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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9 年是战胜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一年，随着全国人口的大面积脱贫，依旧

存在大量返贫的现象，因此金融扶贫成为现阶段实现精准扶贫并迈向乡村振兴的

最直接有效途径。但是一般接受金融扶贫的贫困人口家庭收入不稳定，还款能力

弱，信贷风险很高，加之金融机构本质的趋利性，使得金融扶贫成本大，风险高，

金融歧视仍然存在，扶贫难度增大。为了让社会各个阶层都能享受一样的金融权

利，特别是针对弱势群体，普惠金融成为打破金融歧视，实现弱势群体享受同等

金融服务权利的必要方式。 

本文首先采用描述统计对我国金融基本发展现状进行描述，再对我国 31 个

省市 2018 年普惠金融 14 个指标进行指数测算，得到 31 个省市普惠金融综合发

展指数，得到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综合水平不高，且各地区发展很不均匀，上海市

和北京市等东部地区省市发展遥遥领先，西部地区省市发展指数均不超过 0.2，

可见我国发达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更好，偏离普惠金融初衷，存在对象偏移问题。 

为进一步分析普惠金融对贫困减缓和经济发展的作用，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

融调查(CHFS2015)微观数据，使用𝑃𝑟𝑜𝑏𝑖𝑡模型估计我国农村家庭贫困程度和收入

水平，来表示农村家庭可获得贷款的概率，进而用该变量和农村贫困人口、农户

家庭恩格尔系数、农户村庄基尼系数和村庄生产总值进行断点回归分析。得到普

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减少我国农村贫困人口、降低农户家庭恩格尔系数，有效减

少贫富差距助推经济增长，并且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全国

和中部地区有显著的减贫增收效应，而在东西两地作用不明显或抑制贫困的减少。

我们知道我国从东到西的经济发展是递减的，由此可见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是随

着地区经济的发展呈“倒 U型”的。 

后面，在实证分析得出结论的基础上，从金融机构和政府机构两个角度得到

一些启示总结，为使我国农村真正摆脱贫困，也为后面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完

美过度提供一些参考建议，更为我国脱贫攻坚事业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 

 

关键词：普惠金融 模糊断点回归 𝑃𝑟𝑜𝑏𝑖𝑡模型 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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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2019 is a key year to overcome the battl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the large area of the national population out of poverty, there is still a large 

number of phenomenon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Therefore,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become the most direct and effective way to achiev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achie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t this stage. 

However, the poor people who generally accept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have unstable family income, weak repayment ability and high 

credit risk. In addition, the profit-oriented natur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makes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cost high and risk high, financial 

discrimination still exists,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difficulty increases. In 

order to enable all social classes to enjoy the same financial rights, 

especially for vulnerable groups, inclusive finance has become a necessary 

way to break the financial discrimination and realize that vulnerable groups 

enjoy the same rights to financial services. 

This paper first use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o describe the basic 

development status of China's finance, and then calculates the 14 indicators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31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2018, and obtains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dex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31 provinces and 

cities.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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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not hig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ach region is uneven. The eastern 

provinces and cities such as Shanghai and Beijing are far ahead in 

development, while the development index of the western provinces and 

cities is no more than 0.2.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the developed regions of China is better, which deviates from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inclusive finance and has the problem of object 

devia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analyze the role of Inclusive Finance Development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uses the micro 

data of China Family Finance Survey (chfs2015) and Probit Model to 

estimate the loan probability that determines the family loan behavior, 

namely the driving variable, and then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riving variable and the rural poor, the Engel's coefficient of rural 

households, Gini coefficient of rural households and rural GDP used 

breakpoint analysis.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can markedly 

decrease the poor population in rural areas, decrease the Engel coefficient 

of rural households, close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nd boost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regions, the evolution of Inclusive 

Finance has a major effect on poverty decrease and generate income in the 

whole country and the central region, but not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 We 

know tha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is in a decreasing sta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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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ern region is the best, followed by the central region, and the western 

region is backward and slow.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role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reducing poverty is "inverted u"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end, based on the conclusions of empirical analysis, some 

enlightenment and summary are obta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so as to make China's rural 

areas really get rid of poverty, and als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suggestions 

for the perfect transition from poverty alleviation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so 

as to contribute my modest strength to the caus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Keywords: Inclusive finance；Fuzzy breakpoint regression；Probit model；  

Poverty all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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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1.1.1 问题的提出 

“乡村振兴”是首次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政策方针，其指出农业农民

农村问题是关系民生国计的首要问题，务必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的工作重

点，强调“首要发展农业农村，加强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2019年是

战胜脱贫攻坚的关键一年，2020年 1月 23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按照

国家公布数据平均每人收入超过 2300元的标准计算，到 2019年底，我国有 551

万的贫困人口，比 2018 年末减少近 1200 万人，贫困发生率直降 1.1%，已不足

1%，可见 2019年的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逐步成功，全国人口大面积脱贫，但是依旧存在大量返

贫的现象出现，具体原因大致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扶贫工作治标不治本。为了对

脱贫工作进行有效的判断和清晰的脱贫目标，政府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制定了脱

贫标准，即平均每人收入大于等于 2300 元才可被定义为脱贫，因此很多地区为

了达成脱贫目标，采用很多快捷但不治本的措施，比如很多发达地区采取以钱养

贫的方法解决贫困问题，把很多贫困人群划入政府救助范畴，因此一旦脱贫，很

多补助不再发放的时候，又变成贫困人口，出现返贫问题；在一些深度贫困地区，

政府会派遣很多驻村扶贫干部进行脱贫工作，但是一般扶贫干部是一年或两年进

行调换，这种频繁的工作调动使得很多干部为追求政绩和扶贫效益，更多的注重

当地贫困居民的短期收益，造成治标不治本的现象。第二种是扶贫工作过程中贫

困户参与度不高。扶贫工作是帮扶人员和农户一起努力的事情，但是在实际扶贫

工作中，帮扶人员往往是以一个管理者的姿态安排农户进行脱贫工作，不能很好

的听取农户的真正诉求。并且在扶贫策略中农户拥有一票否决的权利，很多扶贫

工作人员为了不让农户一票否定自己工作和努力，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从而“宠

坏了”很多农户，这些“扶不起来”的贫困户想坐收渔利，等着政府养，没有自

我脱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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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我国脱贫攻坚工作也将迎来尾声，我国把“三农”工作的重点放到

