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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我国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而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守正创新推进乡村振兴事业发展，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进程，是事关发展大局的关键问题。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作为推动乡村振

兴战略发展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在“三农”事业发展中扮演着关

键角色。但与此同时，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存在支农结构失衡、协同效率低的问

题，不利于资源有效配置和支农政策意图落实。因此充分协调好财政支农和金融

支农的关系，解决支农主体利益不均衡问题，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共同富

裕目标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首先对研究背景和意义进行介绍，接着对学界关于财政支农、金融支农

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进而指出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存在的问题：地方政府在

体制内利益激励下通过项目制手段“经营村庄”，导致财政支农结构失衡，造成

“马太效应”；金融支农由于农村金融市场风险高、收益低的客观现实而产生金

融排斥，造成金融支农被“精英俘获”、支农结构失衡、农村地区金融抑制严重

等问题。接着对支农主体利益同质性和异质性进行阐述，分析了财政支农和金融

支农的互动逻辑。其次，为进一步阐明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是如何在支农过程中

构建联系和产生互动的，本文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两

方演化博弈模型，对支农参与主体的演化博弈策略进行分析，根据约束条件的不

同得到不同的均衡点，并分析得出：在无约束条件下将形成地方政府集中投资和

金融机构掐尖服务的局面；在有效约束条件下将形成地方政府分散投资和金融机

构普惠服务的局面。再次，对博弈主体的不同策略选择，使用MATLAB软件进

行仿真模拟实验，研究参与主体的动态博弈过程及均衡实现路径，分析各参数对

支农策略发展演化路径的影响和参与主体的均衡稳定策略。最后，针对性提出财

政支农创新、金融支农创新和财政金融协同创新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财政支农 金融支农 演化博弈 政策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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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overall victory of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 China is moving towards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On this basis, further consolida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y integrity and

innovation, and accelerating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are

key issues concerning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A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to

promote the strategic development of rural vitalization and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financial and fisc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fiscal support and financi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have the problems

of imbalance in agricultural support structure and low coordination efficiency,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ntion of agricultural support policies. So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scal support and financi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and solve

the imbalance of the interests of agricultural supporters.

This paper firstly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analyzes the relevant studies of fisc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and financi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and then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existed: under the incentive of interests

within the interests of the system, the local government "manages villages" through

project system, which leads to the imbalance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structure, resulting in "Matthew effect";due to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high risk and

low return of rural financial market, financial agricultural support is captured by the

"elite", the imbalance of agricultural support structure, and caused the serious

financial suppression in rural areas.Secondly, in order to further clarify how fiscal and

financial support can build connection and interaction in the process of supporting

agriculture,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evolutionary game to construct the

two-party evolution game model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alyzes the evolution game strategy of the participants, and obtains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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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librium points according to the constraint conditions. The study tells that:under

unconstrained conditions, local governments will concentrate on investment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ill provide top services;under the condition of effective

constraints, local governments will diversify their investment and provid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ith inclusive services.Thirdly, against the different strategy choice of the

game subject , using MATLAB software to carry out simulation experiment, study the

dynamic game process and equilibrium realization path of the participants,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each parameter on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path of agricultural

support strategy and the stable equilibrium strategy of the participants. Finally,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f fiscal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financial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and fiscal-financi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re put forward.

Keywords:Fisc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Financi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Project system;Evolutionary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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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三农”问题事关重大，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

据，2021年我国农村人口为 4.98亿人，占年末总人口的 35.27%。2021年第一产

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1%，达到 83216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7.2%。我国自

2018年谋划制定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出台了一系列加强金融对乡村振兴服务支

持的政策，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

规划（2018—2022）》，提出要进一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引导金融资源流向“三

农”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2019年，人民银行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

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中强调：“要加大金融资源向乡村振兴重点领

域和薄弱环节的倾斜力度，完善农村金融资源回流机制，持续改善农村金融服

务。”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坚持以农为本，强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保障农村金融资源的高质、有效配置是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发挥实效的基础前提，

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水平的持续改善是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有力保障，农村金融资

源的高质、有效配置对促进乡村振兴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22年，《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再次强调要强

化金融服务，支持乡村振兴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2年第七期《求是》杂志

发表重要文章《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

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生动回答了乡村振兴战略实现过程中的关键理论和实践

问题，打造符合中国实际的乡村全面振兴方案，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指明前进的

方向。可见，当前阶段“三农”发展的重要目标是提升农村经济水平和农村居民

生活质量，而金融资源在农村地区的高效率、高质量配置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

方式。

为推动农业现代化、“三农”高质量发展，我国持续深化改革、积极探索，

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大财政金融惠农项目支持力度。财政和金融是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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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振兴工作发展的重要支撑。财政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国家通过减

免农业税费、增加财政惠农补贴项目等相关财政支农政策，促进了农业农村长足

发展[37]。2018年至 2022年，全国财政一般公共预算累计安排农业农村相关支出

11.1万亿元，年均增长 7.2%，高于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平均增幅。金融是农

村农业发展转型走向现代化、农民增收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推动力。截至 2021

年 12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 43.21万亿元，较年初增长 11.83%，

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 8.88万亿，较年初增长 17.48%，超过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6.19

个百分点。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并不是割裂的、毫不相关的，二者在乡村振兴过

程中是相辅相成、互有影响的。财政支农主要发挥着农村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

提供，为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保障兜底，起到“筑基”的作用；而“三农”要发

展，要走向现代化离不开金融的灌溉，金融是“提质”的关键。

1.1.2 研究意义

乡村振兴是脱贫攻坚的延续与深化，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落实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政策。财政与金融作为重要的资源配置

手段，是乡村振兴事业的两个重要抓手。然而，财政与金融本质上具有差异性，

财政是一种经济行为，更是社会和公共行为，同时兼顾了经济、政治、社会等因

素，而金融是一种市场经济行为，具有明显逐利性。金融“嫌贫爱富”的特点，会

导致金融支农存在失灵问题，需要政府财政参与解决[49]。而财政支农需要金融的

辅助和配合放大资金规模、优化资金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这就要求加

强财政金融协同作用，提升财政金融支农质量。

当前各类财政涉农项目建设，主要以项目制形式输入农村，但项目在实施的

环节和过程中夹杂着行政、人事等正式和非正式因素，地方官员意志干预、权力

寻租等原因会造成项目资源分配结构性失衡、财政资源分配畸形的问题，具体表

现为“经营村庄”、“精英俘获”等现象，这导致了乡与乡、村与村之间的分化

和发展差距拉大。而与之对应的金融支农也存在着支农结构失衡的问题，农业产

业的脆弱性和农村金融市场的高风险性导致了农村地区成为金融洼地，缺少金融

基础设施和金融环境，金融产品和服务单一，即便有政策性普惠金融的引导，在

农村金融市场内部也普遍存在金融资源分配的失衡。在金融机构掐尖服务策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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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弱势农村金融主体被排斥于门槛之外，精英主体获得了大部分的金融资源，

造成了村民之间、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在实践中，金融支农结

构性失衡与财政支农结构性失衡产生了交集，地方政府支农经营性行为的对象和

金融机构掐尖服务的对象往往是同一批精英主体。二者选择性支农策略互相影

响，造成“马太效应”，加重了村庄之间，个体之间的分化。

财政支农的结构性失衡人为加大的地区之间、村庄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会

影响金融机构的支农策略，进一步加剧金融排斥；而金融机构的金融排斥行为和

掐尖服务策略对地方政府既有扶持对象有加强作用，进一步促进了地方政府的经

营性行为。因此研究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的互动关系，从理论意义上看，可以解

释农村金融排斥的一个成因，更新和充实了相关领域的研究内容；从实际意义上

看，研究成果揭示了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如何通过更改支农策略产生相互影响关

系，从而为财政和金融支农更好地协同配合、破解农村金融市场的金融排斥从而

助力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支持。

1.2 文献综述

1.2.1 项目制、“经营村庄”相关研究

项目制源自我国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分税制改革，其发展反映了中国公共财

政体制的变化。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在分税制改革后大量增加，为了科学、规范、

高效地向下级政府分配和支出汲取的财政收入，中央政府对公共支出领域展开了

一系列的改革。项目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兴起成为公共预算体制的关键环节，项

目支出成为部门预算支出核心，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

学界主要从两个角度出发研究项目制，一是从财政资源再分配的视角进行研

究，将其定义为从中央到地方或上级到下级的财政资源再分配手段，是常规财政

预算支出之外，通过专项资金的方式对下级进行的转移支付（周飞舟，2012；陈

家建，2013）[59][15]。二是从公共治理逻辑的角度理解项目制（渠敬东，2012；

郭琳琳、段钢，2014）[35][21]。虽然项目制作为国家财政资源的再分配手段，具

有治理目标专项化、权责运作条线化、程序规范技术化等核心优势，在中国社会

治理和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一定正向作用，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与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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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过往研究中，学者们对项目运作也提出了一些批评。学者们的批评意见主

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第一，项目制的运作过程与国家的制度设计目标出现偏离。李祖佩（2013）、

谭诗赞（2017）等学者对“项目制”在基层的实践进行考察后发现，由于基层政府

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激励和授权边界不清的问题，造成了大量矛盾。地

方政府在项目运作中产生的分利逻辑引发了一些政策设计者始料未及的负面结

果[28][39]。李祖佩（2020）、卢青青（2021）对项目制运作过程中出现的“经营

村庄”的现象进行了研究。李祖佩研究指出，“经营村庄”体现着乡镇政府对行

政体制内的资源的获得和利用。一方面，在发展考核要求的压力下项目制强化了

行政条块合作和项目捆绑使用及其溢出收益，既是乡镇政府“经营村庄”的动力

来源，又为乡镇政府“经营村庄”提供合法性资源。另一方面，在经营产业选择、

经营团队的组建、经营产品的推广等方面，均体现出乡镇政府对既有行政体制内

组织规则的利用[27]。卢青青进一步认为在地方政府的政绩竞争与经营实践中，项

目资源下乡呈现出为了发展而发展的特点，把发展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通过打

造典型村庄实现政绩晋升成为根本目标。因此，项目资源下乡被扭曲异化，项目

运作倾向于去小农化和过度产品化，打造速成项目进一步激发了地方政府整合资

源、经营村庄的现实冲动。在这些研究中，虽然项目制设计的初衷是理性化的，

但实际运作过程中的变通、嵌入、异化在很大程度上使其偏离了最初的设想[30]。

第二，项目制的运作削弱了基层政府的自主性，逐渐演变为“悬浮型”政权。

周飞舟（2006,2012）指出项目和专项资金使用效率不及预期，相反过于依仗项

目化和专项支出，反倒使项目资金难以真正到达基层[59][60]。折晓叶（2011）也

讨论到了这一项目运作过程中的悖论，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和发展服务

时，往往会出现发展项目侵蚀基层自主性的情况[58]。

第三，项目制加剧了村庄之间的分化，存在明显的“马太效应”。折晓叶（2011）

指出由于项目制的条块运作机制，相关项目从中央部门经由地方政府进入农村，

经过重重运作机制。上级的“发包”和“打包”操作，最终必然导致村庄的“抓

包”行为，这就造成了大多数项目只能进入那些有相当财力、建设基础好、有资

源动员能力的村庄，从而进一步加大了项目示范村与其他普通村庄的差别，造成

“强者恒强”、“强马多吃草”的局面[58]。叶敏（2014）研究提出在村庄自身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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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禀赋、乡村精英和村庄合作制度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导致一些村庄在资源下

