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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非正式制度为主导的农村非正式社会结构中，基于特殊信任主义的民间信

用，其博弈主体由于交易域和社会交换域的关联博弈和基于声誉的私人契约执行机制，使

得民间信用契约具有自我执行的内在机制。 随着农村非正式社会结构的制度转型，使得

特殊信任主义向 一般信任主义演变，并促使中国民间信用制度沿着其生命周期轨迹发生

适应性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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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农村信任差序格局：特殊信任主义向一般信任主义演化

中国农村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落后于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以血缘和地缘

为核心的自然关系仍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农村社会的相对封闭、同质人际关系

群体的特性适宜于非正式组织和非正式制度的生存，并且由千农村社会分工

程度及范围不发达、社会化程度低、交易范围狭小，加上血缘、地缘的社会文化

环境强化了同一村落或某一乡村社区的共同信仰与习惯，大量交易是村落或

乡村社区内重复性博弈，呈现为人格化交易特征。 在特殊信任主义人际关系

盛行的农村社会中，以社会习惯性行为准则、价值观念等共同意识形态构成的

非正式制度自动地提供了人们行为选择的硬约束、正向激励效应和稳定性预

期。 因此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特殊主义的人际关系等可以起到修正、补充和

完善正式组织和制度的作用，减少机会主义负激励效应，提升不完备契约的自

我执行能力，促使村民通过声誉信诺机 制分享合作剩余。

信任有两种分类法， 一种将信任区 分为 人 际信任 (interpers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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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st) 和 制 度信 任
(institutional trust) 

（卢曼，1979)，另一

种将信任区分为特

殊信任(particular

istic trust)和普遍信

任 ( universalistic

trust)（韦伯，1951)。

韦伯把建立在血缘

共同体上的信任称

为特殊信任，而把建

立在正式制度和 组

织基础上的信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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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缘社会与普遍信任系统：匿名社会和制度信任

图1 中国农村社会演进的差序结构图

为普遍信任。 前者看重道德信仰支配下的自觉遵守，后者重在制度强制性约

束。 从表现形式来看，一般信任系统由产权系统、货币系统、专家系统、政治法
律系统等正式制度组成，基于法律的公开执行机制是运作的主要保障；特殊信

任包括私人信任、亲缘信任、声望信任、宗教道德信任等形式，基于声誉的私人
执行机制是其有效运行的主要保障。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社会的深刻变

革，大大加速了农村非正式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结构的变迁，总的趋势是以血

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格局向现代的超血缘、地缘的以业缘关系为主的格局演
变。 随着这种分工与交换的发展，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交易范畴的初级行动群

体逐渐被分工协作目标明确的次级行动群体所取代，并形成农村社会以自己
为中心由近及远外推的

＂

差序格局＂（费孝通，1998)，其人际信任关系也从特殊

信任主义向一般信任主义过渡，其演变格局见图1。

二、关联博弈、信任差序格局与我国农村民间信用契约执行机制的逻辑演变

1. 初始民间信用的特殊声誉机制：社会嵌入性与基于特殊信任主义的关

联博弈

民间信用的产生和发展根植于特殊信任主义系统的发展，在传统封闭经

济状态中，人们通常受地域限制而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形成相对稳定的互助

关系，民间信用的产生正是利用了系统内这种特殊信任来满足经济活动主体

的融资需求。 由于法律制度不健全和国有金融部门的信贷配给，民间部门仍

然局限在特殊信任主义的圈子里，孤立的信任系统之间缺乏健全的市场和法

律，从而未能建立全社会的大的信任系统。 因此，当民营中小企业和居民个人

在经济活动中产生资金需求的时候，民间借贷、合会、私人钱庄等传统的融资

形式便因其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低廉的信息成本、学习成本和协调成本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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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起，且由于法律规则实施机制的缺陷很难维系信任系统之间的普遍主义，

因此依赖特殊主义也就成了降低风险、减少交易成本的次优选择。

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1985)提出
“

社会嵌入性
”

的概念，认为在市场经济

中的交易是嵌入在参与人的
“

社会网络
”