乡村建设振兴上来，因此打赢脱贫攻坚实现全面脱贫是乡村振兴发展的基础和前

提，更是实现全面脱贫到振兴乡村完美串接的关键步骤，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 

如今，在过去几年成功实现大量脱贫任务指标，我们在准备完成后面计划的

任务时，也不要忘了巩固我们之前脱贫攻坚的成果。分析总结之前在脱贫攻坚工

作中的经验积累，思考后面实现全面脱贫需要探索和创新的问题和方法。具体来

说，比如在分析脱贫经验时可以考虑影响脱贫的一些作用因素，比如当地经济发

展水平、就业稳定程度、教育投入、产业结构水平以及政府的干预程度都是影响

脱贫工作的重要因素，合理分析这些影响因素对脱贫工作的影响机制，总结经验

采取针对性的有效措施，改变影响脱贫工作完成的现存条件。以往在脱贫攻坚工

作实施中，面对那些弱势群体如农民、老年人、患病者、残疾人等需要采取需求

侧救助式兜底保障措施，对其进行“输血式”扶贫，如今在这个实现脱贫攻坚到

乡村振兴转变的重要节点，“造血式”扶贫必须提上日程，从而发掘贫困群体内

在潜力，激发其内生动力，培训其自主脱贫致富能力，稳定减贫增收能力。 

为了解决扶贫工作的治标不治本、农户参与度不高、淘汰“输血式”扶贫，

减少脱贫后再返贫的问题出现，金融扶贫成为现阶段实现精准扶贫从而迈向魅力

乡村建设的最直接有效的途径，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顾名思义，金融扶贫是指

利用金融机构提供存贷款、理财保险等金融服务，以脱贫致富为目的对贫困人群

提供资金支持和保障的扶贫策略，一般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直接方式就是

贫困居民可以直接从金融服务中得到用于发展的资金支持，间接方式是指，通过

在农村贫困地区深入发展金融服务，从而提高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间接地缓解农

村贫困。但是一般接受金融扶贫的贫困人口家庭收入不稳定，还款能力弱，信贷

风险很高，加之金融机构本质的趋利性，使得金融扶贫成本大，风险高，比如，

小额精准扶贫贷款是政府大力推行的金融扶贫方式，但由于小企业现金流不稳定，

容易倒闭，使得小额贷款存在较高的信用风险，而金融机构往往是趋利的，因此

金融机构更倾向于贷款给还款能力强的大企业，使得贫困人口难以得到贷款支持，

形成恶性循环。 

为使社会各个群体享受同等金融权利，特别是弱势群体，政府部门多次提出

首要发展普惠金融解决贫困问题。普惠金融首次在 2005 年提出，其目的是秉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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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权利和市场持续发展原则，在社会各群体可以承受成本内提供科学高效的金

融服务。其从实现社会权利平等出发，以更高效方式使金融服务普惠到每一位公

民，最终解决贫困问题，特别的针对那些很难享受金融服务的弱势群体(王曙光，

2014)，比如残疾人、农户、小微企业等，易受到金融机构歧视，针对此群体提

供的金融服务称为普惠金融(星焱，2016)。因此，发展普惠金融将是打破传统金

融模式的歧视、更多更好地为弱势群体提供发展机会的金融服务方式(星焱，

2015)。而我们知道大部分贫困地区，地理位置非常偏僻且村民居住很分散，村

民想要办理咨询金融业务或者金融机构人员宣传政府金融扶贫方针时，往往需要

花费很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就为普惠金融的实施增添了不必要的成本。因

此随着信息数字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中国数字金融也在飞速发展。数字

金融也叫互联网金融，它克服了传统金融网点对地理位置的依附，具有更强的空

间穿透力，更好地减少金融机构运营成本。因此，依靠互联网信息技术而发展起

来的数字普惠金融则可将金融服务扩展到传统金融服务不到的领域，为更广泛的、

尤其是那些受到金融排斥的群体提供金融服务。 

1.1.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目前，学术界研究大多是从宏观数据和政策出发，借鉴 Sarma(2008)对普惠

金融进行测算的维度标准，采用比较传统的统计研究方法研究某个具体区域普惠

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在具体调查的大样本微观数据的基础上，

采用 Probit 模型和模糊断点回归，对 7150 农户家庭的贷款情况及贫困情况等进

行研究，分析全国农村区域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其收入和贫困的影响。在指标体系

的选择上主要根据微观调查数据的具体情况，侧重于选择具体农户相关贷款情况、

家庭收入和家庭贫困程度等指标，如：农户惠农贷款、农户家庭总收入、农户基

尼系数等。通过上述指标采用“拟随机试验”方法--模糊断点回归，避免内生性

问题，研究我国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困的影响，本文应用的研究方法和微

观数据有助于丰富现有研究成果，为农村普惠金融的再深入研究提供借鉴参考依

据。 

（2）实践意义  

第一，通过对 7150个农村家庭的微观数据处理，采用 Probit 模型和模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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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回归方法研究我国农村家庭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作用，相比其他学者通过宏观

数据和传统统计建模方法得出来的结果，本文得出来效应关系将更加准确。第二，

有助于普惠金融服务思想的普及。通过对农村区域普惠金融减少贫困，促进收入

增加作用的研究，得到不同区域其作用有很大不同，这为政府在以后的资源分配

投放上和金融机构经营策略上提供了借鉴和对照，有助于加大金融机构对农村区

域的关注度，并且在普惠金融政策普及过程中，应该注重因地制宜，从而更好地

改善农村地区金融现状，准确增加农民收入水平，发挥普惠金融其最大的效应。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可能创新点 

1.2.1.国内外研究现状 

普惠金融发展的目的是在减少贫困发生的基础上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对此，

国内外各位学者有着很多研究。通过阅读国内外文献可以把各位学者研究分为两

类，一类是针对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测度的研究，另一类是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

究。 

（1）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测度综述 

从概念发展来看，上文表述可知普惠金融最先提出是为了解决金融排斥问题，

即解决阻挠任何社会弱势群体享受金融服务权力的过程。Bebczuk、Ravichandran 

and Alkhathlan（2011）解释了普惠金融的涵义，认为普惠金融应该将社会弱势

群体和贫困群体归入保险、信贷等金融服务。Sarma and Pais（2011）认为普惠

金融可从其可得性、服务有效性以及便利性等方面研究。焦瑾璞在 2006 年首次

把该概念引入国内。李建军和韩珣把普惠金融概括成两个层面：“普”，即广泛包

容性，指各个社会阶层都有能够有机会获得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惠”指

各个阶层能够以合理的价格享受金融产品。在指标的选取和指数测度方面来看，

Sarma（2011）沿着联合编制人类发展指数构建的思路，采用 GPFI 选取指标的标

准，在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渗透度和金融产品使用状况这三个维度上选取一些

指标，来测量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普惠金融发展状况，并创建了普惠金融综合指数

模型，认为 IFI在（0.5，1）之间属于发展良好，在（0.3,0.5）发展水平一般，

（0，0.3）说明发展水平低下。Arora（2010）把指标分为金融服务的范围、金

融服务可获得的便利性和银行服务所需成本三个方面，发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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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Gupte（2012）在银行服务覆盖面、

