年, 陕北学生景艳梅的父亲就是四

处借贷无门以后自杀的。

2�从正式金融机构处贷款。新中国成立
后, 我国的国家正式金融机构曾一度延伸到农

村, 但由于在贫穷地区, 经济活动所产生的资

金流量和经济效益根本无法支撑其运行成本,

因此1990年代起, 国家商业性金融机构纷纷

选择从农村撤离。对于那些少数仍存在于农村

的商业性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组织而言,

贷款时则不得不面临由于和农户之间信息不对

称而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难题。而抵

押贷款由于缺乏合适的财产抵押物而供绐不足

� � � 农民的不动产 (房子) 对金融机构而言并

不值钱, 农民又没有土地的产权, 当农民欠贷

不还时, 并没有可靠的实施机制来保障正式金

融机构的利益。另外, 由于单位资金交易成本

太高, 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 正式金融机构并

不愿意与农户打交道。因此, 除了偶尔向农户

提供一些政策性的小额扶贫信贷之外, 农民从

正式金融机构处获得资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实

际是不可能的。

3�高利贷。同正式的金融机构相比, 农

村广泛存在的高利贷确实具有一定的优势。由

于借贷双方相互比较熟悉, 信息相对对称, 放

贷者能有效避免正式金融机构所面临的逆向选

择难题。另外, 由于常常与黑社会勾结, 高利

贷也能够有效地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 赖债不

还的情况比较少见。当然, 这种实施机制是违

法的。但不论对于农民还是高利贷的放贷者而

言, 长期用高利贷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不可能

的, 因为高利贷的利率和偿还期限都不允许这

样做。

由此可见, 在目前信贷市场约束下, 低收

入的农民是难以筹集到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所需

的资金的。由于收入与人力资本之间有着很强

的因果关系, 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与人力资本

投资回报上存在的报酬递增, 再加上不完善的

信贷市场, 将导致贫困陷阱的出现, 进一步形

成贫困的恶性循环 � � � 富裕的人有钱投资于人

力资本, 投资的报酬递增使其更加富裕; 穷人

无钱又借贷无门, 无法投资于人力资本, 因此

无法赚取较高的收入, 将会继续贫困
[ 8]
。由于

信贷市场失灵被认为是持续贫困的关键因素,

对这个市场干预就成为反贫困政策的一个取

向。在过去的 30多年, 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

试图向穷人提供贷款, 包括我国的小额扶贫信

贷。然而, 令人失望的是, 失败的案例要远远

多于成功的, 即使那些成功的案例, 也多是在

极为特殊的条件下取得的, 很难有推广价值。

在农村信贷市场的完善上, 只要解决不了信息

不对称和实施机制的问题, 任何措施都会以失

败而告终, 这一点已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发

展中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所反复验证。

三、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关键在于提

升政府意愿

现代经济学认为, 基础社会服务、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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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以及为社会的薄弱

阶层设置的综合网, 实际上都是人力资本积累

的范畴, 由于市场和私人机构无法实现, 就应

该由政府来提供。当市场无法解决农村人力资

本积累不足的问题时, 政府必须通过一系列的

制度安排发挥应有的功能。然而, 长期以来,

我国的城市、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以及与此相

适应的相关制度安排却在抑制农村人力资本积

累, 从而使农民没有得到他们应有的人力资本

积累的基本的权利。对我国而言, 只有真正改

变国家资源配置和制度安排的城市偏向, 提升

各级政府在农村教育和培训、健康和医疗卫生

及劳动力的转移等方面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

支持意愿, 才能促进农民人力资本的持续增

加, 从而提高农民收入, 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

落后局面。

1�农村教育和培训方面
教育和培训一直被视为是人力资本积累最

基本的途径。农村教育包括基础教育和职业教

育, 目前我国农村的这两种教育都存在严重的

问题。在基础教育方面, 目前的状况是国家将

其丢给财力匮乏、债务缠身的农村基层政府,

2002年全国县级教育事业费 1578亿元, 占全

国县级财政支出 6313亿元的 25%, 占全国预

算内教育经费 2582亿元的 61�1% , 而中央只

占其中的 10�3% [9]
。在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方

面问题更严重, 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很低, 国

家有组织地针对成年农民的技能培训很少, 农

民技能的提高更多地是通过自发地 �干中学�
实现的。

由于教育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 国家的责

任是不能推托的, 因此必须改变长期以来国家

在这方面支出意愿一直不强的落后局面。一方

面必须加大教育经费的总投入, 尽快实现

1993年发布的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中明确提出的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

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要达到 4%� 的目标。另一
方面, 必须改变目前的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向,

农村义务教育应由中央财政负责, 中央财政性

教育经费更多地投到农村的义务和职业教育中

去。在当前国家财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 这两

点完全可以做到。这样做的意义在于, 只有把

义务教育办成真正的义务教育, 而不是目前的

收费教育, 才可以使农民子女在接受教育时的

成本大大降低, 从而降低其人力资本积累的难

度, 延长农民子女的受教育年限; 只有把更多

资金投入到农民的职业教育, 才可以使农民掌

握更多的技能, 从而增加其获取收入的能力。

2�健康和医疗卫生方面
由于农民所从事的多是体力劳动, 身体健

康状况是决定农民劳动收入的关键因素, 身体

状况甚至比教育水平对收入的影响更大
[ 10]
。

然而, 改革开放后, 政府在农村医疗保障等方

面并未尽到职责, 从而导致医疗费用的过快增

长、农村人口缺乏医疗保险、医疗服务质量低

下、对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的存

在。农村人口的一些健康指标开始恶化, 无钱

看病、无钱买药的现象比比皆是, 农村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的人数与日俱增, 许多农民因此

陷入贫困而不能自拔。

鉴于健康与贫困紧密的联系, 国家增加农

村人口的健康投资已成为消除贫困、增加农民

收入的重要一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医疗卫

生事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充分说明, 政府在农村

卫生发展, 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村公共卫生服务

的供给中, 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像预防

免疫、妇幼保健、改水改厕等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 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 必须由政府来提

供。当前政府应重建农村公共卫生系统, 并投

资于农村医护人员的教育与培训, 增加对农村

疾病预防、健康教育及营养和生活习惯干预项

目的投资, 实施医疗救助计划, 缓解因病致贫

和因病返贫现象
[ 11]
。

3�劳动力的转移方面
劳动力转移对于增加农民收入也具有重要

的意义, 如果一个农民从农业转向当地非农业

工作将会使家庭收入增长 13% , 在外地打工

将会使家庭收入增加 49%
[12]
。然而在农村劳

动力转移方面, 政府并没有为劳动力转移提供

必要的培训、服务和信息; 而且户籍制度、市

场准入制度还大大地限制了劳动力的转移; 此

外, 在很多地方, 政府也未很好地履行保护转

移出来的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义务, 所以, 农民

迁徙的积极性也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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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在劳动力的转移方面, 政府首先应

尽快废除户籍制度以及与此联系的城市社会服

务, 真正给予农民工以国民待遇, 并采取切实

措施, 使农民工在子女教育等各方面能够享受

到公平费用下的待遇。其次, 废除各种政府就

业部门禁止或者限制雇主雇佣外地人的市场准

入制度, 应通过法律, 禁止以户口等作为雇佣

劳动力或进入某一行业的附加条件。再次, 通

过各种渠道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必要的培训、服

务和信息, 使这些劳动力的素质能够适应相关

产业对其的基本要求, 以增强其向其他产业和

地区转移的能力。最后, 加大立法和执法的力

度, 履行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义务, 并坚决

打击违法使用农民工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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