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院金融支持对于促进农地流转袁实现农地规模经营袁加快现代农业发展袁提高农
地生产率具有重要意义遥 农地转入面积越大袁所需资金投入越多遥 原来的自给自足或民间
借贷难以满足农地规模经营的资金需求袁需要正规金融支持遥而目前农地流转中金融供给
和支持力度不足袁不能满足农地流转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袁金融抑制现象严重袁制约了农地
流转进程袁急需金融创新遥通过农户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问卷调查和政府部门访谈袁运用供
求理论尧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分析了 L市农村金融供求现状袁发现 L市农村地区金融
供给较少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地流转融资需求旺盛袁资金供不应求矛盾突出袁资金配置
效率不高袁金融抑制现象较为严重袁主要表现为农业贷款供需缺口严重尧涉农金融产品品
种少尧农业经营者融资困难尧融资成本高袁农村金融有效供给不足遥在此基础上袁从政府尧金
融机构尧中介服务三方面提出了金融创新推进农地流转的建议院完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袁
增加金融供给曰创新涉农信贷产品品种和服务袁满足多样金融需求曰制定优惠政策袁降低融
资成本曰完善农地贷款抵押担保体系袁分散信贷风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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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提出

农地流转对于实现农地规模经营袁提升农地资源配置效率袁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遥农地转入面积越大袁所需资金投入越多遥原来的自给自足或民间借贷难以满足农地规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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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的资金需求袁因此需要正规金融支持遥 而现有的农地流转金融供给和支持力度不足袁金融抑
制现象严重袁资金有效供给不足袁不能满足农地流转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袁尤其是不能满足农地
规模经营新需求袁制约了农地流转进程遥 迫切需要创新农村金融袁提供有效金融供给袁推进农
地流转袁实现农村金融与野三农冶的共赢发展遥

国外学界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村发展中金融抑制表现和金融深化等方面遥发展中国家存在金
融抑制袁具体表现为货币化程度低尧不完全的金融市场尧二元金融结构尧政府对金融的严格管制
等遥在借贷市场中农户处于弱势地位袁很难从正规金融部门获得足够的信贷资金渊爱德华窑S窑肖袁
1973曰罗纳德窑I窑麦金农袁1973冤[1-2]遥 农村人口中袁大约 30%的是国家金融机构尧经济改革机构和私
人商业银行的客户曰其余大部分人口袁主要依靠非正式信贷市场渊查理窑尼斯勃袁1967冤[3]遥 对此袁应
实施金融自由化袁全面放松金融管制袁尤其是利率管制袁推动实际利率提高袁增加总供给袁最终实
现由金融抑制向金融深化转变袁尤其是促使正规金融组织增加对农户的资金支持[4]遥

国内学界相关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金融支持农地流转问题尧制约因素尧影响因素及对策
等方面遥 现有农村金融存在规模经营与金融支农覆盖矛盾尧金融产品创新不足尧农业保险滞
后尧相关政策不完善尧土地抵押贷款手续较复杂等问题袁制约了农地流转进程渊马鲜能袁2013曰郑
绥新袁2015冤[5-6]遥 制约因素主要有法律制度尧确权尧农地价值评估尧农地流转中介和风险担保等
渊郑旭等袁2015冤[7]遥农户是否获得农业贷款尧是否获得农业补贴尧过去 3年是否有借款尧是否从正
规机构借款以及借款的难易程度等对农户流转行为和流转规模有显著的影响曰不同类型的金
融支持对农地流转效率的影响程度不同袁其中财政补贴的影响系数最大渊阚立娜等袁2015冤[8-9]遥
因此袁需要加强农地流转的金融政策扶持曰完善抵押担保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曰改进农地金融
服务袁创新农地金融产品曰健全农地金融的配套制度等渊黄振香等袁2013曰钟红涛等袁2013冤[10-11]遥
而针对农地流转金融抑制及制度创新研究目前还比较少遥 鉴于金融抑制对农地流转的特殊
性袁有必要在这方面进行更深入地研究遥