金融产品功效性、金融业务发生的便利性和所需成本四个维度构建了普惠金融发

展指数。Rahman（2013）在金融协调度、金融服务使用情况、满足程度和渗入度

四个方面进行构建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国内的普惠金融指标构建及其研究起步比

较晚，近年来各位学者的研究也在不断地进步和深入，其中 GPFI（2012）提出了

包含 29 项指标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涉及的范围更大，涵盖面更广，但是不同

的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发展和金融现状存在着不同情况，因此国内学者也根据国内

金融发展的具体情况对国内普惠金融指标进行选取，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从供

求角度对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进行构建（王婧和胡国辉，2013）。另一种是参

考 GPFI，从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使用情况和金融服务质量三方面出发进行指

标体系构建（蔡洋萍，2015和王修华，2016）。后面学者在研究普惠金融指标体

系的基础上又对其他问题进行延伸，如在原有测算方法基础上加入了城乡统筹度，

研究了中原六个省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和城乡统筹度的关系（谢升峰和路万忠，

2014）。在加入了投资资金来自银行的企业比率指标的基础上研究认为该指标对

地区经济发展有显著负影响（李涛，2016）。在采用与 Sarma相同的指标基础上，

研究分析了普惠金融和地区经济具有相关性，呈正向关系（龙云飞和李晶，2017）。

随着科技飞速发展，数字金融服务指标被加入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中（成艾华和蒋

航，2018）。 

（2）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综述 

关于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减缓的作用，各位学者有多样的观点，一部分人认

为普惠金融可以推动经济发展，优化配置从而起到减贫作用，通过对其增加贷款

增加收入进而优化农村经济结构，达到脱贫的目的（Honohan、DFID和江曙霞，

2006等）。进一步来讲，普惠金融的减贫作用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起到的作用更

强，经济水平低，减贫作用低，经济水平高减贫效应就高（张兵和翁辰，2015）。

而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普惠金融对减缓农村地区的贫困具有负向作用，比如在普惠

金融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金融波动会和普惠金融的减贫效果进行抵消（Jeanneney，

2011）。在国内有学者研究认为我国农村区域普惠金融的发展在短期内对农村贫

困的减缓作用不显著，且长期还会阻碍贫困的减缓（杨俊等，2008）。而刘芳和

刘明(2017)持相反观点，认为短期内金融发展会阻碍农村贫困的减缓，但长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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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正向效应。还有一部分学者研究发现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由于地理空间的

变化也起着不同作用，比如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普惠金融既可以减少贫困发生还

能推动经济发展，在中部，普惠金融可以减缓贫困但对经济发展作用并不显著，

而在西部地区其减贫效应和促进经济发展都不明显（武丽娟和徐璋勇，2018）。

另有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减贫作用在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存在差异，并且在贫困

地区的作用不如非贫困地区明显（王伟和朱一鸣，2018）。 

综合现有研究文献发现：第一，目前很多学者有关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算、

减贫效应的研究已经非常充分，但是关于我国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结论不一。第

二，在选择测算方法上，上述很多文章研究大部分采用的是传统的统计模型，比

如时间序列回归模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等。我们在研究该问题时会发现金融发

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内生性问题，而这些方法不能有效地缓解这些

问题，从而很难确切的描述普惠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效应关系。第三，关

于普惠金融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围绕计算普惠金融综合指数的方法研究。第四，

在讨论其减贫效应时，很多文章研究通常从宏观数据和政策方针角度出发，缺少

微观方面的考虑。 

1.2.2.可能的创新点 

本文计划从微观角度出发，采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所进行的大样本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微观数据，利用模糊断点回归方法，

研究普惠金融和农户贫困之间的因果关系。采用微观数据做既能通过微观主体家

庭具体情况，从而具体了解贫困居民实际的贫困差异，也克服了利用宏观数据样

本的局限性。另外，考虑到内生性问题带来的估计偏差，采用科学的断点回归估

计，从而避免内生性问题，分别识别了不同区域普惠金融对减缓农村贫困、促进

经济增长的效应关系。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五个部分：  

（1）普惠金融减贫增收效应的理论分析。首先是研究农村金融机构可发放

贷款的条件。根据效益最优原则，对放贷条件进行理论分析，来阐述农村金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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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放贷的本质，一方面对相关理论进行了解读，另一方面，揭示了金融机构“嫌

贫爱富”的实质。其次是分析普惠金融减贫增收作用机理。通过研究金融机构、

农户以及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借鉴现有的理论分析普惠金融政策减贫增收的作

用机制，认为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普惠金融有政策支持，那么即便金融机构是趋利

的，农户也能在普惠金融中增加收入，减少贫困发生，可见政府在普惠金融实施

过程中无可替代的作用。  

（2）方法分析和数据来源说明。本文介绍了估计驱动变量所采用的方法、

普惠金融减贫效应所采用的断点回归方法的整体思路，对所需要的变量指标进行

了解释和说明，采用 Probit模型和模糊断点回归，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的微观数据，该调研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覆盖了我国东中西的 29 个省（市、自

治区），样本近 4 万户。 

（3）对我国金融业现状进行描述统计并测算我国 31个省（市、自治区）的

普惠金融综合指数，观察目前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情况。该部分借鉴 Sarma（2008）

指标构建规则，从金融服务的供求情况和渗透率考虑，得到 14 个普惠金融指标，

然后采用极值法对原始数据做无量纲处理，再利用变异系数法对各个指标进行权

重计算，最后计算得到普惠金融综合指数。 

（4）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实证分析。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2015)微观数据，使用𝑃𝑟𝑜𝑏𝑖𝑡模型对农村家庭贫困程度和收入水平来估计决

定家庭贷款行为的驱动变量和借款概率，进而对驱动变量和农村贫困人口、农户

家庭恩格尔系数、农户村庄基尼系数和村庄 GDP的断点回归分析。 

（5）结论及建议。针对不同地区的贫困情况，得到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效

应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性，对我国在采用金融手段进行扶贫时需要注意锁

定目标、因地制宜具有警示作用。 

1.3.2 研究方法 

本文围绕农村普惠金融与农民贫困之间的因果作用展开了讨论，研究方法如

下所示：  

（1）𝑃𝑟𝑜𝑏𝑖𝑡模型 

𝑃𝑟𝑜𝑏𝑖𝑡模型也叫概率模型，用来表达刺激强度和反应比例之间的关系，由此

判断刺激强度什么状态是最佳的，该模型类似因变量为 0-1的回归方法，通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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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变量的累计概率函数，转换成取值在（0，1）之间的概率，因此，本文采用𝑃𝑟𝑜𝑏𝑖𝑡