乡过程中“独占鳌头”，占有了大多数的外部输入资源，这种失衡剥夺了未被选

中的村庄的发展机会。这种厚此薄彼的资源分配结构侵蚀了基层治理秩序，同时

也不利于国家政策目标的实现[50]。曹海林（2018）、张新文（2018）、彭晓岚（2022）

等学者都持有类似的观点，指出项目资金的选择性供给容易造成村庄间分化发

展、内部紧张、权力结构异化、信任危机等社会后果[14][55][34]。

1.2.2 财政支农相关研究

国内外文献对于财政支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财政支农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财

政支农的效率测度两方面。

（一）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增收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对中国财政支农的研究中，朱湖根（2007）、Xing（2010）根据农业财政支

出和农村人均纯收入的相关数据，研究了农业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对农民收入的

影响，指出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61][12]。Liu Y（2011）运用灰色关联度方法，研究得出财政农业生产支出、农业

基本建设支出和农业救济费对于农民收入增加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7]。具体到特

定地区，Jiao F（2009）构建了中国东北农业的修正 C-D生产函数模型，实证结

果表明，财政支农支出能够促进东北地区农业增长，当财政支农支出增加 1%时，

农业产值增长 0.4733%[5]。茆晓颖（2014）以江苏省所辖 13个市为研究对象，研

究发现支农支出每提高 10%，农民收入将提高 6.1%，表明财政支农的投入对于

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具有正面效应[32]。张强（2015）通过陕西省县级面板数据分析

发现，财政支农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在长期最为显著[54]。

在国外的研究中，Chandio（2016）研究了 1983—2011年期间政府支出对巴

基斯坦农业部门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巴基斯坦政府的农业支出、农业产出和

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正向关系[3]。Nwite S C（2019）考察了财政政策对尼日利

亚实体部门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资本支出对尼日利亚农业部门的增长有

显著的积极影响，通过促进农业部门的增长，进而增加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10]。

在财政支农特征研究方面，黄寿峰（2016）使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

发现，财政支农支出对于农民收入的促进效应在所有分位数水平上均显著，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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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支农支出对于农民收入的促进效应只在高分位数处显著[23]。温涛（2020）研究

结果与黄寿峰类似，财政支农支出在各个阶段对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具有显著的正

效应，且随时间逐渐增强[45]。张萍（2022）选取全国 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研

究不同地区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的规模与效率对农村经济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财政支农规模的提高对东、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水平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均具有明显的边界特征，但财政支农效率仅与东部地区农村经济水平显著正相关

[53]。张艺璇（2022）以我国中部六省为研究对象，研究了财政支农和普惠金融发

展对农户收入的差异性效应，得出财政支农和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总收入增加存

在显著的正面效应，但同时该效应表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现象[56]。Wang Y（2023）

等人应用 2003年至 2020年中国 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动态角度探讨农业信贷、

财政支农和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得出农业信贷在短期内对农民收入增长的

贡献更大，而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在长期内贡献更大[8]。

（二）财政支农效率测度

从研究成果看，理论界普遍认为我国大部分地区的财政支农效率较低，且财

政支农效率在不同区域存在差异，支农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厉伟等（2014）研

究指出 2007～2011年全国有 26个省份的财政支农效率总体出现下降趋势[29]。王

银梅等（2015）测算了我国 31个省份的财政支农效率，认为全国各区域支农效

率中，纯技术效率损失最为严重[37]。杜辉（2017）从多个层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得出我国财政支农效率由中、东、西部区域依次下降[18]。毛晖（2018）等测算了

我国各省 2007～2014年的财政支农支出效率，得出西部地区财政支农效率中综

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为最低[31]。Zeng（2021）等人使用基于 1990

年至 2019年数据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发现财政支出在降低贫困率方面的作用比

农业发展更为显著[13]。

1.2.3 金融支农相关研究

（一）金融支农支出对农民增收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国外研究中，Braverman（1986）利用欠发达国家农村信贷市场的数据研究

得出补贴信贷计划在提高农业产出成本效益或改善农村收入分配和减轻贫困方

面起到积极作用[1]。Chaves（1996）对印度尼西亚八个农村金融市场中介进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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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得出政府对市场交易的管制与补贴对农村地区大量小型个人客户的盈利有影

响[2]。Hartarska V（2015）研究了 1991—2010年期间美国农村地区主要贷方的信

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农业贷款与农村居民人均农业 GDP增长之间存

在正相关关系，每新增贷款一亿美元，州农业 GDP增长率高出 7%—10%[4]。

国内研究中，经济增长方面，冉光和等（2005）、禹跃军等（2011）通过实

证肯定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36][51]。温涛（2020）研究发

现金融支农政策促进农民增收效应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其直接效应在 2003年以

前和 2013年以后显著为正，间接效应在两个阶段均呈现为正效应，且促进效应

随时间明显提升[45]。在金融支农减贫方面，崔艳娟等（2012）通过实证检验证实

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发展、财富二次分配等间接途径提高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水

平[17]。付兆刚等（2016）分析了农村正规和非正规金融渠道的发展水平对农村减

贫的影响，其中，非正规金融渠道可以更好地抑制农村贫困发生率，正规金融渠

道则在贫富失衡方面起到更为积极的效果[20]。王小华等（2014）分别研究了贫困

县和非贫困县农户信贷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证实农户信贷对非贫困县农民收入增

长促进作用十分显著，但对贫困县农户收入水平的促进作用有限[43]。王汉杰等

（2018）对我国部分深度贫困地区微观农户进行走访调研，基于调研数据研究得

出：正规渠道金融整体上能够有效促进深度贫困地区农户的收入水平，但这一增

收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特征，具体表现为金融对于“富农”的增收效应远高于“贫

农”[41]。武丽娟（2019）认为，农户之间的财富和收入差距与所处区域的差别对

金融支农政策的增收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贫穷农户借助支农帮扶实现资本增值

的能力不足会导致支农资金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收效甚微[48]。

（二）金融支农效率测度

王煜宇（2005）、雷泶（2016）等人认为我国金融支农的技术绩效和规模绩

效平均水平较低，农业贷款总量的增加并未显著提升农民收入[46][26]。王定祥等

（2013）、杜兴洋等（2019）、吴刘杰等（2019）研究发现金融支农具有一定的

减贫成效，但不同城市的金融扶贫效率存在较大差异，全国四大区域农村金融支

农效率差异较大，东部、西部、中部及东北地区技术变化指数依次递减，且每个

区域各省份之间也存在差异[40][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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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金融支农与财政支农协同研究

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协同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协同效率

逐步提升，但存在地区性差异，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财政金融支农协同效率依

次递减，总体上来讲尚未形成有效的协同机制。

彭克强（2008）、陈治（2010）等人认为财政支农效率低下，金融支农积极

性不高，问题的源头是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之间的有效互动机制尚未建立，在支

农过程中产生的良性互动不足，二者的割裂关系对财政支出及农村金融机构行为

均产生了消极影响[33][16]。姜松（2013）、韩占兵（2014）、Wang（2017）、赵

健（2021）等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财政、金融支农协同效率存在随时间提升的

趋势，但存在显著的时空差异特征，财政与金融支农水平按照东、中、西部顺序

依次递减，东部地区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部分省区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规模和

力度不匹配，彼此配合欠缺；东部地区财政与金融支农协同效率较高且随时间上

升，中部地区协同效率居中，西部地区协同效率低且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尚未

形成良好的协同局面。同时我国财政金融支农协同效率发展中存在“集簇性”、

“非对称性”特征，且存在阶段性差异[25][22][9][57]。石丹（2015）构建了财政支农

与金融支农复合系统协同模型，对二者的协同演化过程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

财政支农子系统有序度稳步上升，而金融支农子系统有序度存在较大波动，二者

之间复合系统协同度水平低，尚未建立良好的协同机制[38]。张林（2019）实证检

验了金融支持与财政引导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区域异质性，结果表

明，农业信贷、农业保险和财政支农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起到正面积极作用，

其中财政支农的促进效应最为显著，且财政支农规模对其他因素的促进效果存在

强化效应[52]。王汉杰（2020）实证考察了财政支农政策对于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减

贫效应发挥的协同效应，结果表明非贫困地区的农村金融减贫效应明显高于贫困

地区，贫困地区财政政策显著抑制了农村金融减贫效应的发挥，且越贫困的地区，

财政支农政策对于金融减贫效应的抑制作用越大[42]。Tang L（2022）的研究结果

表明，通过财政激励，金融机构有更多的激励措施来增加农业贷款，城乡收入不

平等在整个研究数据期间显著下降，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更为显著[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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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文献述评

学界对项目制的研究多集中于财政与公共治理方面，对项目制的产生和发展

演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分析，肯定了其对于财政再分配、地方经济发展和央地关

系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指出了项目制在运行过程中存在如政策目标偏离、基层政

权悬浮和发展分化等诸多问题。

国内学者的既有学术研究对于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的效果和效率有比较明

确的结论，首先，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对于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摆脱贫困

具有比较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是在自然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存在差

异：东部发达地区因为自身基础建设条件、经济水平基础较中西部地区更好，所

以财政支农、金融支农政策的效果较好，相对应的中西部地区受限于自身禀赋与

发展水平，财政支农、金融支农政策的带动增长效率不如东部地区明显。同时学

者们对于异质性主体比如“精英农户”和“贫困农户”对于支农政策的感知和收

益差异进行了研究，发现增收效果受到农户内部收入分层与区域差异的共同影

响。另外一个比较受关心的研究是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的协同问题，国内的研究

都表明当前财政支农政策和金融支农政策协同效率较低，处于两条不同的运行轨

道，并未形成有效的政策协同机制，并且在部分经济落后地区出现了财政支农和

金融支农相互抑制的情况。

综上所述，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对于农村地区的增长效应毋庸置疑，未来应

该继续优化支农规模和结构，进一步提高支农效率，发挥政策效用。但当前财政

支农和金融支农的协同机制尚未有效建立，协同效率低，未来的研究方向应该聚

焦于如何建立财政、金融支农协同机制从而提高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的协同能力

和效率，充分发挥财政的带动放大作用，引导金融更好地服务三农。当前鲜有文

章从项目制的角度探讨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的互动关系，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

方向，而演化博弈模型在这一研究领域鲜有应用，这为本文研究方法的选取提供

了思路。

1.4 研究内容

论文主要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从项目制的角度出发，以支农结构失衡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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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应用演化博弈模型探索财政支农过程中“经营村庄”现象与金融机构支农策略

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的协同和互动关系。针对性提出财政

支农创新、金融支农创新和财政金融协同创新的对策建议，从而为打破支农结构

失衡局面，缓解农村金融市场金融排斥，破除乡村发展“马太效应”，推动乡村

振兴战略的发展，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一些理论支持。

第一章为引言，该部分对文章的研究背景及意义、研究现状进行阐述，介绍

了本文采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第二章对研究相关的理论基础进行介绍，主要有农业信贷补贴理论、金融排