中的，社会网络中的社区规范和文化

可以有效约束经济博弈中参与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其具体作用机制是通过交

易域和社会交换域中关联博弈的声誉机制实施的。 在社会交换域的社区重复

博弈中，作为一个有社会声誉的社区成员，将会获得一定规模的社会资本和声

誉价值。

基于特殊信任主义的民间信用参与主体，其交易域是其民间信用组织内

的金融契约博弈范畴，而社会交换域则是其生活范围内的非正式社会结构的

乡村社区。 同质的民间信用乡村社区主体因为惧怕其他社区成员将其视为
“

坏人
”

而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每个人都会有充分的激励遵守合作性契约，每

个人对民间信用交易域不合作行为的后果严重关注，又使得人人愿意在社会

交换域内惩罚违约者。 正是社会交换域存在的多边制裁的可信威胁，制约了

社区成员在民间信用组织内的机会主义行为，参与人就会在交易域中的民间

信用契约博弈中建立自己的社会声誉，因此关联博弈使得民间信用主体面临

特殊信任主义制度的
“

强效正面选择激励
＂

，合作性规范会自动形成。

2.牛寺殊信任主义条件下农村民间信用声誉契约私人执行机制的博弈分析

契约执行机制可以分为基千声誉的私人执行机制和基于法律的公开执行

机制。 在转型经济中，法律 法规通常是不完备的，完全靠法律的公开执行机制

的成本是昂贵的，私人契约执行机制可以填补正式制度的空白，可以提高契约

执行的效率和降低其 交 易 成 本(Grief和Kandel, 1995; Hay和Shleifer,

1998)。 契约执行问题的根源在于契约执行机制的本质是对契约方机会主义

动 机的约束。 在社区交换域的博弈中，作为一名有社会声誉的成员，将会获得

一定规模的社会资本和声誉价值，如果在交易域中违约，由于信号的有效传递

使违约者受到交易域和社会交换域的双重惩罚。 因此在关联博弈中，社区规

范域文化作为共同 信念，致使违约惩罚变得可置信，合作性预期得到强化。

中国民间信用是通过

自发的、松散的非正式组

织形式实现的，是 依照借

贷双方的口头契约或文字

契约进行的借贷行为，是

不完备的非正式契约。 如

果没有正式契约 以外的第

二套保护机制，其不完备

的民间信用契约必然由于

贷款人（博弈方1)

图2 民间信用博弈树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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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主义的倾向而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形成民间信用的强负激
励效应。 因此，在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特殊信任主义系统里，民间信用的实

施机制和信用保护机制事实上是在一个关联博弈中进行的，即非正式信贷契

约过程的交易域中的博弈与其基于血缘、地缘关系范围的社区交换域中的重
复博弈。 这里建立一个动态博弈模型来说明农村民间信用契约的私人执行机
制（见图2)。

接下来考察民间信用博弈主体发生在社会交换域中的关联博弈（见表1)。
从该博弈的得益情况不难看出， 表1 社会交换域中的 —个关联博弈

它有两个纯策略纳什均衡（合作，合 博弈人II

作）和（不合作，不合作），其中 前一个
纳什均衡帕累托优于后一个。 因此，
如果在两个满足完全理性假设的博弈

合作 不合作
博弈人 合作 3,3

I 不合作I 1,0 
o, 1 
2,2 

方之间进行该博弈，就可以预见这个博弈的结果是双方都” 合作”。 由于该博

弈是在理性层次很低的博弈方之间进行的，因此，采用双方学习速度较慢的有

限理性博弈方的动态策略调整法来分析该博弈式。

假设 1：博弈双方是 学习速度较慢的有限理性博弈方，其学习速度慢意味
着它们向优势策略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仅所有博弈方同时调整策略，而