二尧农地流转中金融供求现状分析

2014年 10月袁本研究选择 L市两个镇作为调查区域遥由于两个镇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外出
务工袁土地流转较多袁现代农业逐步发展袁具有代表性遥 农地流转的参与者主要有农地转出方
和农地转入方遥农地转出方主要为农户曰农地转入方主要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遥本研究采用部
门访谈方式走访了政府部门尧金融机构曰采用随机抽样方式对 167户农户渊86户传统农户尧81
户转型农户冤尧5家农业企业尧73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了问卷调查遥

渊一冤农地流转中金融供给分析
经过多年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袁L市初步形成了包括商业性尧政策性尧合作性金融机构以

及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内的袁以正规金融机构为主导尧以农村信用社为核心尧以民间借贷为
重要补充的农村金融体系遥 具体而言袁目前 L市承担满足农村金融需求责任的机构主要有院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尧农村信用合作社尧中国农业银行尧中国邮政储蓄尧其他支持和运作小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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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的非政府组织尧 各种类型的民间借贷和以村镇银行为代表的各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遥 但
是袁 近年来由于农业支持的低利润和高风险性使农村金融机构陆续从农村撤并袁 向城市转
移袁致使部分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严重缺失遥 目前袁农村信用社成为农村地区主要金融供给者遥

L市农村信用社辖 5家法人县级联社袁180个营业网点袁业务领域覆盖野三农冶尧中小微企
业和城乡居民遥 截至 2014年 8月末袁全市农村信用社涉农贷款余额 105.44亿元袁占全部贷款
余额的 90.74%袁占全市金融机构的 47.3%渊数据来源院L市农村信用社冤遥 涉农贷款对象包括农
村种养殖户尧农户尧美丽新村建设尧涉农企业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尧农业产业化基地建设和农
民专业合作社等遥

渊二冤农地流转中金融需求分析
1.传统农户的金融需求分析
传统农户主要指延续自然经济时代袁依靠小规模耕种实现自给自足的农户遥 调查发现袁传

统农户金融知识匮乏袁金融需求不足遥 传统农户主要融资需求为购建住房或子女就学等消费
性需求袁且大部分不愿意负债经营袁主要依靠原始积累遥 绝大部分愿意转出土地获得报酬遥 据
调查袁98%的传统农户认为农业生产收入低袁愿意转出承包地以获取收入袁这就为推进土地流
转袁实行规模创造了可能袁是金融服务的潜在需求遥

2.转型农户的金融需求分析
转型农户主要从事建筑尧餐饮尧副食品及服装销售等行业遥 金融需求较传统农户旺盛袁收

入来源主要是自谋职业获得遥 据调查袁少数转型农户有扩大经营规模的意愿袁金融需求特别是
融资需求不足遥 受小农思想影响袁87.5%的转型农户不愿负债经营袁其中袁仅 6%存在资金不足
的情况遥剩余的 12.5%的转型农户仅 40%愿意向银行贷款用于扩大经营袁愿意转出土地获得报
酬袁但对国家土地流转政策不了解袁且不愿受雇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遥

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分析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是种养殖专业大户尧农家乐尧家庭农场尧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等遥 据调查袁种养殖专业大户尧农家乐尧家庭农场多以自发模式组成袁经营项目缺
乏必要的引导尧规划遥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单一农业生产向从事产尧供尧销全产业链转移袁对农
村金融的数量和服务有更多需求遥 被调查的 5家农业企业由于前期投入较大袁为维持正常经
营或扩大经营规模需要袁融资需求旺盛袁但都存在融资难尧融资贵的问题遥

渊三冤农地流转中金融供不应求
调查表明袁L市农村地区金融供给较少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需求旺盛袁供需总量不足袁