模型估计决定家庭贷款行为的驱动变量。在金融机构发放惠农贷款之前会评估该

贷款用户的信用风险，因此本文综合农户家庭中的年收入、亲友借款、贷款需求

等变量利用𝑃𝑟𝑜𝑏𝑖𝑡模型预测农户的借贷能力，从而作为驱动变量去对样本进行断

点分组。 

（2）模糊断点回归 

本文采用断点回归方法(RD)研究我国农村普惠金融是否具有减贫增收的作

用。断点回归通过模拟随机试验更好地规避在参数估计时产生的内生问题，其主

要思想是：当该特征变量大于等于临界值时，如果被解释变量受到处理，就说明

被解释变量与特征变量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断点回归又包括精确断点回归

（Sharp RD）和模糊断点回归（Fuzzy RD）两种，精确断点回归（Sharp RD）其

临界值时确定的，在临界值的一侧的观测值接受处理，另一侧的观测值不接受处

理，即观测点接受处理的概率非 0 即 1.而当临界点时模糊的（Fussy），即在临

界值附近存在一个区域，其观察点接受处理的概率是在（0，1）区间内的。本文

考虑到即使农户满足惠农贷款条件，也未必会去贷款，仅是获得贷款的概率变大，

即其贷款的概率不是非 0即 1的，而是在 0到 1之间的，因此本文更适合采用模

糊断点回归方法(Fuzzy RD)。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 CHFS 微观数据，采用上述𝑃𝑟𝑜𝑏𝑖𝑡模型估计的

农户能够获得贷款的概率来表示其借贷能力，通过断点对样本进行分组，分为处

理组和对照组，进行断点回归估计，研究我国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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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分析及研究方法 

2.1 理论分析 

2.1.1 普惠金融相关概念 

普惠金融发展的初始是出现在上世纪 70 年代的孟加拉国，由于有很多经济

条件差的家庭需要贷款，并且需求金额小，因此小额信贷成为当时比较流行的贷

款方式，也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的初始阶段， 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有贷款需求，

单一的小额贷款不再满足居民需求，因此金融项目创新改革，出现了微型金融模

式，该模式有更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能更好的为贫困弱势群体提供服务，受用

群体也从低收入群体扩展到小微企业。 

随着微型金融的发展，其存在的问题也显现出来，比如金融机构的趋利本质

导致并不能做到“普”，“嫌贫爱富”使得金融服务涉及面窄，该福利效用成效

低下等等。慢慢的普惠金融出现了，我们知道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

是个舶来品，它英文本意翻译过来，只有“普”的意思，没有“惠”的意思，因

此普惠金融过程是先“普”后“惠”的过程，首先是“普”，提高金融可获得性，

惠及更多群体，其次是“惠”，是相对的，信用好、能力强就应该享受更低的价

格，更高的额度，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社会的公平的实现。许多专家认为需

要用普惠金融模式代替传统微型金融，把微型金融受众群体不突出的特点变成普

惠金融具有包容性和公平性的特点。普惠金融完善了小额贷款和微型金融模式，

是金融行业发展和进步的象征。 

在 2005 年，普惠金融首次被提出，其目的是秉持同等权利和市场持续发展

原则，在社会各群体可以承受成本内提供科学高效的金融服务，其从实现社会权

利平等出发，以更高效方式使金融服务普惠到每一位公民，最终解决贫困问题。

但是金融排斥依旧很严重，所谓金融排斥，是指金融机构往往是趋利的，因此低

收入者或者小微企业不能获得相应的金融服务，金融服务分配不均，大多集中在

高收入群体。由于贫困户存在还贷困难情况，从而导致银行贷款的成本增加，因

此银行为了更好地收回贷出去的钱，那些还贷能力强的用户更容易获得贷款，贫

困人口也就更难获得贷款，造成金融歧视，形成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恶性循环，

因此创建一个全民都拥有享受现代金融服务权力的普惠金融系统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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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对普惠金融定义的概括，参考各专家学者的研究结论，可以将普

惠金融内涵总结为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普惠金融具有“普”的特性，惠及主体范围比传统金融服务产品大。

在传统金融行业中，由于其本质是“唯利是图”的，因此对于那些经济条件差的

个体或者信誉差、没有足够还款能力的主体，金融机构拒绝其所需要的服务，导

致这些群体失去了享受金融服务的权力。而那些本身经济条件好的群体在生产发

展过程中，凭借自己优越的经济条件，更容易获得金融机构的各项产品服务，形

成良性循环，因此对于传统金融，其服务主体被认为是经济条件优越的权利。而

普惠金融的出现本身就是为了解决贫困问题、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资源平等

使用，因此其服务主体范围更倾向于比如农民、老年人和小微企业等这样的弱势

群体，但这并不代表着普惠金融就是对特定弱势人群的慈善活动，服务群体仍然

包括原来的服务阶层，所有的服务对象在普惠金融体系下，都是公平对等的，都

可以享受同质的金融服务。 

第二，普惠金融具有个性化特质和可持续发展特点。普惠金融服务的重点是

向弱势群体倾斜，但这不代表它就是慈善活动，在发展普惠金融过程中，也需要

重视市场规则，在尽可能惠及更多群体的同时，也要让金融机构合理得益，这是

建立在能够保证金融服务供给者能持续性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公益活动是在给弱

势群体进行“输血”，通过直接性的提供财力物力送到贫困者手中，但普惠金融

时借助金融权利的普及让服务个体能够享受平等的金融权力，通过贷款“输血”，

让其能够获得帮助从而在内产生动力进行“造血”，最终通过利息让一部分资本

流向金融机构，整个过程是在资本共享中实现互惠，这与公益慈善有着本质的区

别，因此体现了普惠金融的可持续性。再者，普惠金融不同于传统金融，是根据

不同服务群体而产生的不同产品服务，提供可以满足服务对象的多样需求，具有

较强的创新性和个性化特征。尤其在针对贫困群体方面，老年人、农户、小微企

业等等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需求，因此其产品设计需要更多的创新和考虑，且在保

证减少服务成本的同时，也要确保其自身能可持续发展。 

第三，普惠金融服务是需要政府作为第三方介入的金融服务。无论是什么金

融机构需要计算盈利、逾期、坏账率等指标，无可避免的存在很多普惠金融借贷

者没有良好的经营生产能力，造成破产，不能如期还贷，又或者因为我国信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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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制度不健全，一部分投资倒把的人，借着普惠金融之名，从普惠金融机构借

贷不还或者恶意拖欠，导致普惠金融公司产生大量坏账。因此为了维持金融机构

收支平衡，这就需要国家政府作为第三方介入进行干预，除了对普惠金融机构进

行转移支付外，还需要发挥市场监管作用，打击非法放贷公司，禁止重复放贷，

维持市场秩序，健全信用体系，让老赖寸步难行，提高违法成本！ 

综上所述，普惠金融服务不同于传统金融服务，其在政府作为第三方监管条

件下，在保证金融服务能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依靠金融权利的普及让所有的个

体都能享受到同样的金融服务，在资源共享中实现真正的普惠。 

2.1.2 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理论分析 

本文借鉴 Tirole（2006）的固定投资模型理论框架，参考武丽娟和徐璋勇

（2018）从理论上分析我国金融机构的贷款条件，分析惠农贷款的减贫增收的作

用机理。 

我们知道金融机构本质是趋利的，利润和效益是最终目标，但是由于政策的

规定和扶持，金融机构也肩负着惠农支农的重任，结合趋利性和政策职能，当金

融机构的收益率发生 r≥0，就会履行“三农”贷款的义务，从而面对农户对资金

的需求，金融机构实现资金的供给。另外，我们假设农户自己持有本金为 C，当

生产项目需要投资 I时，且 C<I，则会向金融机构申请 I-C的贷款融资。贷款获

得成功后，农户行为会存在两种情况：敬业和懈怠，假设农户生产经营项目成功

的概率为𝑝，其中假设农户敬业时生产项目成功的概率为𝑝 = 𝑝𝑑，农户懈怠时经

营项目成功的概率为𝑝 = 𝑝𝑙，按照我们现实认知，𝑝𝑑 > 𝑝𝑙。当生产经营项目成功

时，农户获得收益为𝐸𝑓，金融机构获得收益为𝐸𝑖，则𝐸 = 𝐸𝑓 + 𝐸𝑖为整个经营项目

的总收益；若项目失败的话，农户损失 C，金融机构的收益为负。 

a.农村金融机构放贷条件理论分析 

由以上假设可知，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前提条件是其收益率 r≥0，因此可

见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最低约束条件为 r=0，也就是银行收益等于发放的贷款，