且允许博弈方出现决策失误行为，对此本文将采用生物进化的进化动态方程
——复制动态公式来进行演化分析。

假设 2：博弈方I和博弈方II分别是两个有差别的有限理性博弈方群体

成员，它们相互之间进行配对博弈。 博弈方II代表前一次博弈中采取了违约
行为的群体，它们在往后交易合作中再次违约的可能性较高。 博弈方 I 代表

其余的村民，它们有着良好的信誉基础，再次违约的可能性较低。

假设3：在博弈方 I 位置博弈的群体中，采用
“
合作“策略的博弈方比例为

x，那么采用
“
不合作“策略的比例则为1-x。 同样，假设在博弈方II位置博弈

的群体中，采用“
合作“策略的博弈方比例为 y，那么采用“不合作“策略的比例

就为1-y。

这样，我们可以分别写出在博弈方1位置博弈和在博弈方II位置博弈的
博弈方类型比例复制动态方程FCx)和F(y):

dx 
F(x) =� = 2x0-x) (2y-1) 

dt 
(1) 

F(y)＝ 笠＝2y(l— y)(2x—1) (2) 
dt 

方程(1)表明，仅当x= 0,1或y = l/2时，博弈方 I 群体中的采用“合作“

策略的博弈方比例是稳定的。 同样地，方程(2)表明，仅当y = O,l或x = l/2

时，博弈方II群体中的采用
“
合作“策略的博弈方比例是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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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Friedman0991)提出的方法，对于一个由微分方程系统描述的群体

动态，其均衡点的稳定性，是由这个系统得到的雅可比(Jacobian)矩阵的局部

稳定分析得到的。 下面我们将使用雅可比矩阵的局部稳定分析方法来研究由

方程(1)和方程(2)组成的系统的稳定性。

方程(1)和(2)组成的系统的雅可比矩阵的行列式为：

det J=(4y -2)0 —2x) (4x-2) (1 —2y)-16xy (l-x) (1-y) (3) 

该雅可比(Jacobian)矩阵的迹是：

tr J= (4y —2) (1 —2x)十(4x —2)(1 —2y) (4) 

通过单一方程的分析我们 表2 演化博弈的分析结果

已知道由方程(1)和方程(2)组

成的系统有 5 个稳定点，使用

雅克比矩阵的局部稳定分析法

对 5 个局部稳定点进行稳定性

分析，其结果如表 2 所示。

均衡点

x=O,y=O 
x=O,y= l 
x= l,y=O 
x=l,y=l 

p= 1/2, q= 1/2 

det J 

4 
4 
4 
4 

-1

tr J 

＋ -4
＋ 4 ＋ 

＋ 4 ＋ 

＋ -4
。

结果
ESS 

局部稳定
局部稳定

懿

鞍点

由表 2 可知，系统的 5 个局部平衡点仅有两个是演化稳定性战略(ESS),

他们分别对应博弈方I与博弈方II在长期交往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两个模式：

（合作，合作）和（ 不合作，不合作）。 另外，由方程(1)和方程(2)组成的系统还

有两个不 稳定的平衡点(x = O,y = l)、（x = l,y = O)和一个鞍点(p=l/2,q=

1/2)。

对博弈方1位置博弈群体的复制动态方程(1)做进一步分析可知：当y =

1/2时，F(x)始终为0，即所有的x都是稳定状态；当y>l/2时，汇＝0和x·

=l是x的两个局部稳定状态，而只有x• =l是演化稳定策略；当y<l/2时，

仍然有x* =0和x 三＝1 两个局部稳定状态，但此时x* =O 是演化稳定策略。

这说明只有当在博弈方II位置博弈的参与人愿意合作的比例超过50％时，在

博弈方1位置博弈的参与人才会采用
“

合作
”

的策略。 而从前面的分析不难发

现，基于以下两大主要原因，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在博弈方II位置博弈的参与

人选择
“

不合作
“

策略的比例必会超过50%: (1)根据假设2 ，由于博弈方II位

置上的参与人有着违约的
“

前科
“

，其再次
“

违约
”

（或采用
“

不合作
“

策略）的可

能性较大；（ 2）由假设 1 可知，博弈方1群体参与人因受到其有限理性的局限，

无法排除其犯错误的可能性，即仍有人可能会采取
“

合作”