斥理论、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和演化博弈理论。

第三章对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相关概念进行阐述，对金融支农的内涵、存在

的问题，财政支农的内涵以及其与项目制、“经营村庄”的关系进行分析。

第四章对财政支农、金融支农的主体利益冲突和影响逻辑进行阐述，分析其

主体利益同质性和异质性，对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互相影响的路径进行分析。

第五章为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的演化博弈分析。建立相关假设构建博弈模

型，依据外部约束条件的不同分析其演化稳定状态。

第六章进行演化博弈模型的数值仿真实验，介绍仿真模型的建立与参数设

置，对不同策略的仿真结果和主要参数的仿真结果做敏感性分析并画图。

第七章为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对论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针对研究结

论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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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论文研究结构图

1.5 研究方法

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有：

（一）文献研究法。通过研读大量文献，学习了解国内外学者对于财政、金

融支农以及项目制的现状研究及未来发展趋势，逐步深入探索如何将财政支农资

金通过项目制进行转移支付的方式与金融机构支农策略有机联系起来进行分析，

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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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分析法。通过农业信贷补贴理论、金融排斥理论以及不完全竞争

市场理论等相关的经济理论研究得到一个支持财政金融支农协同和存在相互影

响的底层逻辑，再结合社会实际，构建出理论分析的框架。

（三）演化博弈分析法。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策略选

择的演化过程，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通过博弈主体的动态复制方程得到双方的演

化均衡点，从而得出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博弈策略选择。

（四）仿真模拟法。根据建立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演化稳定情况，进行演

化博弈模型的数值仿真实验，对不同策略的仿真结果和主要参数的仿真结果做分

析并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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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基础

2.1 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起源于 20世纪 70年代，是指在各类市场经济活动中，处于

不同社会地位和行业的人员对交易相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

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

位。该理论认为：市场中卖方比买方更了解有关商品的各种信息；掌握更多信息

的一方可以通过向信息贫乏的一方传递可靠信息而在市场中获益；买卖双方中拥

有信息较少的一方会努力从另一方获取信息；市场信号显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

补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地方政府、金融机构掌握不了足够的资源、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会导致农村

金融市场监管失灵、金融放大能力有限，即政策的有效执行必须依赖于一定的财

力、信息和权威等因素，否则将很容易导致政策执行中的偏差。在农村金融市场

运行过程中，金融机构与农村地区金融需求主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不对称，

受限于成本，金融机构无法完全掌握农民和相关农业经营主体作为独立经济运营

单位的运营细节，无法充分了解其信用状况。出于自身利益考量，金融机构会选

择提高金融服务门槛和金融产品定价在博弈中占据优势地位，在信息不完全情况

下谋取利益最大化，从而导致金融供给结构性不足和金融排斥。

2.2 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

20世纪 90年代后，不完全竞争市场和信息不对称问题逐渐被纳入农村金融

市场问题研究中进行讨论，这为农村金融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进一步得出

了更符合农村金融市场实际的研究结论，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现代农村金融不完

全竞争市场理论。该理论在研究中发现，由于市场不是完全竞争的，在市场信息

的获取过程中，金融机构需要面对广大的借款人，其成本决定了在借贷活动中金

融机构处于信息的劣势一方，无法充分掌握借款人的相关信息，对信用风险控制

不足。如此一来，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无法依靠“看不见的手”培育出高

质量发展的金融市场，总会存在市场失灵的现象，如金融排斥等。因此，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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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市场失灵问题，弥补市场因素失效的部分，非市场因素必须发挥作用，如政府

参与引导化解金融机构和农户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的负面问题和行为。该理论指

出，健全的金融体制和市场体制是金融活动健康运行发展的基础，只有制度完善

了，市场主体才能有规范的行为，金融机构也能够提供更高质量的金融服务。所

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解决农村金融市场产生的问题，首先应该注重对金融

市场体制和相关制度的改革和提升，打破阻碍农村金融市场有效运转的屏障。不

完全竞争市场理论运用了信息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其中一个重要前提假设就

是市场本身无法做到完美无缺的，在市场诞生之初信息不对称问题就客观存在，

但政府等非市场因素的介入可以弥补这一缺陷。这一观点对经济发展处于初期阶

段、金融发展水平低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具指导意义和参考性。政府应该科学

地、有选择性采取措施和出台政策对农村金融市场进行改革和干预，从而改善农

村金融市场环境，提高农村金融体系运行效率。

2.3 金融排斥理论

金融排斥也称金融排除或者金融排斥性，是指金融机构设定特殊条件导致人

们无法均等地获得本应该获得的金融服务，包括由于限制条件的存在导致金融需

求主体远离金融机构，或者在使用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方面存在障碍和挑战。金

融排斥主要包含五种情况：第一类是机会排斥，是指由于所处地域环境或地理位

置较为偏远，远离金融机构，导致部分群体难以获得金融服务，被排斥于金融服

务体系之外；第二类是条件排斥，是指由于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服务时设置了一

些特定限制条件而将不满足条件的群体排斥在金融服务体系之外；第三类是价格

排斥，是指金融机构制定的金融产品价格超过了部分有金融需求的人群的承担能

力范围，从而被排斥于金融服务体系之外；第四类是市场排斥，是指金融机构在

金融产品销售和市场定位过程中将部分群体排斥在金融服务体系之外；第五类是

自我排斥，是指一部分群体出于被拒绝的担忧和某种心理障碍而主动将自己排斥

在金融服务体系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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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财政支农、金融支农概述

3.1 财政支农的内涵、存在的问题

3.1.1 财政支农的内涵

财政支农支出是政府为了调节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工具，是政府

财政预算中用于扶持农业农村发展的支出。通过财政专项转移支付，为农村地区

生产发展建设基础设施，改善农业产业生产环境，提高生产水平进而促进农村经

济社会发展。

财政支农可以分为社会公益性支农、农业生产性支农和专项扶贫支农。社会

公益性支农主要用于发展基层教育医疗与社会救助。基础教育支出可以直接减轻

农民受教育成本，通过教育提升农民的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在长期从自身竞争

力上帮助农民减贫增收。医疗卫生支出用于完善基层医疗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医

疗水平和服务质量，减轻农民医疗费用负担。社会救助是社会福利性质的兜底性

支出，可以直接改善孤儿、残障人士等生存状况不佳的困难群众的收入水平和生

活状况，支农边际效应显著。农业生产性支出覆盖农业生产全过程，帮助农业生

产提高发展水平。其中，农业生产补贴使农民获得更好的生产资料，降低了生产

成本；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支出能够改善村庄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水平，美化人居环

境，优化生产条件，提高农民生产生活水平；支持农业科技发展的资金投入能够

切实推动农业生产科技化，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专项扶贫支农支出主要针

对特定项目，诸如中央扶贫发展资金、扶贫贷款资金及贫困救助等，这些支农资

金用途明确，救助特定对象，直接改善其贫困状况。

财政支农支出通常以财政预算支出中“农林水事务”科目来代表，具体包括：

农业支出、林业支出、水利支出、南水北调支出、扶贫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

其他农林水事务支出等。并且，这里的“农业支出”是指大口径的农业方面的支

出，具体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兽医、农机、农垦、农场、农业产业化经

营组织、农村和垦区公益事业等方面的支出。因此，在科目应用时，“农业支出”

下的各项科目不仅仅只适用于种植业，而是适用于包括上述各行业和组织在内的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乡村振兴视域下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互动研究

16

各种支出。如各级畜牧和农机部门的基本支出都使用“农业支出”款下的“行政

运行”项。

表 3.1 我国农林水支出（2018-2022）

年份 支出额（亿元） 增长率（%）

2018 21085 10.4

2019 22862 8.4

2020 23948 4.7

2021 22034 -7.5

2022 22490 2.3

数据来源：财政部网站

3.1.2 财政支农与项目制

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掌握了巨量财政资源，如何科学合理地将财政资金分配到

地方政府成了一个难题。借由项目制这一方式，地方政府通过“争资跑项”来获

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既可以调动基层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积极性，推动

地方经济发展，又能有效提高中央财政下拨资金分配和使用的效率。

财政支农所承载的政策意图最终落地需要借由项目制这一自上而下的条块

化运作链条将支农资金分配到最终受益的三农主体上，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一些

问题。项目资金虽然明确指定了用途，但是在支出环节，基层政府的自主性决策

会影响支农项目资金的支出结构，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上级部门的意图。与一

般性的转移支付资金相比，专项和项目资金需要经历申请、批复、分配、使用、

监督及审计等复杂程序，需要下级和基层政府动员各种关系和人力，虽然对项目

分配的合理性、公平性以及项目运作的效率等建立了相应的评估机制，但复杂的

申请和批复程序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掩盖基层政府的自主性决策[59]。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大量支农项目进村，“经营村庄”现象大量出现。所

谓“经营村庄”，是指在体制内利益激励下，地方政府借助项目进村的形势要求，

集中体制内资源打造某个村庄。其中，被打造的村庄类似于一种产品，通过涉农

资金的集中供给实现产品升值，进而满足自身利益。在“经营村庄”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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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财政资金的注入之外，也有信贷资金的身影，在“财政+金融”的双重加持

下，一大批“亮点村”、“示范工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项目建设的结构性失

衡在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村庄之间的“马太效应”。这一现象的出

现导致中央政策意图在地方执行时出现使命漂移与弱化，不利于乡村振兴目标的

实现。

总之，项目制本身是一种客观理性的技术治理手段，既有助于提高效率也能

够促进制度的规范化，但地方官员对体制内利益的过度追求在理性的制度之上产

生了非绩效、非理性行为，导致财政支农结构失衡，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3.2 金融支农的内涵、存在的问题

3.2.1 金融支农的内涵

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由于实物资本短缺和缺乏稳定的资本形成机制，导致仅

依靠农村自身资源生产率低下，产出价值不高，农民很难借助农业生产大幅提高

收入水平实现资本积累和增值，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经济往往会陷入资本不足

和贫困交织的恶性循环中，即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因此，农村资本的

形成对打破这一恶性循环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市场是高风险且脆弱的，金融机构所面对的农村

金融主体往往是分散的小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甚至是家庭作坊式企业。这些主体

数量众多，分布分散，有一定金融需求但是单笔交易规模小，并且往往抵押担保

品质量不高甚至是无抵押担保，同时此类主体大概率信用信息缺失不全甚至一片

空白，再加上农业生产具有投资的长期性、极度依赖自然条件的高风险性和低收

益性，对于金融机构来讲，向农村主体提供金融服务的成本和风险较高，而期望

收益不足，所以绝大部分商业性金融机构会选择避开农村金融市场，即便进入农

村金融市场，也会提高金融服务门槛，自发排斥弱势金融主体，挑选符合它们盈

利性要求的精英客户提供服务，这阻碍了大部分的农村金融交易的发生，更加抑

制了农村地区的资本形成。如果政府不加以干预，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和农村金

融抑制的冲突必然会陷入资本不足和贫困交织的恶性循环。

我国普遍意义上的金融支农是指以政策性银行、农信社、邮储银行及其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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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以信贷方式服务“三农”发展。根据央行的统计口径，