即𝑝𝑑𝐸𝑖 = 𝐼 − 𝐶 (1) 

农户虽然存在敬业和懈怠情况，当选择敬业时，金融机构收益为𝑝𝑑𝐸𝑖，农户

收益为𝑝𝑑𝐸𝑓，当选择懈怠时，生产经营成功的概率由𝑝𝑑下降为𝑝𝑙，金融机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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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𝑝𝑙𝐸𝑖，农户收益为𝑝𝑙𝐸𝑓，但是会由于懈怠得到的闲暇时间而获得私人收益 B，

因此，我们必须加以监督，使得𝑝𝑑𝐸𝑓 ≥ 𝑝𝑙𝐸𝑓 + 𝐵，即(𝑝𝑑 − 𝑝𝑙)𝐸𝑓 ≥ 𝐵(2)，令∆𝑝 =

𝑝𝑑 − 𝑝𝑙，结合𝐸 = 𝐸𝑓 + 𝐸𝑖，由(2)式得到当农户选择敬业时，金融机构收益为𝐸𝑖 ≤

𝐸 − 𝐵/∆𝑝(3)。所以，金融机构最高收入为𝑌 = 𝑝𝑑 (𝐸 −
𝐵

∆𝑝
) (4)  

结合(1)和(4)得到金融机构放贷的必要条件为𝑌 = 𝑝𝑑 (𝐸 −
𝐵

∆𝑝
) ≥ 𝐼 − 𝐶(5)。 

因此推出𝐶 ≥ 𝐶𝑚 = 𝐼 + 𝑝𝑑 (𝐸 −
𝐵

∆𝑝
) = 𝐼 + 𝑝𝑑

𝐵

∆𝑝
− 𝑝𝑑𝐸 (6)为金融机构在农

户敬业状态下发放惠农贷款的条件。 

我们知道金融机构在其贷款时会对贷款人进行评估，当农村金融机构预判到

农户可能会懈怠或失信时，便不会放贷，因此，我们得到农户要获得惠农贷款的

前提条件是其有足够的本金即 𝐶 ≥ 𝐶𝑚。由此可见𝐶𝑚是金融机构选择是否发放贷

款的判断依据。在𝐶 < 𝐶𝑚的时，纵然农户具有很好的发展项目且会认真经营，但

依旧很难得到贷款。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我们可见，即便在政府作用下的金融机构虽然担当着惠

农政策的义务，但是农户手中持有的资本依旧是决定支农贷款的惠及对象主要的

判断条件，因此在实施普惠金融政策方针时，金融机构的“爱富嫌贫”和趋利实

质暴露出来。因此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在对驱动变量进行估计时，以农户持有的

资金作为评估对象，当其超过某一点时，农户获得金融机构发放的惠农贷款几率

将增大。 

b.普惠金融减贫增收作用理论分析 

我们知道普惠金融重点扶持的是低收入者、小微企业和农户等这样的弱势群

体，是政府的特殊照顾，这与原本的金融市场效益原则是相悖的，为了能让普惠

金融顺利进行，必须需要政府作为第三方的进入市场进行监管操作。政府对金融

机构需要进行特殊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激励，进行转移支付 T，激发积极性。此时

农户面临着两种选择，惠农贷款和一般商业贷款，这里假设惠农贷款的利率为𝑟ℎ，

普通商业贷款利率为𝑟，满足𝑟ℎ ≤ 𝑟,农户为实现收益选择敬业经营，项目成功的

概率为𝑝𝑑。 

（1）在政府对金融机构实施转移支付的前提下，惠农贷款利率为𝑟ℎ，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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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满足：𝑝𝑑𝐸𝑖 + 𝑇 ≥ 𝐼 − 𝐶即：𝐸𝑖 ≥
𝐼−𝐶−𝑇

𝑝𝑑
                                                                     (7)  

同理，在利率为 r 的商业贷款条件下，发放贷款满足的条件为：𝑝𝑑𝐸𝑖 ≥ 𝐼 − 𝐶 

即：𝐸𝑖 ≥
𝐼−𝐶

𝑝𝑑
                                                                                                                             (8) 

（2）假设在以利率为𝑟ℎ发放惠农贷款时，农户收益记为𝑆𝑓，表达式为： 

𝑆𝑓 = 𝑝𝑑𝐸𝑓 + (1 − 𝑝𝑑)(−𝐶) − (𝐼 − 𝐶)𝑟ℎ                                                                            (9) 

𝑠. 𝑡.  𝐸 = 𝐸𝑓 + 𝐸𝑖                                                                                                                    (10) 

𝐸𝑖 ≥
𝐼 − 𝐶 − 𝑇

𝑝𝑑
                                                                                                                         (7) 

𝑝𝑑𝐸𝑖 = (𝐼 − 𝐶)𝑟ℎ + 𝑇                                                                                                           (11) 

综合上式，得到在农户贷款惠农贷款时期望收益为： 

𝑆𝑓 = 𝑝𝑑𝐸 − (1 − 𝑝𝑑)𝐶 − [2(I − C)𝑟ℎ − T]                                                                     (12) 

（3）再假设农户进行普通商业贷款时，利率为 r，收益为 S，因此， 

𝑆 = 𝑝𝑑𝐸𝑓 + (1 − 𝑝𝑑)(−𝐶) − (𝐼 − 𝐶)𝑟                                                                             (13) 

𝑠. 𝑡.  𝐸 = 𝐸𝑓 + 𝐸𝑖                                                                                                                    (10) 

    𝐸𝑖 ≥
𝐼−𝐶

𝑝𝑑
                                                                                                                             (8) 

𝑝𝑑𝐸𝑖 = (𝐼 − 𝐶)𝑟                                                                                                                     (14)  

综合上式，得到在农户贷款普通商业贷款时期望收益为： 

S = 𝑝𝑑𝐸 − (1 − 𝑝𝑑)𝐶 − 2(I − C)r                                                                                    (15) 