的策略，这样就加重

了博弈方II群体再次违约的可能性。 这样，通过长期交往与学习纠错，博弈方

1位置的参与人必定也会选择
“

不合作
“

这一占优策略，这就说明了在前一阶

段违约的人必将在村落社区交换域中被人排斥。

基于以上结论，可以进一步考察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在博弈方II位置博弈

的参与入在第一阶段选择守约（合作）激励相容条件为：B<�防飞。 其中，B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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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在第一阶段借贷博弈中的违约净收益，1C1 代表在随后交易过程中因其信

誉受损而导致的所有交换失败所产生的收益减少值，8是信誉贴现因子（表现

为其在社区交换域中的声誉价值）。 这时初始的博弈树如图3所示。

从 该 博 弈中不难看

出，民间信用主体基于血

缘关系有限地缘关系的

特殊信任主义， 其 民间信

用范畴的信贷博弈有效地

嵌入到其赖以生存的社区

交换域的重 复博弈， 并且

其交易域和社区交换域基

贷款人（博弈方1)

本重叠， 信息完全性与信 图3 加入关联博弈后的借贷博弈树

号传递效率高，使得关联博弈的关联度强，交易域和社区交换域双重惩罚机制

的可置信度高，民间信用契约中的违约者的违约成本2防飞高（因为违约现时
r=l 

收益的贴现因子0很大），使得0. 5>2 —2和飞，上述博弈的纳什均衡解 一定
t=I 

是（借款，守约），而嵌入社会交换域中的关联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将会是（合

作，合作），从而实现民间信用的良性循环。

3. 一般信任主义下农村民间信用契约执行机制分析

当衣村社会结构从非正式结构向正式结构转移时，农村人际关系的差序

结构从以血缘、有限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特殊信任主义向以超越血缘、地缘关系

的业缘关系为基础的普遍信任主义演化，其交易域与交换域逐渐分离，必然导

致关联博弈的关联度下降甚至消失，其信号传递效应弱化，多边惩罚可置信度

下降，信息不对称度增加，交易域中的违约者信誉价值（贴现因子）下降，多次

重复博弈的基础消失，民间信用契约沦为一次性博弈，因此受信方必然选择违

约（贴现因子小导致违约成本2沪t1 减小，使得0. 5<2- �扣凡，无法形成守
t=I t=I 

约的激励相容约束），授信方必然选择不授信，该博弈的惟一纳什均衡解是（不

授信，违约）。 不完备民间信用契约第二套保护机制随着其交易范围的扩展，

其基于社会嵌入性的关联博弈基础逐渐丧失，机会主义的倾向、严重的道德风

险和逆向选择诱致并强化了民间信用的强违约激励效应，这就是目前民间信

用制度信用环境恶化的制度根源。

三、中国农村民间信用与农村信任差序格局的匹配演进及生命周期

1. 中国农村民间信用的制度绩效：基于特殊信任主义的自我实施效率与

演进过程中的信用风险
• 54 •



罗 杰、黄君慈：非正式社会结构下民间信用演进与生命周期

目前，我国的农村民间信用主要包括民间借贷，即各种会合、摇会、台会、

标会以及私人钱庄等形态，可划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农村各经济主体之间互助

性无息民间借贷；二是有息甚至高息的农村民间借贷；三是以衣村民间金融组

织为中介的融资活动。 与
“

官办
“

金融相比，农村民间信用有着明显的特征： 一

是社区性，农村民间信用活动发生于农村社区，基于一定的地缘、血缘关系而

成立；二是人格性，交易活动建立在对对方信息充分掌握的基础之上，经济行

为已经人格化；三是分散性，农村民间信用发生于数以亿计的农村经济主体之

间，交易的频率高，金额小，高度分散；四是层次性，经济落后地区以民间借贷

为主，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已出现了较为规范的民间金融组织。

农村民间信用是一种跨时私人契约和非匿名的制度安排，交易区域狭小，

信息搜寻甄别以及监督贷款投向的成本较小，违约率比正规金融部门低，其

优点体现在提供隐含保险，信任替代实物抵押，社会性约束与自律相结合的履