涉农贷款按贷款对象分为个人、企业和非企业组织 3大类，按贷款用途可分为农

林牧渔业贷款（即一般所称的“农业贷款”）和其他涉农贷款 2大类（其中后者

包括农用物资和农副产品流通贷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农产品加工贷款、

农业生产资料制造贷款、农田基本建设贷款、农业科技贷款，以及县域房地产贷

款、建筑业贷款和农村个体工商户贷款等）。从存量增速看，2006年末，全口

径涉农贷款余额约 4.5万亿元，截至 2021年末，涉农贷款余额增至 43.21万亿元，

同比增长 10.9%；从增量变化看，2020年度，涉农贷款净增 3.94万亿元，创下

当时年度增量的历史最大值（此前的最大值为 2013年度的约 3.26万亿元），2021

年度，涉农贷款净增 4.57万亿元，同比多增 6343亿元，再次创下年度增量的历

史记录。

3.2.2 金融支农存在的问题

一是金融排斥。在我国，政策性金融是金融支农的主力军，即便国家对商业

性金融机构进行鼓励和引导，大力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但是，由于农户居住分

散，借款额度偏小、数量繁多且缺乏担保，因而众多金融机构在广大农村市场中

面临高额的交易成本和市场风险。按照资金市场的竞争规律，商业性金融机构没

有激励主动承担金融支农的责任[24]。因此金融机构通常由于农业天然的弱质性和

高风险性对农村金融市场主体进行主动或被动金融排斥，导致农村金融市场结构

性供给不足。

二是精英俘获。在农村改革发展过程中，首先，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农村

内部社会阶层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乡村“能人”不断涌现，收入差距造就了一批

具备一定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乡贤，“大农”和“小农”的区别就此产生，

这是精英俘获现象出现的阶层基础。其次，乡村治理环境的扭曲，催生并强化了

精英俘获行为。因为，乡村精英除了在经济层面具有优势之外，往往在基层具有

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尤其在中国农村地区多存在宗族势力，在一定程度上把控着

基层的政治权力，这导致基层治理生态被破坏。乡村精英在接收政府的反哺资源

时其行为选择往往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原则，村庄整体利益被弃之不顾，导致基

层出现权力悬浮，政府的好政策、好项目被少数精英群体瓜分。此外，由于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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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经济上的差距，精英农户可以借助其经营规模优势和信息优势，先于普通

群众接触到外部资金和项目，更容易中标成功承接支农资源，而普通大众滞后于

相关信息，难以获得核心资源。

三是金融分权。在我国金融发展和监管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掌握了

一部分下放的权力，地方政府由此借助本地金融资源来填补其财政资金空缺，通

过行政干预的方式影响银行决策，干预辖区内银行经营，导致部分涉农贷款投向

变更，服务于本地官员关心的可以展示政绩的领域，偏离了金融支农的政策意图，

影响了金融支农的效果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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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影响逻辑分析

财政支农政策、地方政府如何分配和运用支农项目资金与金融机构选择何种

金融服务策略之间具有外部影响性。

4.1 积极影响

在支农过程中，参与主体的利益同质性源于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协同支持三

农发展，双方合力推动农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政府部门来讲，可以顺利

实现支农扶农政策意图，达成既定发展目标，加快农村农业现代化步伐，推动国

家乡村振兴战略向前发展；对于金融机构来讲，农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会带来

产业更加兴旺、经济活动更加繁荣、资金需求更加旺盛的农村金融市场，在城市

金融市场日趋饱和、业务竞争更加激烈、利润增长疲软的趋势下可以借由广袤的

农村金融市场觅得新的增长着力点。

财政支农的投入与引导对金融支农发挥减贫增收作用具有领航和护航的作

用。金融支农扶贫一旦离开政府的引导和补贴，纯市场行为而言不具备商业可持

续性，因此财政支农政策是引导金融资源注入贫困地区、提升金融扶贫效率的关

键。一方面，财政支农政策可以给予参与支农的金融机构补贴和激励。通过设立

风险补偿基金及财政贴息基金等保障机制，降低金融服务“三农”的成本，缓释

风险，让金融机构有意愿参与支农；另一方面，财政支出提升了贫困地区农村公

共设施水平，直接转移支付改善了贫困人口的生存状况和内生发展动力，基础条

件的改善为金融发挥减贫增收效应打下基础。

金融参与支农对财政支农起到重要的补充和放大作用，有助于提高财政资金

的使用效率。首先，财政直接支农是政府公共预算的一部分，是非营利性支出，

资金规模不如金融体系的资金规模大，这部分资金通过项目制下达基层，如果出

现资金用途、投向更改和支农结构失衡的问题，就会导致惠及农户不多，农民感

知不强、政策效果不佳的局面。其次，财政直接支农放大效应不足，资金使用比

较单一，周转速度慢，且需要长期持续的投入，不够灵活。相比于财政直接支农，

金融支农第一能够利用自身专业化和市场化的优势，加快资金周转速度，补充支

农资金规模，提高资金使用和管理效率；第二能够发挥金融特有的信用中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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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较少财政资金引流，带动金融系统大量信贷资金活水输入农村金融市场，有效

放大支农效应；第三可以起到一定的示范引领效应，引导其他社会资本流向农村

地区，拓宽农村金融市场融资渠道。

政府利用信息优势和政策优势引导金融机构积极支农助农，既能放大财政支

农资金的带动效应从而减轻沉重的财政负担，又能完成预期的政治目标和社会效

益；金融机构利用政府提供的担保贴息等优惠政策深入农村金融市场大力推动银

政企合作，既能解决部分风险成本，又能拓宽业务增长渠道。从理论上来看，政

府财政政策与农村金融减贫的协调配合，能够保障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减贫的有效

实施，助推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二者的协同配合可以形成一个正反馈循环，塑

造政府、金融机构、三农主体三赢的良好局面。

4.2 消极影响

在支农行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参与主体的利益异质性。参与支农的主体

所处地位不同，目标诉求不同，因此采取的行动策略不同，这使各主体无法相互

配合共同完成好支农扶农的使命，最终导致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在支农结构失衡

的道路上“殊途同归”。

政府部门作为社会管理和服务者，是支农扶农这一理念的最基本发起者。在

支农活动中，其目标在于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和社会效益。和其他支农主体相比

较，政府更侧重于增进社会公平、提高福利水平，实现政府制定的战略目标。中

央政府会根据既定的发展计划，制定支农政策和目标，设定支农支出预算，按实

际情况下拨到各级政府，按照具体的监督考核管理体制由地方政府筹备支农项目

直至落地。而地方政府除了追求上述社会经济利益之外，还会追求自身的特殊利

益——政治利益。地方政府官员在体制内利益激励之下会尽一切努力通过项目建

设打造个人政绩履历，热衷于短期利益，向上级传递政绩信号，这就催生了不合

理的财政支农结构，“经营村庄”现象就是这一政绩导向下的产物。失衡的财政支

农结构使得财政支农的政策目标发生偏移，逐渐演变成少部分乡村精英攫取财政

支农成果而大部分普通村民只享受到部分支农政策福利的结果。

金融机构参与财政支农，主要是追求利润增长，强调效益性。我国主要的商

业银行都是国有控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它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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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了它必须具有社会性和人民性，必须完成相关涉农贷款的指标。但由于我国

城乡发展不均衡，农业农村产业具有天然的弱质性和风险性，而政策又经常要求

金融机构提供优惠性质的资金供给，因此大部分金融机构都存在着金融排斥或者

“掐尖”服务的现象，只向农村金融市场中的优质主体提供支持，选择性放弃或

者排斥弱势主体，表面上看似完成了支农任务，但实际上是在锦上添花而非雪中

送炭，这与期待实现的支农效果有较大差距，不符合总体社会利益。

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各自利益诉求的权衡下，虽无主观联合，但在事实上

形成了负面促进，彼此强化了支农结构失衡的行为和格局。首先，“门槛效应”

的存在对金融资源可得性有着显著的影响。地方政府对特定村庄的经营性行为意

味着财政资源的大量投入，巨量财政资源集中输入某一个村庄时必然会促进该村

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产业发展水平，从而使得该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优于其他未

得到财政大量投入的村庄，处于该村庄的经济主体无论是个人或者集体都会相较

于其他村庄是更为优势的存在，更容易达到金融机构愿意为其提供金融服务的经

济门槛，形成“精英俘获”的现象。其次，市场化的金融机构在本质上是逐利的，

而农村金融市场相较城市金融市场规模小、风险高、收益低，因此金融机构在盈

利要求下容易对农村金融主体产生金融排斥，造成脱农现象。而此类地方政府集

中体制内资源打造的项目“产品”相较于分散的农户贷款，成本更低，收益更高，

规模更大也更容易完成涉农贷款指标且有政府兜底，因此农村金融供给也随之向

此类特惠型工程和有此类禀赋的村庄倾斜，这会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经营性行为

决策。总之，财政支农结构存在偏差、地区间财政支农差距过大会带来村庄之间

的发展水平差距，同时带来金融活动水平、金融基础建设水平的差距，这会影响

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选择，使得金融机构在利润与风险的考量下选择“强者”，

进一步加剧了“马太效应”。一旦金融支农在财政支农结构失衡的影响下表现出

了“掐尖”趋势，就会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形成了事实上的不公平和金融排斥，违

背了国家的政策导向，阻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推进，不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

无论金融机构是主动抑或是被动做出金融服务决策，地方政府对支农项目的运作

都会在逻辑和事实上对农村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供给造成影响，而这些影响会直

接决定广大农村金融主体的金融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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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财政支农、金融支农演化博弈分析

通过第四章对支农参与主体利益同质性、异质性分析，得出财政支农和金融

支农协同配合对于我国农村地区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具有重要

意义的结论。但就目前现实情况来看，支农参与主体并未平衡好自身发展与社会

责任之间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在相关理论基础上，通过建立演化博弈模型，探究

最优行为策略选择，解决支农主体的利益不均衡问题，使支农局面符合政策预期。

5.1 演化博弈模型设计

5.1.1 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行为选择

地方政府作为财政支农政策的执行主体，拥有对财政支农项目的支配和裁决

权，对于支农资源的投放选择，可能采取的策略有｛集中投放，分散投放｝。集

中投放策略指的是地方政府为了在绩效考核、政治晋升中获得优势，通过将项目

资源集中投放到一个或几个村庄，打造“亮点村”、“亮点工程”的方式，向上

级部门传递政绩信号，在短期内获得最大的体制内收益；分散投放策略是指地方

政府忠实执行财政支农政策，把提高农村农民福利水平放在第一位，以实际情况

为准优化资源投放结构，将财政支农资源均衡投放到各村庄。以银行为主要代表

的金融机构是国家金融支农的中坚力量，涉农贷款是金融支农的主要形式。面对

农村居民的金融需求，金融机构可能采取的策略有｛掐尖服务，普惠服务｝。掐

尖服务策略是指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服务时会出于风险与利润的考量，主动排斥

经济实力不足的融资主体，有选择性地挑选经济实力较强的精英融资主体提供金

融服务；普惠服务是指金融机构响应金融支农的政策引导，忠实履行金融职能，

坚守普惠本质，向农村居民均等地提供金融服务。

5.1.2 研究假设与基本参数

（一）研究假设

博弈双方为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博弈事件为地方政府执行财政支农政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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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和金融机构执行金融支农政策过程中的影响与协同。