以上分析均在农户敬业时经营项目成功的概率𝑝𝑑、农户持有资本 C、总收益

E和所需投入资金 I不变的前提下得出的，通过比较式子（12）和（15）可以发

现： 

a.我们知道在现实中惠农贷款利率𝑟ℎ是小于普通商业贷款利率 r的，即𝑟ℎ <

𝑟，所以比较（12）和（15）可以得到𝑆𝑓 > S。可见农户获得惠农贷款的收益要大

于普通商业贷款的收益。 

b.当普惠金融对农户贷款条件降低或者其他金融服务的更便利时，𝑟ℎ = 𝑟，

此时比较（12）和（15）可以得到𝑆𝑓 > S。可见农户获得惠农贷款的收益仍然大

于一般商业贷款的收益。 

综上，在惠农贷款利率𝑟ℎ小于普通商业贷款利率 r的条件下，农户所获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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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贷款的收益都是大于普通商业贷款收益的，因此，可见普惠金融惠农贷款是具

有减少贫困发生增加农户收入作用的。 

由以上金融机构贷款条件分析和惠农贷款减贫增收理论分析都能得到，无论

是放低农户获得贷款门槛还是较为低下的贷款利率，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具有减贫

增收的作用的，这都得益于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政策支持和激励措施。 

2.2 数据与方法 

2.2.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 2015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微观数据，该项目很好控制

了调查时产生的各种误差，得到的数据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甘犁等，2013)，

CHFS2015由甘犁教授发起，综合宏观经济数据，调查研究中国家庭微观情况，其

中包括资产现状，更好地估算家庭财富分配问题，通过观察家庭资产和债务问题

评估信贷风险，为金融机构提供数据理论支持，使金融机构更好地结合中国家庭

现状创新出更适合的金融产品。其全国居民调查包括样本 29 个省市区，其中有

4万余户的家庭人口特征、家庭收支情况、资产与负债和就业失业等信息的微观

数据，本文选择 CHFS2015 调查数据进行研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

CHFS2011 和 CHFS2013 调查年份较早并且之前样本量不足万户，而 2015 年，样

本扩大到 40000 余户，遍及全国范围，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因此 CHFS2015 样本

数据量和代表性均比之前更好更完备，在指标选择方面可选择性也会更大。二是，

CHFS2015 调查还增加了中国小微企业调查，对小微企业经营、贷款投资等方面

有比较详尽的调查，弥补了我国在小微企业方面的数据空缺。 

本文采用 CHFS2015 数据，通过剔除城市家庭和信息不完全家庭数据，剩余

7150户农村家庭数据，进行下文分析。 

2.2.2 指标选取和说明 

普惠金融的目的是秉持同等权利和市场持续发展原则，在社会各群体可以承

受成本内提供科学高效的金融服务，其从实现社会权利平等出发，以更高效方式

使金融服务普惠到每一位公民，最终解决贫困问题。由以上文献可知，在普惠金

融发展评测方面，金融服务可获得性、金融服务质量和使用情况是大多数学者研

究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三个维度，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从宏观方面看比如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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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金融从业人员数等等；金融服务质量包括有像我国重点推出的普惠金融产

品涉农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等；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包括比如我国具体的人均贷

款、人均存款和保险使用现状等等。 

本文作为立足微观数据的分析文章和数据库已有的指标，从指标的代表性和

数据可获得性出发，从三方面选取指标：金融机构普惠金融的普及程度、农村家

庭贫困程度及外在条件因素。 

首先，研究金融机构普惠金融的普及程度。本文采用农户是否获得过支农贷

款来衡量普惠金融的普及程度，农户 1表示是，0表示否。为了对更准确描述普

惠金融是否做到“普”，用农户惠农贷款需求来表示农户对于惠农贷款的实际需

求，1 表示有需求，0 表示没有。其次，从上文普惠金融贷款的理论分析我们可

以得到，农户实际持有资本是否能够获得支农贷款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把农户

家庭总收入作为主要家庭持有资金的主要来源。再者跟亲戚朋友借款也是家庭资

金存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家庭劳动力质量和家庭人口数是衡量一个家庭生产

力的重要因素，这里我们通过家庭人口受教育程度来表示家庭劳动力质量，即家

庭人均受教育年限。由于并非所有达到惠农贷款条件的农户都有贷款需求，因此

是否有贷款意愿和需求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用农户是否有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

的需求来表示，1 表示有需求，0 表示没有。此外还包括农户家庭恩格尔系数、

是否为贫困户和农户对家庭收入的满意度等指标。从外在宏观条件来看，农户所

在村庄的农业收入、工业收入、村庄实际 GDP以及贫困人口数的多少作为外在影

响因素条件。 

表 2.1  指标选取与说明 

变量符号 变量名 指标描述 

id 家庭编号 农村家庭编号 

counrty 乡村编号 调研村编号 

credit 农户惠农贷款 是否获得过农户惠农贷款，1代表获得过，0代表没有 

ti 农户家庭总收入 包括农户经营性收入、工资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总和 

loanjk 亲戚朋友处借款 1表示有，0表示没有 

demand 农户惠农贷款需求 1表示有，0表示没有 

medu 农户劳动力质量 计算家庭中人均受教育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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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 家庭人口总数 农户家庭人口数 

satisfy 农户收入满意程度 农户对当前家庭收入满意程度，按照五级量表评价 

lnnongye 农户所在村庄农业总产值对数 农户所在村庄年度农业总产值对数 

n 贫困人口 村中年人均收入低于2300的人口数量 

engel 恩格尔系数 农户家庭的恩格尔系数，按照恩格尔系数的一般计算方法：食品支出/收入 

g 农户基尼系数 计算农户所在村的相对贫困程度，按照基尼系数一般计算方法 

gdp 农户所在地区GDP 以村庄为单位，所在村庄年度生产总值 

poor 是否为贫困户 是为1，否为0 

2.2.3 驱动变量估计 

本文利用𝑃𝑟𝑜𝑏𝑖𝑡模型来估计普惠金融减贫增收效应的驱动变量即农户获得

贷款概率。 

现实中，在农户向金融机构进行贷款时，机构会对借款用户进行风险评估，

满足条件的客户才会得到贷款，并结合上文理论分析，把农户家庭收入(𝑡𝑖)作为

农户持有资本的主要来源，加之农户与亲戚朋友的借款(𝑙𝑜𝑎𝑛𝑗𝑘)构成农户借贷能

力指标。此外，在有借贷能力的农户也不一定会有借贷需求，因此也要考虑农户

是否有借贷需求(𝑑𝑒𝑚𝑎𝑛𝑑)因素。外在的控制变量包括农户家庭劳动力质量

(𝑚𝑒𝑑𝑢)、家庭人口数量(𝑝𝑜𝑝𝑢)、农户家庭收入满意度(𝑠𝑎𝑡𝑖𝑠𝑓𝑦)和宏观变量农户

所在村庄农业总产值( 𝑛𝑜𝑛𝑔𝑦𝑒)。𝑃𝑟𝑜𝑏𝑖𝑡模型设定如下： 

𝑝 = 𝛽0 + 𝛽1𝑡𝑖 + 𝛽2𝑙𝑜𝑎𝑛𝑗𝑘 + 𝛽3𝑑𝑒𝑚𝑎𝑛𝑑 + 𝛽4𝑚𝑒𝑑𝑢 + 𝛽5𝑝𝑜𝑝𝑢 + 𝛽6𝑠𝑎𝑡𝑖𝑠𝑓𝑦 +

𝛽7𝑙𝑛𝑛𝑜𝑛𝑔𝑦𝑒 + 𝜀                                                                                                                    (16)  