供不应求矛盾突出袁资金配置效率不高袁金融市场有效性不够袁金融抑制现象较为严重袁制约
了农地流转遥

三尧农地流转中金融抑制的表现形式

渊一冤农业贷款供需缺口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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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贷款的主要供给者包括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代表的政策性银行尧 以中国农业
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为代表的商业性银行尧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代表的互助性金融机构尧
以村镇银行为代表的农村小型金融机构遥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承担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袁主要职
能是代理财政支农资金的拨付袁不针对一般农户和涉农企业贷款曰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作为商业性银行袁为了获取较高的比较效益袁近些年大量撤并农村经营网点袁向城市输
送农村资金曰村镇银行创设时间较短袁资金来源有限袁发挥的支农效力微弱曰农村信用社成为支
农的主力袁吸储能力较弱袁贷款供给能力有限遥 由于农业经营风险大袁投资回收期长袁金融机构
与农户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间信息不对称袁金融机构放贷成本和风险高袁导致涉农贷款总量增
长缓慢遥 从需求角度看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经营信贷需求尧农户的生产性信贷需求尧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改善信贷需求旺盛袁却没有明确的供给主体和充足的资金供给遥 职责划
分模糊和趋利性使农村金融机构各行其是袁导致农村金融服务野盲区冶遥 农业贷款需求旺盛和农
村信贷供给不足造成了农村信贷缺口严重袁农村金融抑制问题日益凸显袁制约了农地流转[12]遥

渊二冤涉农金融产品品种少
目前 L市农村信用社主要为野三农冶提供金融服务的产品有院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尧农户保

证贷款尧农户抵押贷款尧农户质押贷款尧农户联保贷款尧个人消费贷款尧个人助学贷款等袁新兴的
中间业务证券尧保险类产品较少遥主要原因有院渊1冤农村金融机构信贷品种少遥由于农业自然风
险和市场风险高袁金融机构为规避风险袁很少将资金投放农村袁信贷品种少曰部分适合农村的
创新金融产品难以通过审批遥 渊2冤农村金融机构缺乏金融产品创新动力遥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
融市场信贷量占农村信贷市场份额一半以上袁处于垄断地位袁缺乏创新金融产品的积极性袁在
服务农地流转业务领域的金融产品开发不足遥 渊3冤农村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创新缺乏系统性遥当
前农村金融机构处于基础性金融产品开发阶段袁缺乏金融衍生品创新袁以银行系统内部合作
为主袁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他业务关联机构合作不足袁金融产品组合防控风险能力较弱 [13]遥
渊4冤农业保险滞后遥 政策性农业保险难以覆盖特色种养尧休闲观光和都市农业等新型业态袁商
业保险提供的农业险种很少袁农业保险滞后制约着农地流转和农业规模化经营[14]遥 渊5冤银行创
新的金融产品尧机具等袁宣传尧维护不到位袁农户不能完全理解和接受遥据调查袁49%的农户主要
使用存折袁对银行卡不认同袁认为存折能直接显示账户变动情况袁而银行卡必须到网点打印明
细袁很不方便遥 可见袁信贷产品的单一性和农业保险的滞后袁农村金融抑制问题严重袁很难满足
农地流转对资金的需求[15]遥

渊三冤农业经营者融资困难
虽然 L市农村信用社存贷款规模在农村市场的份额持续增长袁但被调查人员表示融资困

难遥 调查对象中共有 69户农户尧5家农业企业尧45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反映融资困难袁占被调
查总户数的 48.16%遥 主要原因有院渊1冤土地产权不明晰遥 农户主要资产包括住房尧宅基地尧土地
承包经营权等袁当地未完成土地确权颁证袁无法办理抵押登记袁包括农地在内的农户资产无法
实现融资遥 渊2冤农村征信体系不健全遥 农户信用信息采集难曰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信用等级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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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曰农村信用产品需求不足曰农民征信意识薄弱袁信用缺失现象严重[16]曰农村人口流动性强袁金
融机构不愿意贷款遥 渊3冤农业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交织袁保障赔付低或没有遥 农牧业生产面临
气候灾害尧疫情尧市场价格波动等风险袁一旦发生袁收成将受到很大影响遥 仅生猪尧高粱尧水稻有
相应的政策性保险袁但覆盖面低袁赔付率低遥 还款来源无法保证袁金融机构难以把控风险袁不愿
意贷款遥 渊4冤金融机构贷款额度限制遥 农地流转前袁农户土地投入的 30%可借助正规农村金融
机构解决袁另外 70%则来自民间渠道[17]遥 农地流转后袁转入方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大额贷
款袁因为流转的农地不能作为资产抵押袁即使借助亲友和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渠道袁也很难
满足大规模融资需求遥渊5冤贷款期限较短遥涉农贷款期限一般为 1年袁农地流转后大都用于规模
化生产经营袁投资回收期较长袁如果贷款期限过短袁很难有足够的资金及时还款袁这就为金融
机构回收贷款本息增加了难度袁所以金融机构不愿意放款袁形成了供给型金融抑制遥