财政支农项目是建立在国家乡村振兴政策的大背景下的，其根本目的不在于

盈利或者资本增值，在项目资源投资的初期往往是资金和资源的净投入，项目运

营及维护都需要后期不断追加和投入成本，对政府部门来讲并不一定能实现会计

层面的正向经济价值，因此我们在博弈模型中讨论地方政府的收益的时候主要讨

论地方政府获得的政治性利益、社会性利益和体制内收益，忽略地方政府在项目

资源投资过程中获得的经济利益；金融机构在金融支农的大背景下将金融资源投

向“三农”领域，除一部分政策性银行提供的极度优惠、不考虑盈利的贷款外，商

业银行一般情况下都是在执行政策引导的条件下追求金融服务的有偿性和盈利

性，因此在本文模型的设定中，金融机构的效用和收益主要来自向“三农”主体提

供贷款服务获得的利润。同时，地方政府的行动策略选择与金融机构的行动策略

之间存在外部效应。财政支农结构存在偏差、地区间财政支农差距过大会带来村

庄之间的发展水平差距，同时带来金融活动水平、金融基础建设水平的差距，这

会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选择，使得金融机构在利润与风险的考量下选择“强

者”，进一步加剧了“马太效应”；在地方政府选择集中投资的情况下，金融机构

选择掐尖策略会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的选择，二者追求利益的行为会形成一种偏

离中央政策初衷的“协同”。

在信息非对称情况下，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博弈中会采取不同的行为策略

选择。我们做出如下假设：

1H ：假设地方政府面临的施策主体为土地面积，人口规模、风土人情和经

济发展水平均相似的村庄；金融机构面临的施策主体为初始经济状况不同的个人

或者项目融资主体，定义为精英融资主体和非精英融资主体。

2H ：地方政府收益特指政治性利益、社会性利益和体制内收益，忽略地方

政府在项目资源投资过程中获得的经济利益；金融机构收益特指向“三农”主体提

供贷款服务获得的利润。

3H ：地方政府选择集中投资和分散投资的概率分别为 x与 x1 ；金融机构

选择掐尖服务和普惠服务的概率分别为 y与 y1 。

（二）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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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地方政府的参数设定

将国家下拨的支农资源分配落实到位是地方政府的本职工作，但是集中投资

与分散投资的工作量、难易程度不同，落实工作要付出的成本不同，获得的收益

也有差别，所以我们假设地方政府集中投资打造“亮点村”、“亮点工程”的净

收益为Q，项目资源分散投资的净收益为 ’Q ；当地方政府选择集中体制内资源

倾力打造“亮点村”、“亮点工程”时，由于此类项目可以迅速向上级传达明确

的政绩信号，在绩效考核、官员晋升中起到重要作用，所以将财政支农资源集中

投资相对于分散投资具有超额收益，将其定义为W ；当政府选择结合各村实际

将项目资源分散投资到每个村时，会产生潜在的未来收益 N ——项目资源投资

在未来长时间中对农村居民生活福利水平产生了一定改善，人民生活质量进一步

提高，对政府满意度提升，推进了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进程，上级部门也会对这

一行为进行奖励。

（2）关于金融机构的参数设定

本文将金融机构的类型简化为商业银行，将其提供的金融服务简化为涉农贷

款，因此金融机构的效用为提供涉农贷款获得收益     



n

i
iiiiii DpcrLpR

1
1 ,

其中 iP、 iL、 ir、 ic 、 iD 分别为每笔贷款的还款概率、贷款金额、贷款利率、贷

款成本、回收残值。

（3）参数表

表 5.1 参数表

参数 参数含义

HR1
地方政府选择集中投资时，金融机构将金融资源全部提供给精英融资主体时所获得的收益，即掐

尖策略的收益。

HR2

地方政府选择分散投资时，金融机构将金融资源全部提供给精英融资主体时所获得的收益，即掐

尖策略的收益。

LR1 地方政府选择集中投资时，金融机构将金融资源全部提供给非精英融资主体时所获得的收益。

LR2 地方政府选择分散投资时，金融机构将金融资源全部提供给非精英融资主体时所获得的收益。

1Q 金融机构选择掐尖服务时，地方政府集中资源投资打造“亮点村”“亮点工程”的净收益

’
1Q 金融机构选择掐尖服务时，地方政府分散投资时的净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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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1)

参数 参数含义

2Q 金融机构选择普惠服务时，地方政府集中投资时的净收益

’
2Q 金融机构选择普惠服务时，地方政府分散投资时的净收益

W 金融机构选择掐尖服务时，地方政府选择集中投资时所能获得的超额收益

’W 金融机构选择普惠服务时，地方政府选择集中投资时所能获得的超额收益

N 金融机构选择掐尖服务时，地方政府选择分散投资时所能获得的潜在收益

’N 金融机构选择普惠服务时，地方政府选择分散投资时所能获得的潜在收益

 金融机构信贷资源提供给精英主体的比例

P 监管部门对于地方政府经营性行为的惩罚

S 政府对金融机构忠实履行金融支农、金融普惠的补贴

5.2 无约束模型构建与均衡分析

5.2.1 构建支付矩阵

5.2.2 演化稳定策略分析

（一）金融机构的复制动态方程

令金融机构掐尖服务的收益 HH RyyRU 211 )1( 

令金融机构分散服务的收益    LHLH RRyRRyU 22112 )1()1()1( 

则金融机构的平均期望收益 21 )1( UxxUU x 

地方政府

集中投资（�） 分散投资（1 − �）

金融

机构

掐尖

服务（�）
HR1 ， WQ 1

HR2 ， NQ ’1

普惠

服务（1 − �）

LH RR 11 )1(  ，

’WQ 2

LH RR 22 )1(  ，

’’ NQ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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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可得金融机构的复制动态方程 F(x):

（二）地方政府的复制动态方程

令地方政府集中投资的收益 ))(1()( 211
’WQxWQxM 

令地方政府分散投资的收益 )(1)( 212
’’’ ）（ NQxNQxM 

则地方政府的平均期望收益 21 )1( MyyMM y 

由以上可得地方政府的复制动态方程 :)(yF

    )()()()()()()1(

))(1()()(

221122

211

’’’’’’’ WQNQNQWQxNQWQyy

MMyyMMyyF y





（三）演化稳定性分析

为了求出相关主体的演化稳定策略，构建二维动力系统，

�(�) = �(1 − �) 1 − � �2
� − �2

� + � �1
� − �1

� + �2
� − �2

�

�(�) = �(1 − �) �2 + �' − �2
’ + �’ + � �1 + � − �1

' + � + �2
’ + �’ − �2 + �'

令：

�(�) = 0
�(�) = 0

求得该微分方程的结果为：

,1,0  xx �∗= �2
�−�2

�

�1
�−�1

� + �2
�−�2

�

,1,0  yy �∗= �2
’ +�’ − �2+�'

�1+� − �1
' +� + �2

’ +�’ − �2+�'

因此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组成的演化博弈均衡点总共有五个：

�(0,0); �(1,0); �(1,1); �(0,1); �(�∗, �∗)，其中 0 < �∗ < 1，0 < �∗ < 1

对�(�)、�(�)求偏导，得到雅可比矩阵 J，

J =

��(�)
��

��(�)
��

��(�)
��

��(�)
��

其中，

��(x)
��

= (1 − 2x) 1 − � �2
� − �2

� + � �1
� − �1

� + �2
� − �2

�

  )()()()1)(1())(1()()( 221122211
HLLHLH

x RRRRyRRxxUUxxUUxx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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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 �) 1 − � �1
� − �1

� + �2
� − �2

�

��(�)
��

= (1 − 2y) �2 + �' − �2
’ + �’ + � �1 + � − �1

' + � + �2
’ +

�’ − �2 + �'

��(�)
��

= �(1 − �) �1 + � − �1
' + � + �2

’ + �’ − �2 + �'

雅可比矩阵的行列式和迹分别为：

���� = (1 − 2x)(1 − 2y) 1 − � �2
� − �2

� + � �1
� − �1

� + �2
� − �2

� ∗

�2 + �' − �2
’ + �’ + � �1 + � − �1

' + � + �2
’ + �’ − �2 + �' −

�� 1 − � 1 − � 1 − � �1
� − �1

� + �2
� − �2

� �1 + � − �1
' + � + �2

’ +

�’ − �2 + �'

��� = (1 − 2x) 1 − � �2
� − �2

� + � �1
� − �1

� + �2
� − �2

� + (1 −

2y) �2 + �' − �2
’ + �’ + � �1 + � − �1

' + � + �2
’ + �’ − �2 +

�'

表 5.2 无约束模型雅可比矩阵在各平衡点处的行列式

平衡点 ����

�(0,0) 1 − � �2
� − �2

� �2 + �' − �2
’ + �’

�(1,0) − 1 − � �2
� − �2

� �1 + � − �' + �

�(1,1) 1 − � �1
� − �1

� �1 + � − �1
' + �

�(0,1) − 1 − � �1
� − �1

� �2 + �' − �2
’ + �’

D(�∗, �∗) − 1 − �
�1

� − �1
� �2

� − �2
�

�1
� − �1

� + �2
� − �2

�
�1 + � − �1

' + � �2
’ + �’ − �2 + �'

�1 + � − �1
' + � + �2

’ + �’ − �2 + �'

表 5.3 无约束模型雅可比矩阵在各平衡点处的迹

平衡点 ���

�(0,0) 1 − � �2
� − �2

� + �2 + �' − �2
’ + �’

�(1,0) − 1 − � �2
� − �2

� + �1 + � −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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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3）

平衡点 ���

�(1,1) − 1 − � �1
� − �1

� + �1 + � − �1
' + �

�(0,1) 1 − � �1
� − �1

� − �2 + �' − �2
’ + �’

D(�∗, �∗) 0

根据演化博弈理论，根据复制动态方程求出的均衡点不一定是演化博弈模型

的演化稳定策略点，需要通过分析雅可比矩阵的局部稳定性，得到演化稳定策略

点。一般情况下，当雅可比矩阵的行列式为正值，迹为负值时，即����＞0，���

＜0，平衡点为稳定点；当行列式和迹均为正值时，即����＞0，���＞0，平衡点为

非稳定点；当行列式为负值，迹为任意值时，平衡点为鞍点。若点(�∗, �∗)有意义，

必 须 满 足 0 < �∗ < 1 ， 0 < �∗ < 1 ， 即 0 < �2
�−�2

�

�1
�−�1

� + �2
�−�2

� < 1 ， 0 <

�2
’ +�’ − �2+�'

�1+� − �1
' +� + �2

’ +�’ − �2+�' < 1，可得：�2
� − �2

� > 0， �2
’ + �’ − �2 + �' > 0。

在�2
� − �2

� > 0、 �2
’ + �’ − �2 + �' > 0 的条件下我们对�1

� − �1
�、 �1 + � −

�1
' + � 的正负进行分析判定，以此来确定雅可比矩阵的行列式与迹的正负进而

确定演化稳定点（ESS）。�1
� − �1

�为金融机构在地方政府选择集中投资的情况下

选择掐尖策略和普惠策略的收益差，根据现实情况及模型设定，显然�1
� − �1

� > 0；

�1 + � − �1
' + � 为地方政府在金融机构选择掐尖策略的情况下选择集中投资

策略与分散投资策略的收益差，根据现实情况及模型设定，显然 �1 + � − �1
' +

� > 0。

确定了相关参数之间的大小关系之后，根据表 5.3我们对演化博弈模型的均

衡点进行稳定性分析，得出博弈系统存在两个演化稳定策略�(0,0)和�(1,1)，即

稳定状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地方政府选择集中投资策略的同时金融机构

选择掐尖服务策略；第二种情况是地方政府选择分散投资策略的同时金融机构选

择普惠服务策略。现实中我们观察到的往往是第一种情况，这说明演化方向从一

开始就被确定，即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金融机构都选择了第一种情况的行动策

略，因为这符合二者的个体利益，而我们更需要二者做出第二种演化稳定情况中

的策略选择，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现实中的负面决策做出约束和纠正，将其引导向

我们希望的方向和结果，所以我们在上文的模型基础上引入约束条件，即在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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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部门的监管和约束以及施策主体的政策引导的情况下进行演化博弈模型的