约机制，重复交易等，借款合同的有效执行主要不是依靠国家的法律体系，而

是依靠当地的某种社会机制和自律机制，从而形成一个连续性激励约束相容

的契约安排（基千社会嵌入性的关联博弈）。 由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等因索而

形成的特殊信任主义是减少民间信用道德风险的主要的非正式制度基础，借

贷主体有激励利用掌握的信息自发地形成一个群体（自选择机制），自选择机

制产生了人以群分的匹配效应(Becker, 1981)和自然淘汰机制，利用业已存在

的社会网络巧妙地解决了不完美信息和契约执行问题，并形成长期互动和共

同监督。 因此，初始农村民间信用基千信息比较优势、成本比较优势和关联博

弈效应，农村民间信用具有灵活、方便、自由、预算约束硬化、借贷双方信息对

称、契约成本低和服务态度好等特征。

因此，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农村民间信用制度是有效率的，但这种

效率仅限于一定社区范围内，建立在有效利用社区信用资本的基础之上。 在

传统的农村社区沿着村落社区一集镇社区一城市的路径变迁时，人员流动增

加，建立在血缘、地缘关系上的社区信用资本减少，民间金融对于正规金融的

相对优势就会逐渐降低。 也就是说社会资本的关系型和地域性特征，决定了

民间信用的交易只能局限在一个特殊信任系统的狭小圈子内进行，一旦交易

超出特殊信任系统的范围，即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民间信用的血缘、地缘关

系不断被突破（农村人际关系的差序结构演变），参与者的信息不对称日益严

重，基于声誉机制的私人契约执行机制和关联博弈便失去约束力，民间信用便

沦为一次性博弈，参与人的道德风险日益严重，信用环境渐趋恶化，民间金融

蜕变为黑色金融。

2. 中国农村民间金融制度供给与民间信用内生性演进路径：政府的行为决策

改革开放以后，基于政府效用函数和改革序列的路径偏好，国家通过正式

金融制度在农村的扩张控制衣村金融剩余，并将其转化为工业投资。 因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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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农村民间信用是多么符合制度演进的一般逻辑和下层结构的金融需求，在

与国家效用函数相冲突的情况下，必然会处 于一个被挤出的地位。在一定时

期，全社会的存、贷款规模是一定的，在国家金融部门和民间金融部门之间此

消彼长，承载支持渐进转轨和经济持续增长的职责，国家金融产权具有无限扩
张的趋势（张杰，1998)。 相应地，民间信用的产权界定、规模扩展以及内生性

演进路径被政府干预和打压，逐渐被扭曲和收缩，异化成“

地下金融”和
“ 草根

金融＂，金融二元结构被强化，同时制度变迁中自增强作用也使得民间信用这
一制度锁定在非正式、不规范的状态中。

民间信用能否克服自身的局限和政府的外部干预，实现由低层次向高层

次、由体制外向体制内、由非正规向正规的跨越，需要克服一系列障碍因素，这
些障碍因素既来自于农村民间信用自身的局限，也来自于政府对农村金融市
场的管制和制度供给：（l）信息障碍和人际关系障碍。 衣村民间信用的信息优
势局限于社区，随着农村社会差序格局的演进，交易者了解对方信息的难度增

大，信息不对称现象加剧，原有的信息优势成为了信息障碍；同时乡村社区由

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变迁，人格化的交易失去了原有的保障。 (2)法律障碍
和政府干预障碍。现有的民间信用组织实际上是在没有取得法律许可情况下
经营的，要想从地下转为地上，从民间发展到正规，必须要有法律认同和政府
认同。 (3)产权障碍。 国家金融产权的扩张，显然是以牺牲对民间信用的产权
保护为代价的。没有稳定的产权，民间信用参与者一般无法形成良好的经济
预期，而引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机会主义盛行，无法产生合作剩余。

因此，政府应该在不影响我国农村民间信用的内生演进规律的情况下，改
变过去外部强有力的制度冲击和金融制度二元供给的理念，提供一个制度选
择空间和信用环境，促进民间信用组织进行制度创新，并提供法律约束使特殊
信任系统联合成为可能，以便其尽快地向正规、高级形式演化。(1)降低市场