渊四冤农业经营者融资成本高
在国有银行纷纷从农村市场撤出尧关闭机构袁且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尚未大面积铺开的现

实背景下袁农村信用社在农村正规贷款市场处于垄断地位袁农业贷款利率较高袁农地流转融资
成本高遥主要原因有院渊1冤农村金融市场为野三农冶服务的金融机构少袁供给方有限袁竞争较小袁高
利率也能贷出去遥 渊2冤农业是集自然风险尧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于一体的高风险行业袁贷款风
险高袁农村信用社为降低农户或农业企业等违约带来的风险袁把违约成本作为利率确定的重
要指标袁确定较高的贷款利率遥 渊3冤第三方担保贷款成本高遥 专业担保公司担保均要求客户提
供反担保物袁且需要进行抵押登记遥 客户总的融资成本约为 15译遥 受传统农村社会文化影响袁
很多农户习惯在缺资金时袁选择民间借贷袁在亲戚朋友邻里间借钱遥 因此袁若民间借贷融资成
本相当袁承租人更愿意选择方面灵活快捷的民间融资方式遥 较高的融资成本加重了农户尧农业
企业的负担袁农户对正规金融部门的资金需求受到抑制袁从而导致农地流转的需求型金融抑
制袁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无法完全得到满足遥

四尧金融创新推进农地流转的机理分析

农地规模经营袁需要大量资金遥 不管是租赁尧转包尧入股尧股份合作尧转让等哪一种流转模
式袁农地转入方在转入土地时袁需要首先支付一定数额的土地租金遥 土地租金一般为现金尧中
等黄谷当年折算价额尧红利等遥 租入土地后陆续需要投入的费用有院在土地上进行农业基础设
施建设费用曰购买大型农机具资金袁购买种子尧农药尧化肥尧地膜等农业生产资料袁支付生产工人
和管理人员工资袁聘请农业技术专家指导等费用袁后续的生产过程投入袁销售尧流通环节费用
等遥 土地规模越大袁所需资金量越大遥 转入方预先支付土地租金后袁再陆续支付后续所需的一
大笔资金很困难袁民间借贷金额小袁显然难以满足规模经营资金需求袁这就需要金融支持遥 因
此袁要推进农地流转袁实现规模经营袁需要金融提供强力支持遥

金融支持农地流转主体主要有农地流转相关的政府部门尧银行业金融机构尧非银行业金融
机构和金融服务机构等[18]遥 政府部门主要通过出台制度和政策规范尧引导金融机构或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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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对农地流转提供支持曰银行业金融机构主要通过创新服务品种尧规范贷款利率尧完善服务渠
道尧建设服务人才队伍等支持农地流转曰非银行业金融机构主要通过提供保险尧担保尧证券尧小额
信贷服务等支持农地流转曰金融服务机构主要通过提供咨询尧评估尧审计尧法律等服务支持农地流
转遥 这些金融支持主体创新金融服务袁将会推进农地流转遥 金融创新推进农地流转机理见图 1遥

图 1 金融创新推进农地流转机理图

图 1中袁横轴 Q表示农地流转数量袁纵轴 F表示融资成本袁D为农地流转需求曲线遥 当融
资成本为 F0时袁农地流转量为 Q0曰当政府部门尧金融机构尧金融服务机构等创新金融制度袁加大
对农地流转的支持时袁融资成本降低袁当降低到 F1时袁农地流转需求增加袁流转量增加到 Q1遥可
见袁金融支持增加袁融资成本降低袁农地流转需求增加袁农地流转量增加曰金融供给不足袁产生金
融抑制袁导致农地流转规模经营融资成本高袁融资难尧融资贵袁资金供需缺口严重袁农地流转需
求减少袁农地流转量减少袁制约农地规模扩大袁影响农业现代化进程遥解决金融抑制袁罗纳德窑I窑
麦金农和爱德华窑S窑肖都主张实行金融深化遥 金融深化的根本在于创新袁减少国家对金融体系
和金融市场的行政干预袁推动金融交易的增加袁强调货币深化和金融机构的多样化袁实现资金
更有效的配置[19]遥