分析。

表 5.4 无约束模型稳定性分析

平衡点 DetJ 符号 TrJ 符号

�(0,0) 1 − � �2
� − �2

� �2 + �' − �2
’ + �’ + 1 − � �2

� − �2
� + �2 + �' − �2

’ + �’ - 稳定点（ESS）

�(1,0) − 1 − � �2
� − �2

� �1 + � − �1
' + � - − 1 − � �2

� − �2
� + �1 + � − �1

' + � + 鞍点

�(1,1) 1 − � �1
� − �1

� �1 + � − �1
' + � + − 1 − � �1

� − �1
� + �1 + � − �1

' + � - 稳定点（ESS）

�(0,1) − 1 − � �1
� − �1

� �2 + �' − �2
’ + �’ - 1 − � �1

� − �1
� − �2 + �' − �2

’ + �’ + 鞍点

D(�∗, �∗) − 1 − �
�1

� − �1
� �2

� − �2
�

�1
� − �1

� + �2
� − �2

�

�1 + � − �1
' + � �2

’ + �’ − �2 + �'

�1 + � − �1
' + � + �2

’ + �’ − �2 + �' - 0 / 鞍点

5.3 有约束模型构建与均衡分析

在上文我们对无约束条件下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农与金融机构金融支农的博

弈模型进行了分析，由于在无约束条件下无法实现预期的政策效果，因此有必要

在引入外部监管与政策补贴的约束条件下继续研究，探索外部约束条件的影响是

否能够纠正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失衡的问题。

5.3.1 构建支付矩阵

地方政府

集中投资（ y） 分散投资（ y1 ）

金融

机构

掐尖

服务（ x）

�1
�,

�1 + � − �

�2
�,

�1
' + �

普惠

服务（ x1 ）

��1
� + 1 − � �1

� + �,

�2 + �' − �

��2
� + 1 − � �2

� + �,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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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演化稳定策略分析

（一）金融机构的复制动态方程

令金融机构掐尖服务的收益�1 = ��1
� + (1 − �)�2

�

令金融机构分散服务的收益�2 = � ��1
� + 1 − � �1

� + � + (1 − �) ��2
� + 1 −

� �2
� + �

则金融机构的平均期望收益�� = ��1+(1 − �)�2

由以上可得金融机构的复制动态方程 F(x):

�(�) = �(�1 − ��) = �(1 − �)(�1 − �2) = �(1 − �) �2
� − ��2

� + 1 − � �2
� +

� + � 1 − � �1
� − �1

� + �2
� − �2

�

（二）地方政府的复制动态方程

令地方政府集中投资的收益�1 = �(�1 + � − �) + (1 − �)(�2 + �' − �)

令地方政府分散投资的收益�2 = �(�1
' + �) + (1 − �)(�2

’ + �’)

则地方政府的平均期望收益�� = ��1+(1 − �)�2

由以上可得地方政府的复制动态方程 F(y):

�(�) = �(�1 − ��) = �(1 − �)(�1 − �2)

= �(1 − �) �2 + �' − � − �2
’ + �’ + � �1 + � − �1

' + � + �2
’ +

�’ − �2 + �'

（三）演化稳定性分析

为了求出相关主体的演化稳定策略，构建二维动力系统，

�(�) = �(1 − �) �2
� − ��2

� + 1 − � �2
� + � + � 1 − � �1

� − �1
� + �2

� − �2
�

�(�) = �(1 − �) �2 + �' − � − �2
’ + �’ + � �1 + � − �1

' + � + �2
’ + �’ − �2 + �'

令：

�(�) = 0
�(�) = 0

求得该微分方程的结果为：

,1,0  xx �∗= ��2
�+ 1−� �2

�+� −�2
�

1−� �1
�−�1

� +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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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yy �∗= �2
’ +�’ − �2+�'−�

�1+� − �1
' +� + �2

’ +�’ − �2+�'

因此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组成的演化博弈均衡点总共有五个：

�(0,0); �(1,0); �(1,1); �(0,1); �(�∗, �∗)，其中 0 < �∗ < 1，0 < �∗ < 1

对 F(x)、F(y)求偏导，得到雅可比矩阵 J，

J =

��(�)
��

��(�)
��

��(�)
��

��(�)
��

其中，

��(x)
��

= (1 − 2x) �2
� − ��2

� + 1 − � �2
� + � + � 1 − � �1

� − �1
� + �2

� −

�2
�

��(�)
��

= �(1 − �) 1 − � �1
� − �1

� + �2
� − �2

�

��(�)
��

= (1 − 2y) �2 + �' − � − �2
’ + �’ + � �1 + � − �1

' + � + �2
’ +

�’ − �2 + �'

��(�)
��

= �(1 − �) �1 + � − �1
' + � + �2

’ + �’ − �2 + �'

雅可比矩阵的行列式和迹分别为：

���� = (1 − 2x)(1 − 2y) �2
� − ��2

� + 1 − � �2
� + � + � 1 − � �1

� −

�1
� + �2

� − �2
� ∗ �2 + �' − � − �2

’ + �’ + � �1 + � − �1
' + � +

�2
’ + �’ − �2 + �' − �� 1 − � 1 − � 1 − � �1

� − �1
� + �2

� −

�2
� �1 + � − �1

' + � + �2
’ + �’ − �2 + �'

��� = (1 − 2x) �2
� − ��2

� + 1 − � �2
� + � + � 1 − � �1

� − �1
� + �2

� −

�2
� + (1 − 2y) �2 + �' − � − �2

’ + �’ + � �1 + � − �1
' + � +

�2
’ + �’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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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有约束模型雅可比矩阵的行列式

平衡点 ����

�(0,0) �2
� − ��2

� + 1 − � �2
� + � �2 + �' − � − �2

’ + �’

�(1,0) − �2
� − ��2

� + 1 − � �2
� + � �1 + � − � − �' + �

�(1,1) �1
� − ��1

� + 1 − � �1
� + � �1 + � − � − �' + �

�(0,1) − �1
� − ��1

� + 1 − � �1
� + � �2 + �' − � − �2

’ + �’

D(�∗, �∗) −
�1

� − ��1
� + 1 − � �1

� + � ��2
� + 1 − � �2

� + � − �2
�

1 − � �1
� − �1

� + �2
� − �2

� ∗
�1 + � − � − �' + � �2

’ + �’ − �2 + �' − �
�1 + � − �1

' + � + �2
’ + �’ − �2 + �'

表 5.6 有约束模型雅可比矩阵的迹

平衡点 ���

�(0,0) �2
� − ��2

� + 1 − � �2
� + � + �2 + �' − � − �2

’ + �’

�(1,0) ��2
� + 1 − � �2

� + � − �2
� + �1 + � − � − �' + �

�(1,1) − �1
� − ��1

� + 1 − � �1
� + � + �1 + � − � − �' + �

�(0,1) �1
� − ��1

� + 1 − � �1
� + � − �2 + �' − � − �2

’ + �’

D(�∗, �∗) 0

同上文论述的一样，当雅可比矩阵的行列式为正值，迹为负值时，即����＞0，

���＜0，平衡点为稳定点；当行列式和迹均为正值时，即����＞0，���＞0，平衡点

为非稳定点；当行列式为负值，迹为任意值时，平衡点为鞍点。若点(�∗, �∗)有意

义，必须满足 0 < �∗ < 1，0 < �∗ < 1，即 0 < ��2
�+ 1−� �2

�+� −�2
�

1−� �1
�−�1

� + �2
�−�2

� < 1，0 <

�2
’ +�’ − �2+�'−�

�1+� − �1
' +� + �2

’ +�’ − �2+�' < 1，由此可得： ��2
� + 1 − � �2

� + � − �2
� > 0，即

在地方政府选择分散投资的条件下，对金融机构进行补贴从而使得金融机构选择

普惠服务的收益大于掐尖服务，这样金融机构会自然而然地选择普惠服务，与我

们的预期相符； �2
’ + �’ − �2 + �' − � > 0，即在金融机构选择普惠服务的条件

下，对地方政府集中投资的经营性行为进行惩戒，使得地方政府集中投资的收益

低于分散投资的收益，从而促使地方政府放弃经营性行为。

在稳定性分析之前，我们对于约束条件的程度大小给出如下定义：

①严格约束：此约束程度会促使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博弈对手方做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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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己的行动策略时也会选择更改决策服从约束。其模型含义为�1
� − ��1

� + 1 −

� �1
� + � < 0、 �1 + � − � − �' + � < 0。

②温和约束：此约束程度会促使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博弈对手方做出有利

于自己的行动策略时选择更改决策服从约束。其模型含义为�2
� − ��2

� + 1 −

� �2
� + � < 0、 �2 + �' − � − �2

’ + �’ < 0。

③无效约束：在此约束程度下，受约束主体无动力改变原有策略，继续维持

原状。其模型含义为�1
� − ��1

� + 1 − � �1
� + � > 0、 �1 + � − � − �' + � > 0、

�2
� − ��2

� + 1 − � �2
� + � > 0、 �2 + �' − � − �2

’ + �’ > 0。

在确定了 ��2
� + 1 − � �2

� + � − �2
� > 0， �2

’ + �’ − �2 + �' − � > 0 之后，我

们需要对�1
� − ��1

� + 1 − � �1
� + � 和 �1 + � − � − �' + � 的正负情况进行分析，

进而确定有约束模型的演化稳定点。我们分以下四种情况讨论：

情况一：�1
� − ��1

� + 1 − � �1
� + � > 0， �1 + � − � − �' + � > 0

金融机构无效约束+地方政府无效约束。�1
� − ��1

� + 1 − � �1
� + � > 0 意味着

外部补贴程度不够，无法覆盖金融机构选择普惠服务所产生的风险，因此金融机

构并不会为了获取补贴而改变行为策略； �1 + � − � − �' + � > 0 表示监管部

门对地方政府的经营性行为的惩戒力度不够大，地方政府即便承担了相关处罚之

后的收益也要大于选择分散投资的收益，所以轻微的惩戒与处罚并不会改变地方

政府的行动策略。因此，如果补贴和处罚的力度不够大的话，是不足以扭转现状

的，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会继续选择原有的行动策略。反映在稳定性分析中就是，

在情况一描述的条件下，有约束博弈模型的演化稳定点与无约束模型的演化稳定

点一致，并没有因为约束条件的加入而改变，这不是我们预期的结果。

表 5.7 情况一稳定性分析

平衡点 DetJ 符号 TrJ 符号

�(0,0) �2
� − ��2

� + 1 − � �2
� + � �2 + �' − � − �2

’ + �’ +
�2

� − ��2
� + 1 − � �2

� + � + �2 + �' −

� − �2
’ + �’

- 稳定点（ESS）

�(1,0) − �2
� − ��2

� + 1 − � �2
� + � �1 + � − � − �' + � -

��2
� + 1 − � �2

� + � − �2
� + �1 + � −

� − �' + �
+ 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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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7）