准入条件，明确农村民间信用的合法地位，使其成为农村金融多元化策略中的
一极。 (2) 强化对契约关系的保护，引导、鼓励有息的民间借贷采取比较规范

的契约形式，抑制高利贷的蔓延，化解民间借贷的不利影响。 (3) 信用制度建
设。首先，建立比较完善的征信体系；其次，建立信用评级机构，把通过征信体

系收集来的信息进行分析和处理，并根据信用评估标准对农户、农村中小企业

进行信用认证与评级。
3.中国民间信用演进路径与生命周期
林毅夫(2003)指出金融制度是中介制度，作为一种诱致性制度，如果没有

政府干预，其发展应该是由小到大、由非正式到正式。史晋川(1997)强调民间

信用业的兴起与发展是在传统国有金融体制的深化难以有实质性推进的情形

下，我国国民经济市场深化所引致的结果。张杰(2000)关于民营经济的金融

困境与融资次序的研究认为，非正规金融具有对民营经济的内生性支持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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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外生的政府力量割断了民间信用参与博弈从而形成多种产权构成的金融
体系这一演进逻辑。

作为非正规金融的民间信用与正规金融部门共同构成的
“

二元金融结
构“，是我国农村金融抑制和金融管制的结果，随着农村信任差序格局的演进
及农村金融深化，民间信用将发生制度变迁，即向有组织、规范化的正规金融

变迁，并形成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l）初级阶段类型的无组织民间借贷，一是

私人之间借贷；二是企业间借贷；三是集资。其交易特点是一次性和分散化。
(2)准组织化民间信用，即以准金融机构形式进行的有组织金融交易，其交易
特点是连续性集中性和专业化，只是这种组织没有经过监管当局的审批，处
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主要形式即所谓

“ 地下钱庄＂，他们大多是从自发组织的

各种“会”演变而来，一般采用股份制形式。 (3) 组织化民间信用，是指具有严

密的内在体系结构，纳入国家金融监管部门统一管制之下依法开展金融业务
活动，规范化运作，定位于服务民间中小企业的正规民营金融机构，如银座、泰
隆等。关于我国农村差序结构与民间信用组织形式匹配演进的逻辑见图4。

U型线R表示农村民间信用融
资

借贷主体声誉价值，随着农村信任效
差序格局的演进，农村从熟悉人社

率

会走向陌生人社会，信任也从特殊
信任系统走向一般信任系统。如图 1 

D2 

4所示，初始民间信用基于社会嵌 ＼＼ 互

入性的关联博弈，在 D1 点左边，其

融资效率是比较高的，说明民间金
。 信任差序格局演进路径

融组织形式是适合特殊信任小系统图4信任差序格局、声誉价值与制度金触需求
内社区群体的融资需求的。由于特
殊主义的社区群体信任导致的声誉价值使得违约主体的违约机会成本很高，
因而其借贷契约执行具有自我实施机制。随着农村从亲缘、地缘社会逐渐走
向业缘社会，关联博弈依赖的特殊主义群体信任基础逐渐丧失，民间信用随着

地缘的扩张，信贷主体的声誉价值趋于下降，导致民间信用的道德风险日趋严

重，民间合会、标会、银背、钱中、地下钱庄的信用风险逐渐显性化，其融资效率
从且向 D1 下滑直到效率临界点 D1 ，民间信用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为了提

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农村融资主体开始偏好制度金融的规模效应，如果

第三方实施机制的法律系统、实施机制和信用征信体系逐渐完善，民间信用契

约主体的违约成本逐渐升高，伴之其声誉价值攀高，内生出农村信用社和农村

商业银行的制度需求（如台州银座和泰隆两个信用社诱致性变迁），促使民间
信用从无组织到有组织、从低级向高级金融组织形式演化，融资效率从 D1 向
且提升。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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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民间信用的制度变迁正是和非正式社会结构农村信任关系发展的