五尧金融创新推进农地流转的建议

渊一冤完善农村金融体系袁增加金融供给
完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尧中国农业银行尧农村信用合作社尧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尧民间金融

组织等的职能袁构建以政策性金融为先导袁商业性尧合作性金融为主体袁其他金融形式为补充
的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袁拓宽农村金融机构融资渠道尧拓展支农业务范围袁增大农地流转金融
供给袁形成多元化的资金来源遥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利用国家财政补贴尧扶贫贷款发行金融债券
等方式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曰紧密结合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袁拓宽支农范围袁将政策性金融服
务进入农业生产的产前尧产中和产后曰加强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袁引导社会资本和商业性金
融参与进来引发资金聚集效应遥 对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等商业性金融机构袁政
府规定支农贷款在总贷款中的占比尧实行支农贷款利率贴息等办法袁促使其返乡增加网点数
量袁解决存款回流农村问题袁增加金融供给遥 农村信用社增加城区网点袁将城市作为资金来源

56



的重点曰开展与地方政府尧企业单位合作袁吸收对公存款曰拓展中间业务袁承办代发工资尧社保金
和涉农直补资金等业务曰加快推进省内外农村信用社之间的协作袁拓宽资金来源遥 支持民间资
本参与农村金融袁放宽市场准入条件袁允许运作规范的部分民营金融机构进入农村金融市场袁
给予一定的利率和经营管理自主权袁增加农村金融的资金来源袁弥补正规金融机构资金的不
足[20]遥 大力发展村镇银行袁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组织遥

渊二冤创新涉农信贷产品品种和服务袁满足多样融资需求
农地流转带来资金需求新领域以及农地规模经营大额资金尧长时间需求袁要求涉农信贷产

品多元化遥 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应提升管理水平袁加强涉农信贷产品品种和服务创新袁增加金融
供给袁降低风险遥 渊1冤丰富现有涉农信贷产品的内涵遥 充分考虑到农业生产类型尧周期尧贷款用
途尧农户的基本情况等因素增加贷款额度尧延伸贷款对象尧延伸到农业全产业链尧拓宽贷款用
途尧延长贷款期限和调整贷款利率等遥 渊2冤创新适合农地流转需求的金融产品袁如院土地承包权
抵押贷款尧农村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尧土地股权质押贷款尧农机具抵押贷款尧农产品期货质押
贷款业务尧农村房屋产权+土地流转经营权尧股权融资贷款等遥 渊3冤加大金融知识宣传遥 加强农
户的信贷意识和还款意识袁使农户分清贷款与扶贫的区别袁及时还款对他们带来的好处袁以及
不及时还款可能带来的影响遥 渊4冤构建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遥 完善信贷信息及评级制度袁改变
农户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行为选择和信用观念袁有效克服农村信贷的风险遥 渊5冤加强金融机
构之间的合作遥 大金融机构具有资金优势袁较小的金融机构在农村的网点比较多袁熟悉民情袁
具有信息优势遥 各金融机构在竞争的同时袁互相支持协作袁更好地发挥支持农地流转的作用遥

渊三冤制定优惠政策袁降低融资成本
政府的扶持和优惠性政策能推动农村金融机构完善农村金融服务袁帮助农户或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获得贷款袁进而推进农地流转遥 渊1冤出台利率补贴政策袁对涉农贷款利率给予补贴袁根
据实际贷款额袁补贴给金融机构或补贴给贷款人袁降低贷款人融资成本遥 渊2冤建立政府性质的
涉农信贷风险担保基金袁由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托管袁按照一定比例放大杠杆袁为农户或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全额担保袁担保基金可由农村金融机构定向理财或购买短期债券袁实现保
值增值遥 渊3冤设立农村产权抵押融资风险补偿专项资金袁对因发放农村产权流转抵押融资而产
生的损失袁按一定比例袁由市尧县分摊补偿遥渊4冤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袁对专业大户尧家庭农场尧
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予以扶持院放宽贷款额度和条件尧实施政府贴息贷
款等遥 渊5冤由政府出资或吸收民间资本入股建立政策性涉农保险机构或再保险机构袁实行低费
率高补贴政策袁转嫁农业风险遥