平衡点 DetJ 符号 TrJ 符号

�(1,1) �1
� − ��1

� + 1 − � �1
� + � �1 + � − � − �' + � +

− �1
� − ��1

� + 1 − � �1
� + � + �1 + � −

� − �' + �
- 稳定点（ESS）

�(0,1) − �1
� − ��1

� + 1 − � �1
� + � �2 + �' − � − �2

’ + �’ +
�1

� − ��1
� + 1 − � �1

� + � − �2 + �' −

� − �2
’ + �’

+ 非稳定点

D(�∗, �∗) − 1 − �
�1

� − �1
� �2

� − �2
�

�1
� − �1

� + �2
� − �2

�
�1 + � − �1

' + � �2
’ + �’ − �2 + �'

�1 + � − �1
' + � + �2

’ + �’ − �2 + �' - 0 / 鞍点

情况二：�1
� − ��1

� + 1 − � �1
� + � < 0， �1 + � − � − �' + � < 0

金融机构严格约束+地方政府严格约束。与情况一相反�1
� − ��1

� + 1 − � �1
� +

� < 0 意味着外部补贴的程度不光足以覆盖普惠金融服务相对于掐尖服务溢出

的风险成本，还能获得更多的收益，因此金融机构愿意忍受非精英主体的高风险

承担，在地方政府选择集中投资的情况下向其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因此在地方

政府分散投资的情况下可以用更低的 S 促使金融机构向所有融资主体提供普惠

的金融服务； �1 + � − � − �' + � < 0 表示上级部门对于地方政府的经营性行

为的容忍度较低，所使用的规范手段越来越严格，惩戒力度也越来越大，所以此

时选择集中投资是得不偿失的，调整财政支农结构，回归财政支农的本质才是最

优选择。因此，如果补贴和惩戒达到一定程度时，会对双方的行动策略造成影响，

促使二者变更自己的行动策略，让事情向我们预期的方向发展。反映在稳定性分

析中就是演化稳定点由无约束模型的�(0,0)和�(1,1)变为只有一个稳定

点�(0,0)，这是我们想要达成的最终结果。

表 5.8 情况二模型稳定性分析

平衡点 DetJ 符号 TrJ 符号

�(0,0) �2
� − ��2

� + 1 − � �2
� + � �2 + �' − � − �2

’ + �’ +
�2

� − ��2
� + 1 − � �2

� + � + �2 + �' −

� − �2
’ + �’

- 稳定点（ESS）

�(1,0) − �2
� − ��2

� + 1 − � �2
� + � �1 + � − � − �' + � -

��2
� + 1 − � �2

� + � − �2
� + �1 + � −

� − �' + �
/ 鞍点

�(1,1) �1
� − ��1

� + 1 − � �1
� + � �1 + � − � − �' + � +

− �1
� − ��1

� + 1 − � �1
� + � + �1 + � −

� − �' + �
+ 非稳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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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8）

平衡点 DetJ 符号 TrJ 符号

�(0,1) − �1
� − ��1

� + 1 − � �1
� + � �2 + �' − � − �2

’ + �’ -
�1

� − ��1
� + 1 − � �1

� + � − �2 + �' −

� − �2
’ + �’

/ 鞍点

D(�∗, �∗) − 1 − �
�1

� − �1
� �2

� − �2
�

�1
� − �1

� + �2
� − �2

�
�1 + � − �1

' + � �2
’ + �’ − �2 + �'

�1 + � − �1
' + � + �2

’ + �’ − �2 + �' - 0 / 鞍点

情况三：�1
� − ��1

� + 1 − � �1
� + � > 0， �1 + � − � − �' + � < 0

金融机构无效约束+地方政府严格约束。情况三中，由于在博弈开始时对于

金融机构的补贴程度不够，无法促使金融机构改变掐尖服务策略，而对地方政府

经营性行为的惩戒力度却足够大，因此随着演化过程的进行，在严格约束条件的

作用下地方政府会调整自己的行动策略，由集中投资转向分散投资，这会改变金

融机构的约束条件强度，使其从无效约束转化为温和约束，于是博弈过程会与情

况二趋于一致，最终实现我们的预期结果。

表 5.9 情况三稳定性分析

平衡点 DetJ 符号 TrJ 符号

�(0,0) �2
� − ��2

� + 1 − � �2
� + � �2 + �' − � − �2

’ + �’ +
�2

� − ��2
� + 1 − � �2

� + � + �2 + �' − � −

�2
’ + �’

-
稳定点

（ESS）

�(1,0) − �2
� − ��2

� + 1 − � �2
� + � �1 + � − � − �' + � -

��2
� + 1 − � �2

� + � − �2
� + �1 + � − � − �' +

�
/ 鞍点

�(1,1) �1
� − ��1

� + 1 − � �1
� + � �1 + � − � − �' + � -

− �1
� − ��1

� + 1 − � �1
� + � + �1 + � − � −

�' + �
/ 鞍点

�(0,1) − �1
� − ��1

� + 1 − � �1
� + � �2 + �' − � − �2

’ + �’ +
�1

� − ��1
� + 1 − � �1

� + � − �2 + �' − � −

�2
’ + �’

+ 非稳定点

D(�∗, �∗) − 1 − �
�1

� − �1
� �2

� − �2
�

�1
� − �1

� + �2
� − �2

�

�1 + � − �1
' + � �2

’ + �’ − �2 + �'

�1 + � − �1
' + � + �2

’ + �’ − �2 + �' - 0 / 鞍点

情况四：�1
� − ��1

� + 1 − � �1
� + � < 0， �1 + � − � − �' + � > 0

金融机构严格约束+地方政府无效约束。情况四与情况三类似，由于在博弈

开始时对于地方政府的惩戒力度不够，无法促使地方政府改变集中投资策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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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融机构的补贴程度却足够大，因此随着演化过程的进行，在严格约束条件的

作用下金融机构会调整自己的行动策略，由掐尖服务转向普惠服务，这会改变地

方政府的约束条件强度，使其从无效约束转化为温和约束，于是博弈过程会与情

况二趋于一致，最终实现我们的预期结果。

表 5.10 情况四稳定性分析

平衡点 DetJ 符号 TrJ 符号

�(0,0) �2
� − ��2

� + 1 − � �2
� + � �2 + �' − � − �2

’ + �’ +
�2

� − ��2
� + 1 − � �2

� + � + �2 + �' − � −

�2
’ + �’

-
稳定点

（ESS）

�(1,0) − �2
� − ��2

� + 1 − � �2
� + � �1 + � − � − �' + � +

��2
� + 1 − � �2

� + � − �2
� + �1 + � − � − �' +

�
+ 非稳定点

�(1,1) �1
� − ��1

� + 1 − � �1
� + � �1 + � − � − �' + � -

− �1
� − ��1

� + 1 − � �1
� + � + �1 + � − � −

�' + �
/ 鞍点

�(0,1) − �1
� − ��1

� + 1 − � �1
� + � �2 + �' − � − �2

’ + �’ -
�1

� − ��1
� + 1 − � �1

� + � − �2 + �' − � −

�2
’ + �’

/ 鞍点

D(�∗, �∗) − 1 − �
�1

� − �1
� �2

� − �2
�

�1
� − �1

� + �2
� − �2

�

�1 + � − �1
' + � �2

’ + �’ − �2 + �'

�1 + � − �1
' + � + �2

’ + �’ − �2 + �' - 0 / 鞍点

具体演化路径如图 5.1 所示

图 5.1 有约束条件下演化路径图

综上所述，如果要使博弈系统中的稳定性策略与社会期望的最优选择策略相

一致，则对于博弈主体的外部约束程度至少有一方必须大于或等于温和约束的约

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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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演化博弈仿真

由上文的稳定性分析可知，｛分散投放，普惠服务｝，即策略组合（0，0）

是财政、金融支农的均衡状态。观察二者的博弈过程，我们发现对金融机构的政

策补贴 S及上级部门对地方政府的处罚 P等参数对博弈最终的均衡状态有直接

影响。本文基于实际设定参数值利用MATLAB对支农情景进行仿真模拟，分析

参数的变化如何影响演化的路径和动态，探究如何高效实现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

的协同，提高支农效率，实现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

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两方利益主体中，令 x、 y初始值均从 0.1到 0.9，间隔

为 0.1，此时设定参数初始值 HR1 =40000， HR2 =38000， LR1 =35000，
LR2 =37000，

1Q =-1000， ’
1Q =-2000， 2Q =-500， ’

2Q =-1500，W =19000， ’W =21000，N =1700，

’N =3400，  =0.7， P =5000， S =100设定不同的初始概率，分析地方政府与金

融机构在各种状态下随时间演化的过程和结果。

6.1 参与主体策略初始概率的改变对演化路径的影响分析

6.1.1 无约束条件下参与主体演化路径

如图 6.1 所示， x轴表示地方政府， y轴表示金融机构，在无外部约束条件

的情况下，随着多轮演化的进行，所绘制出的演化趋势图呈现了参与主体策略组

合的演化趋势，最终演化策略收敛于（1，1），即博弈过程按照金融机构选择掐

尖金融服务，地方政府选择集中投资发展这一演化路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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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无约束条件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初始情况对演化路径的影响

6.1.2 有约束条件下参与主体演化路径

如图 6.2 所示， x轴表示地方政府， y轴表示金融机构，在有外部约束条件

的情况下，随着多轮演化，绘制出的演化趋势图呈现了参与主体策略组合的演化

趋势，最终演化策略收敛于（1，1），这与无约束条件下的演化结果一致，这说

明当前外部约束条件的强度不足以改变支农主体的策略选择，需要进一步加大约

束力度，即增加对金融机构的补贴或加大对地方政府经营性行为的处罚。

图 6.2 有约束条件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初始情况对演化路径的影响

如图 6.3 所示， x轴表示地方政府， y轴表示金融机构，在提高外部约束条

件力度后，随着多轮演化，绘制出的演化趋势图呈现了参与主体策略组合的演化

趋势，最终演化策略收敛于（0，0），即按照金融机构选择普惠金融服务，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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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选择分散投资发展这一演化路径发展。这说明伴随着外部约束条件的增强，

支农主体的演化策略会受到外部条件影响而调整。

图 6.3 有约束条件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初始情况对演化路径的影响

6.2 外部约束条件的改变对演化路径的影响分析

6.2.1 处罚力度改变对地方政府演化路径的影响

如图 6.4 所示，其他条件不变，随着对地方政府经营性行为处罚力度的逐渐

增强，地方政府支农策略会从一开始的集中投资向分散投资转变。这说明在处罚

力度超过地方政府策略选择的临界点时，外部约束条件发挥出政策引导作用，能

够有效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引导支农目标不偏航。

图 6.4 处罚力度改变对地方政府演化路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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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补贴力度改变对金融机构演化路径的影响

如图 6.5 所示，其他条件不变，随着对金融机构支农活动的政策性补贴及其

他相关政策的支持力度的增强，金融机构有动力改变支农策略，从掐尖服务策略

转向普惠服务策略。在补贴和支持力度超过金融机构策略选择临界点时，金融机

构的支农策略演化路径会随之转向政策引导的方向，有助于破除金融排斥的困

境，解除农村金融市场金融抑制，引导金融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

图 6.5 补贴力度改变对金融机构演化路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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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7.1 研究结论