差序结构相匹配的。农村民间信用的层次递进，无息的互助性民间借贷、有息

民间借贷、组织化的民间信用这几种形态分别与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

入际关系的疏密程度对应。无息的互助性民间借贷更多地发生在经济市场化

程度低、经济交往的人格性强、社区信任资本存量高的农村社区；有息民间借
贷通常是在具备一定商品经济观念、经济交往的人格化有所减弱的社区，发生
于人际关系差序格局较外层次的主体之间；有组织的民间信用多与市场化程

度较高、经济交往的人格性倾向弱化、市场经济平等和法治准则深入人心的社
会环境相联系。

经济市场化、经济交往非人格化主导了农村民间信用的发展，当农村经济
市场化和农村城镇化达到相当水平后，民间信用赖以依存的经济和社会环境
不复存在，正规金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优势凸显，衣村民间信用只有适时演
进到更高的组织形态。图5表示了民间信用发展轨迹：上方是尚未形成组织

的民间借贷活动，下方是组织化和规范化程度较高的民间信用机构，从上到

下，组织化程度和规范化程度不断提高，形成了一个民间信用发展序列和逻辑
链条。

四、基本结论
低

基于特殊信任主义的声誉合同使得初始规

民间信用人格化交易的成本很低，但是当农村霓
非正式社会结构向正式社会结构转轨时，由于和组
契约的法律执行机制的不完善以及交易范围织

化

的扩展诱致的信息不完备和非对称，使得关联程
博弈和基于声誉契约私人执行机制的基础逐

渐丧失，仅靠声誉和关系交易的维系成本急剧

上升，民间信用人格化交易面临规模不经济和

信用风险的双重约束，初始民间信用需要向基
于一般信任主义和法律的公开实施机制的民

图5 农村民间信用演化路径

间信用高级阶段过渡。因此，中国农村民间信用和农村信任差序格局呈现动

态匹配的演进格局，即中国农村民间的信任路径演化规律是：首先是家庭成员

之间的信任；其次是宗族（村）信任，乡亲（地缘）信任，朋友圈中的信任；再次是
正规及非正规组织如合会、钱庄等组织中的信任和正式金融组织的制度信任。

而与信任差序格局演进相匹配的民间信用则表现出对称性的递进规律，即规
范化和组织化的演进趋势和从无组织民间自由借贷向农村商业银行发展的基

本生命周期。

无组织民间自由借贷

民间合会

民间标会

银背与钱中

地下钱庄

农村合作基金会

典当行

农村信用社

农村商业银行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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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and Lif ecycle of Chinese Folk 

Credit under the Informal Social Framework 

LUO Jie1 , HUANG J un-ci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戒Management, East China J 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Xiamen Un切叮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In an informal social structure dominated by the informal insti

tutions, the particularistic trust is the basis of folk credit. Because of the re

lating games and the reputation-based private mechanism, （下转笫 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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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 Efficiency of Bidding Roscas's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A case Analysis from Cangnan County of Wenzhou City 

CHEN De-fu, DAI Zhi-min 
(School of Economics, Zhenjiang Uni祝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Being an informal financial institution, Roscas (Reta ting Sav

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s) has existed widely for a long time in rural are

as. This article examines a bidding Roscas example collected from one of the 

villages in Cangnan County of W enzhou City. Firstly, it uses the method of 

interest rate comparison to analyze the efficiency of bidding Roscas's invest

ment and financing. Then, it goes further to examine the efficiency from the 

aspects of Chinese farmer's special financial needs, rural areas' credit con di

tion and Wenzhou's cultural traditions.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bidding 

Roscas is a very efficient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mechanism. Neverthe

less, the participants' worry about the risk of breaking the agreement re

duces its efficiency and makes it very hard to develop. Therefore, how to 

control the risk effectively becomes the crucial factor to standardize and de

velop the bidding Roscas. 

Key words:Roscas; bidding Roscas;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efficien

cy; Wen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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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笫59 页） the contract of folk credit is intrinsically self-enforcing. With 

the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of the informal social framework of Chinese coun

try, particularistic trust will evolve to universalistic trust, and the institu

tion of Chinese folk credit will take its adaptive transition according to its 

lifecycle. 

Key words:relating game; diversity-orderly structure and trust; particu

laristic trust; universalistic trust; folk cr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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