渊四冤完善农地贷款抵押担保体系袁分散信贷风险
对于农地产权不明确袁农业收益不稳定袁金融机构不敢贷款的情况袁应从明确产权尧科学

估价尧第三方担保等方面完善农地流转贷款抵押担保体系遥 渊1冤确权颁证遥 土地确权是农地流
转的前提袁也是金融支持农地流转的先决条件遥 从法律形式上确认农户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农地产权袁明确抵押标的物袁让它们能够用于抵押尧担保遥 渊2冤建立科学合理的农地产权价格

57



评估机制遥 由专业评估机构袁借鉴城市土地尧房地产等资产评估方法袁采用科学方法评估农地
产权价格袁为抵押贷款提供依据遥 渊3冤成立市场化农业担保公司遥 由当地种植大户或农民专业
合作社出资设立袁为农地贷款提供担保袁分散金融机构风险[21]遥 金融机构免去审核单个贷款人
信用和还款能力程序和向单个贷款人追偿债务行为袁放心放款曰担保公司收取相应的服务费
用曰农户或新型经营主体获得贷款袁实现三赢遥

五尧研究结论与展望

坚持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袁充分发挥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引领作用袁支持家
庭农场尧专业大户尧农民专业合作社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建设现代
农业的骨干力量袁是我国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有效路径遥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前提是推进农地
流转遥 农地流转面积越大袁需要资金越多遥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金需求旺盛袁自有资金和民间
借贷不能满足其资金需求袁需要正规金融支持遥 但由于金融的趋利性袁金融机构对弱质性农业
金融供给较少袁金融供给总量不足袁金融抑制现象严重袁制约了农地流转袁急需金融深化和创
新遥 因此袁需要政府部门尧银行业金融机构尧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机构等相关主体创
新金融服务袁支持和推进农地流转遥 政府部门应制定优惠政策袁补贴贷款利率袁放宽贷款额度
和条件袁降低贷款人融资成本曰建立国有担保基金袁降低金融机构风险曰建立政策性保险机构袁
转嫁农业风险遥 应构建政策性尧商业性尧合作性尧其他金融构成的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袁完善金
融机构职能袁拓宽融资渠道和业务范围袁形成多种资金来源遥 金融机构应创新涉农信贷产品品
种和服务袁构建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袁满足多层次的融资需求遥 同时袁应完善农地流转贷款
抵押担保等配套改革和政策袁明确农地产权袁科学评估农地流转价格袁建立民间担保公司袁促
进金融机构放款遥 除此之外袁还需要探求金融机构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尧农业上游企业和中介
服务公司等多方合作共赢模式袁既解决融资有效性问题袁又推进农地流转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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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nancial support is important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realize agricultural land
scale operation, accelerate modern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and increase agricultural land productivity. The
more agricultural land area is transferred in, the more capital investment is required.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original self -sufficiency or private loan to meet capital demand of agricultural land scale operation, which
requires regular financial support. However, financial supply and support is insufficient currently. It cannot
meet the demand for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financial services. Financial repression is serious, which
restricts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process. Financial innovation is needed urgently. Through questionnaires of
farmers and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and interviews with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present situation of financial supply and demand in L city by using supply and demand theory and financial
deepening theory. It is found that financial supply is insufficient in L city,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capital demand is numerous, capital is in short supply, and capital allocation efficiency is not high. Financial
repression is more serious, such as a serious gap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agricultural loans, fewer
varieties of financial products, difficult financing and high financing costs to the agricultural operators, lack of
effective supply of rural finance. Based on the survey, it proposes some financial innovation proposals to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intermediary services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such as improv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 system in rural areas to increase financial supply, innovating
agricultural loan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meet diverse needs, formulating preferential policies to reduce loan
costs and improving agricultural land mortgage guarantee system to disperse credit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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