在式子（16），𝑝表示农户获得贷款的概率，𝑙𝑖为农户家庭总收入，𝑙𝑜𝑎𝑛𝑗𝑘为

是否向亲友借款，𝑑𝑒𝑚𝑎𝑛𝑑表示农户是否需要向金融机构贷款，1 表示有贷款需

求，0 表示没有需求，𝑚𝑒𝑑𝑢为家庭劳动力质量指标，用家庭人均受教育年限表

示，𝑝𝑜𝑝𝑢为家庭人口数量，𝑠𝑎𝑡𝑖𝑠𝑓𝑦表示农户对家庭当前收入水平的满意程度，

1-5分别表示非常不满意，不满意，满意，比较满意，非常满意，𝑙𝑛𝑛𝑜𝑛𝑔𝑦𝑒农户

所在村庄年度农业总产值对数。 

通过𝑃𝑟𝑜𝑏𝑖𝑡模型拟合估计，得到农户贷款能力水平大小，即当借款能力水平

超过某一跳点 c（0<c<1）时,农户就会获得惠农贷款，当借款能力水平小于跳点

c时，农户借贷水平较低，不能获得惠农贷款，其进行借贷概率随着借贷能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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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增加而变大，但即使其借贷能力水平满足需求，现实是是否参与贷款依据农

户自己的意愿，其借贷行为不一定发生，因此当农户借贷能力到达或超过临界点

c时，其借贷概率会增加但不会成为 1。 

2.3.4 模糊断点回归 

𝑌𝑖为结果变量，其中农村贫困人口、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和村庄 GDP等指标

表示农户家庭贫困程度和村庄经济发展情况，𝑝𝑖为驱动变量，即采用上文𝑝𝑟𝑜𝑏𝑖𝑡

模型计算出来的农户获得贷款的概率，𝐷𝑖为虚拟变量，表示是否获得贷款，是=1，

否=0。 

假设𝜂表示惠农贷款对农村减贫增收的作用，�̂�为其作用的估计值，并且假设

惠农贷款的减贫增收效应不随个体的不同而改变，即满足个体同质性

(𝐻𝑎ℎ𝑛 𝑒𝑡 𝑎𝑙. ,2001)。因此在局部连续性假设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在临界点局部

范围内服从随机分布的拟试验环境，只要结果变量有跳跃，给定带宽 h>0，在农

户获得贷款概率的断点周围区域[c-h，c+h]内，可以得到驱动变量对结果变量的

效应，即：运用下面式子表示惠农贷款对𝑌𝑖的局部平均处理效应(𝐿𝐴𝑇𝐸)： 

取右极限： 

lim
𝑝→𝑐+

𝐸(𝑌𝑖|𝑝𝑖) = lim
𝑝→𝑐+

𝐸(𝑌0|𝑝𝑖) + lim
𝑝→𝑐+

𝐸(𝐷𝑖|𝑝𝑖) ∗ lim
𝑝→𝑐+

𝐸((𝑌1 − 𝑌0)|𝑝𝑖)                  (17) 

取左极限： 

lim
𝑝→𝑐−

𝐸(𝑌𝑖|𝑝𝑖) = lim
𝑝→𝑐−

𝐸(𝑌0|𝑝𝑖) + lim
𝑝→𝑐−

𝐸(𝐷𝑖|𝑝𝑖) ∗ lim
𝑝→𝑐−

𝐸((𝑌1 − 𝑌0)|𝑝𝑖)                  (18) 

相减： 

lim
𝑝→𝑐+

𝐸(𝑌𝑖|𝑝𝑖) − lim
𝑝→𝑐−

𝐸(𝑌𝑖|𝑝𝑖)

= [ lim
𝑝→𝑐+

𝐸(𝐷𝑖|𝑝𝑖) − lim
𝑝→𝑐−

𝐸(𝐷𝑖|𝑝𝑖)] ∗ lim
𝑝→𝑐+

𝐸((𝑌1 − 𝑌0)|𝑝𝑖 = 𝑐)    (19) 

移项相除： 

𝐿𝐴𝑇𝐸 = 𝐸(�̂�|𝑝 = 𝑐) = 𝐸((𝑌1 − 𝑌0)|𝑝 = 𝑐) =

=
lim

𝑝→𝑐+

𝐸(𝑌𝑖|𝑝𝑖) − lim
𝑝→𝑐−

𝐸(𝑌𝑖|𝑝𝑖)

lim
𝑝→𝑐+

𝐸(𝐷𝑖|𝑝𝑖) − lim
𝑝→𝑐−

𝐸(𝐷𝑖|𝑝𝑖)
                                                           (20) 

式子（20）中，lim
𝑝→𝑐+

𝐸(𝑌𝑖|𝑝𝑖)、 lim
𝑝→𝑐−

𝐸(𝑌𝑖|𝑝𝑖)分别表示为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借

贷能力上对𝑌𝑖的条件期望，两式相减 lim
𝑝→𝑐+

𝐸(𝑌𝑖|𝑝𝑖) − lim
𝑝→𝑐−

𝐸(𝑌𝑖|𝑝𝑖)为在临界点 c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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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内处理组和控制组𝑌𝑖值的差异。 lim
𝑝→𝑐+

𝐸(𝐷𝑖|𝑝𝑖)、 lim
𝑝→𝑐−

𝐸(𝐷𝑖|𝑝𝑖)分别为处理组和

控制组在借贷行为上的条件期望， lim
𝑝→𝑐+

𝐸(𝐷𝑖|𝑝𝑖) − lim
𝑝→𝑐−

𝐸(𝐷𝑖|𝑝𝑖)为在在临界点局

部内处理组和控制组实际借贷行为的差异。 

根据上述𝑃𝑟𝑜𝑏𝑖𝑡模型估计出来的农户获贷概率𝑝𝑖来判断农户的贷款行为: 

𝐷𝑖 = {
1, 𝑝𝑖 ≥ 𝑐
0, 𝑝𝑖 < 𝑐

                                                                                                                       (21) 

当𝑝𝑖 ≥ 𝑐，𝐷𝑖 = 1，则第𝑖个家庭进入处理组，即进行惠农贷款，当𝑝𝑖 < 𝑐，

𝐷𝑖 = 0，则第𝑖个家庭进入控制组，即不进行惠农贷款。 

下面建立方程： 

𝑌𝑖 = 𝛽0 + 𝜂𝐷𝑖 + 𝛽1𝑍𝑖 + 𝑘(𝑝𝑖) + 𝜀𝑖   (𝑖 = 1,2, … , 𝑛)                                                     (22) 