为更好支持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对乡村振兴的协同推动作用，为支农参与主

体提供既能实现自身利益又能兼顾公共利益的行为策略选择，本文建立了地方政

府和金融机构在不同约束条件下相互博弈的演化模型，对不同条件下的均衡点进

行分析，同时通过仿真模拟，对其演化路径和参数敏感度进行了研究。主要研究

结论如下：

第一，在无外部约束条件的情况下，财政支农在体制内利益激励下有动力产

生支农项目经营性行为，例如“经营村庄”现象，造成财政支农结构失衡，导致

地方发展差距拉大，产生“马太效应”；同时，金融机构在贯彻金融支农过程中

会主动筛选支农对象，调整支农策略选择性支农，造成金融支农结构失衡，形成

金融排斥。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的支农策略选择会彼此强化和引导，在无外部约

束的条件下会稳定走向支农结构集体失衡的结果。

第二，在存在外部约束条件时，约束条件的强度会决定支农主体的策略选择

方向。如果约束力度不足，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均无改变策略的驱动力，即便忍

受监管处罚也会执行既往策略；随着处罚力度和补贴程度的增强，地方政府和金

融机构的策略选择会产生动摇，当约束条件越过临界点后，支农主体会从无约束

条件时的｛集中投资，掐尖服务｝逐步转变为｛分散投资，普惠服务｝，并且双

方无论哪一方改变原有支农策略都会对另一方支农策略的转变产生拉动和吸引。

这表明外部约束条件可以起到引导和纠偏作用，达到我们预期的财政、金融支农

政策效果，实现支农政策的正向协同配合。

7.2 政策建议

7.2.1 财政支农创新

（一）绩效考核倾向从短期经济发展转向长期民生改善

对体制内利益的重视和追求促使地方官员只关心可测度的经济绩效，而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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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许多长期的影响。因此调整激励区域和考核倾向，利用其强激励的特点是可以

起到引导地方政府的决策方向与发力点的作用的。

改变考核地方官员的绩效倾向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第一，上级政府对基层

政府绩效考核应着重考察对财政资源的支出效率以及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是否

得到切实提高，即上文博弈模型中的潜在收益激励 N，注重考察项目资源投资为

农民带来的长期效益。将这一部分纳入绩效考核可以有效抑制地方政府短期行

为，引导地方政府切实为农民着想，将惠农政策落到实处的同时也能有效抑制地

方政府间的横向竞争，避免出现浪费项目资源进行事倍功半的重复堆积和打造的

行为。第二，对于为了积累政绩资本谋求晋升而不顾实际情况强行打造“亮点工

程”，造成基层负担加重甚至项目烂尾的地方政府，要建立一套针对性的问责机

制并且加大惩戒力度即上文博弈模型中的参数 P，也能起到抑制地方政府的短期

行为，弱化基层政府内卷的作用。第三，让政府公共服务的对象——公众加入对

官员的考核过程，对政府的工作进行满意度评价，让辖区内的公众意愿能够影响

官员的仕途，促使地方政府在做决策时能够真正去倾听群众的声音。既然现阶段

无法改变官员对体制内利益的追求，那就要利用好这一模式，通过明确考核激励

和约束内容的倾向，引导地方政府和官员的决策方向和发力点。

（二）财政支持与资金需求主体匹配需要更精准

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地方政府倾向于给予农业产业的龙头企业和优秀企

业奖励和支持。这种奖励一类是当企业达成某种条件时发放的一次性奖励，比如，

农业企业获得政府评选的龙头企业称号时，就可以获得政府设置的奖励资金。这

类称号的评选基于企业的过往经营状况和贡献，更像是一个奖项，这导致相应的

奖励资金并没有针对性地给到有融资困境的企业手中，反而被家大业大的行业

“大哥”所斩获。因此，从缓解农业企业融资约束的视角出发，应该减少这类择

优奖励性资金的支出，更精准、更有针对性地向有融资困境的农业经营主体进行

支持。另一类是针对优秀企业的投资补贴。这一补贴的设定是企业如果有具备发

展潜力的投资项目，可以向政府申请按比例的财政配套补贴。但存在的问题是项

目投资方并不一定面临融资困境，本着不用白不用的原则对财政补贴资金形成占

用，财政资金的竟用性导致一些存在真实融资困境的企业无法获得财政资源的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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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类财政支持在实际操作中都忽略了被补贴企业是否真实存在资金短

缺这一关键信息，财政支持针对性不强，造成农业企业的资金需求和政府财政支

持之间产生错配，获得财政资金的农业企业可能并不存在融资困难的问题，而发

展前景良好并且急需资金的投资项目可能无法获得财政资金的支持，导致财政支

持资金行“锦上添花”之事而无“雪中送炭”之实，最终会在行业内造成资源配

置低效率、缺乏创新、发展差距拉大等一系列问题。所以，财政对农业企业的资

金支持应该更科学精准，构建更有针对性的补贴支持措施，并建立一套专业科学

的评测体系，在补贴支出之后对补贴政策的效果和支出效率进行评价，从而促进

财政支持资金的规范支出和高效利用，以缓解农业企业融资约束为主要任务。

7.2.2 金融支农创新

（一）创新金融业务营销模式，缓解信息不对称

对农村金融市场主体按照不同特征进行分类，应用大数据、互联网信息技术

对传统营销模式进行改革创新。第一，设置信息专员岗位，对客户信用信息相关

数据进行搜集和分析判断，并与央行、第三方征信机构等信用信息生成部门互联

互通，实现数据的有效共享。第二，打破传统营销方式，不再以人员线下展业服

务单个客户为主，通过与行业协会、龙头企业联动，探索打造产业链营销方式，

通过为产业链条上的农业企业和农业经营主体集中办理信贷批发式业务，在大量

获客的同时也能掌握核心客户产业链、资金链相关信息，有利于掌握和判断信贷

风险。第三，推动信用文化教育宣传，打造树立一批“农业守信主体”、“信用

示范村”，宣传其正面示范效应，培养带动农村地区信用主体树立信用意识，并

基于信用村进行试点，为守信主体提供优惠政策，在此基础上发展集中营销模式。

（二）创新金融业务担保方式，降低金融服务门槛

金融机构提供信贷服务时的风险管理手段主要是抵押和质押，但是现实中农

村金融市场资金需求主体普遍缺少这两类资产，或者抵押品和质押品质量不高，

达不到金融机构的要求，所以往往需要担保的介入，而第三方担保机构往往收费

不低并且要求反担保资产，因而农村金融市场资金需求主体难以获得金融资源支

持，这需要创新担保方式。第一，由政府牵头出资成立担保基金，对重点企业和

主体的农业融资项目给予部分融资担保扶持。第二，由行业内关联企业联合设立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乡村振兴视域下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互动研究

45

互助担保基金，最好由龙头企业发起和推动，号召产业链上下游和本行业内有意

愿的企业，成立产业链内企业互助担保基金，以会员制方式运营，同时推动与金

融机构的合作，通过行业体量和信用为担保向基金会员企业提供担保支持。第三，

向农村金融市场引入外部担保机构，加强与政策性农担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

构的合作，构建银保、银担合作模式，推动信息互联和资源共享。第四，进一步

开展抵押、质押品创新，推动土地经营权确权与抵押、农机具抵押、林权抵押、

奶牛活体抵押、应收账款质押等工作的开展。

7.2.3 财政金融支农协同创新

（一）通过财政支持引导金融业务的开展

我国金融支农的主体主要包括政策性银行、商业性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担

保公司和保险公司等，其地位、性质、经营目标不同，因此在支农过程中起到的

作用不同，所以财政需要针对不同的金融机构采取不同的支持方式和力度。首先，

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代表的政策性银行其组建目的就是执行中央的政策目标，

本就享有政策支持，但其业务主要为大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服务，对农业农村发

展的支持主要是间接实现的。其次，城商行和农商行等金融机构，对农村经济社

会发展的信贷资金支持比较直接，所以财政应该投入更多补贴资金，引导此类金

融机构积极向“三农”主体开展商业性贷款。再次，搭建平台推动“银政企”合

作，以共同出资的方式成立担保公司，解决农业信贷担保不足的问题。最后，强

化保险公司责任意识，财政应当给予适当补贴激励保险公司创新开发农业保险品

种，同时给予农业主体一定的保费补贴，从而提升参保率。

（二）通过财政支持创新金融信贷模式

财政资金可以起到领航和引导的作用，可以战略层面促进农业产业链和价值

链高质量发展。政府可以发挥信息和影响力优势，成立农业投资基金，以公司化

方式运作，搭建“农业投资基金+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农业经营主体”合作平台，

对资金的投向予以引导，既可以直接向“三农”领域投资，也可以发挥引流、杠

杆效应，引导、撬动金融体系资金输入农业领域，帮助农业经营主体改善资金需

求困境。

（三）实现财政金融支农的联动与动态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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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产业投资领域和农村金融市场中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并且受限于成

本对于获得财政和金融支持的“三农”主体的后续经营状况和资金使用情况缺乏

跟踪调查，因此，提供财政支持和金融服务所依靠的相关信息往往是陈旧和滞后

的。因为农业产业投资项目普遍投资周期较长，如果不能及时准确地获取相关项

目主体的当前发展境况、资金需求等内容，则后续发展支持也会丧失针对性，也

更加难以对财政和金融支农的效率进行评价。基于此，应该建立动态跟踪回访机

制，对获得政策支持的主体进行跟踪回访，及时准确地反馈后续信息，以便动态

调整财政金融支持的具体措施。同时，应该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的联

动，打通信息壁垒，实现信息资源共享，防止资金的重复和低效率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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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时光如水，总是无言。

硕士研究生的旅程即将到达终点，而我的思绪却踏上时光列车抵达了踏入校

园的那一刻。三年时间短暂而又漫长，在这座校园里凝聚了我的美好记忆，也刻

写了我的十足成长，临别不舍，长怀感恩。

首先我想深深感谢我的导师马润平教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能跟随老师

学习是我最幸运的事。在三年的学习生活中，我深刻地感受到了老师的耐心和细

心，从学术态度、思维能力到职业规划、人情世故，老师不仅指导我们如何完成

硕士阶段的学习，还指导我们如何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走得更好更远。或许几十

年后，我对硕士阶段学习和生活的记忆会逐渐模糊，但我一定还能记得老师对我

的谆谆教诲。

其次我想感谢我的好朋友们，尤其是M6U19和 28Q99两位车主，三年时间

穿梭往返于段家滩和尚锦城，用车轮丈量着友情。我们共同经历，一起成长，互

相学习，彼此激励，忘不了无数个熬鹰的夜晚，美酒与情谊相伴，嬉笑怒骂，挥

斥方遒，从校园走向社会，从男孩变成男人，各自成为独当一面的存在。这三年

他们照顾了我许多，我铭记于心，未来我们的友情会更加坚固绵长。

最后我特别想感谢的，就是我的父母。在来财大之前，我考研失败了两次，

但他们一直坚定地支持我的想法和追求，持续的为我付出。在我心里其实一直因

读研这件事对我的父母感到愧疚，我早已经成年，跟我同龄的很多人早已走向工

作岗位经济独立，而我却还在依靠他们为我支付各类学习和生活的费用。我总是

以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节奏来安慰自己，但这份愧疚感却始终藏在心中。如

今我的坚持与努力有了结果，顺利获得了满意的工作，未来我会努力填补这份愧

疚，回报父母的爱与支持。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感谢过去努力向上的自己，在那段难熬

的岁月中风雨兼程，砥砺前行，祝愿未来的我能够初心不改，保持好奇心与责任

感，洒脱生活，成为理想中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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