𝑌𝑖为结果变量，即农村贫困人口、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和村庄 GDP等指标表

示农户家庭贫困程度和村庄经济发展情况。𝜂衡量由式(20)所定义的惠农贷款对

被解释变量的局域平均处理效应。𝑍𝑖为控制变量。𝑘(𝑝𝑖)为控制方程，以控制农户

借贷能力指标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性，有助于减少内生变量的影响。

𝜀𝑖为随机干扰项服从正态独立同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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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国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普惠金融的发展是与传统金融行业相对接的，不仅是传统金融的发展和创新，

更需要打破传统金融的固有模式，但是创新和突破传统是一项复杂且艰难的系统

工程，需要从战略的前瞻性和站在全局的高度去综合考量、统筹谋划，结合借鉴

国外普惠金融发展经验和教训，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更快实现创新出适合我国普

惠金融发展的新路子。 

本章节基于传统金融和普惠金融的理论框架和结构，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金融服务质量、以及金融创新力度方面进行描述分析，从而观察我国普惠金融发

展特征和基本态势。后面分地区对 14 个普惠金融指标进行测算，得到全国各个

省市区全国 31 个省市（不过包含港澳台地区）的普惠金融总指数，进而观察我

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更好的分析普惠金融地区差异的原因以及更可能的

为我国普惠金融以后的发展提供参考意见。 

3.1 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现状描述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脱贫攻坚战略的深入以及金融扶贫建设的推进，近年来，

对金融扶贫的需求水平持续扩大，总体来看，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服务质

量，还是金融创新力度，五年来我国取得了较为快速的发展，但是也依然存在着

很多问题，不仅如此，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国普惠金融创新力度不能很好地跟

随科技的脚步，致使我国金融扶贫尚未完全发挥其本身的作用。近年来，我国普

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3.1.1 全面加快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1）金融物理网点数开始减少 

到 2019 年 12 月底，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数达 22.8 万个，其中社区银

行网点有 7228家，小微银行网点 3272家。在 2015-2017年三年内我国金融机构

网点总数呈持续上涨趋势，到 2018 年减少了 1000 多家网点数，虽然到 2019 年

网点数出现增长，但仍然是低于 2017 年的，寻其原因，本文认为随着利率的市

场化改革，整个银行业利润下降，行业竞争加大，而物理网点是银行业的重要途

径资源，网点租金、人工薪酬、机器维护和更新投资都是大量的成本投资，这也

是网点营业的压力，利润降低和成本扩大成为物理网点减少的部分原因。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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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是科技的进步，互联网的发展，银行电子业务开始成为主流，人们有了不

用走出家门就能办理银行业务更方便的途径，在手机银行和互联网银行的高科技

压力之下，传统物理网点开始“消失”。 

 
图 3.1  2015-2019 年金融机构网点数 

（2）金融服务深入覆盖农村地区 

虽然银行物理网点数有些许下降，但是银行自助设备总数持续上升，截至到

2019年末，自主设备总数达到 109.35万台，比 2015年同比增长 50%，金融服务

的覆盖程度持续扩大。村镇银行，即为县乡镇村涉农、小微企业等提供金融服务

的金融机构，截至 2019年末，全国已组建村镇银行 1630家，可见新型金融机构

发展飞快，在 31 个省份的 1306个县（市、旗）内实现了金融基础服务百分百覆

盖，并已覆盖全国近 70.6%的行政村，且大部分在中西部地区。 

 

图 3.2  2015-2019年银行自主设备布放及村镇银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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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扩大小微企业、三农金融服务工作 

涉农贷款，是普惠金融系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从图 3.3中我们可以看

到截止到 2019 年末，我国涉农贷款余额已达到 35.19 万亿元，且在 2015-2019

年五年内平均年增速也保持在 8%附近，呈持续稳定增长态势。人民银行和相关

政府部门应继续向金融机构实施政策倾斜和资金投资，增加转移支付额度，引导

金融机构加大涉农投资额，不断扩大贷款金额。 

 
图 3.3  2015-2019 年涉农贷款情况 

截至 2019 年底，全年增加 36.9 万亿元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多增 34100 亿

元，其中普惠型小微贷款达 11.7 万亿元。在 2015-2019 年五年内，小微企业贷

款稳步递增，普惠型小微贷款也是飞速增加。目前，从政府和相关金融部门发布

的以往数据和近期成果都表明，金融政策正在不断加大对小微企业投资力度。其

中包括有关考察指标规定更为宽松外，其政策考虑的重点也会更多放在丰富金融

服务体系，旨在使民营小微企业更好的发展，尤其是重点培养和发展更多更合适

小微企业发展的中小创新型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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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2015-2019年小微企业贷款情况 

综上，人民银行和相关政府部门依旧致力于开展三农、小微企业金融扶持工

作，投资扶持不断扩大，对农村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实施相适应的准备政策，加大

涉农、支小专项贷款投资，扩大人才引进，引导金融机构多创新针对小微企业贷

款的金融产品，促使金融机构不断扩大中小微型企业的投资额。 

3.1.3 不断加大金融创新力度 

随着科技进步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宽带早早接入千家万户，截止到 2019

年末，我国已有 44928 万家庭接入宽带互联网，同比增速达到 10.29%，且在近

五年内，互联网入户数持续上升，这也是互联网金融发展需要的最基本基础设施

建设。 

 
图 3.5  2015-2019年固定互联网接入户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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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手机银行业务的发展迅速。2019 年，我国共发生电子支付

2233.88 亿笔，金额 2607.04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7.51%和 26.51%。其中移

动支付业务 1034.33 亿笔，金额 347.11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67.59%和 25.13%。

其中农村地区移动支付金额在 2019年达 100.59亿笔，占全国移动支付业务数量

近 10%，可见随着通信互联网的发展，农村地区开始慢慢在全国地区中占有“一

席之地”。 

 
图 3.6  2015-2019年银行业电子支付业务量情况 

 

图 3.7  2015-2019年银行业电子支付金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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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支付效率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了，也获得了更高的安全性能，自此，我国

银行系统和相关政府部门转向非现金支付系统的开发，推广电子支付的应用。随

着银行智能化不断升级发展，银行业离柜率不断上升，离柜，就是离开柜台办理

业务，截止 2019 年末，全行业离柜率近 90%，较 2018年提升 1.09 个百分点。 

 
图 3.8  2015-2019 年银行离柜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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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测度及评价 

3.2.1 指标选取及构建 

根据选取指标的可用性、可完成性和对比性等原则，在参考现有文献和官方

组织提出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借鉴 Sarma（2008）普惠金融指标构建维度，从

金融服务的供求方面和渗透率考虑，又添加了移动电话普及率、互联网普及率、

保险深度、保险密度、银行机构从业人员数以及代表金融服务质量的涉农贷款水

平和小微企业贷款水平。 

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从金融供给方面出发，认为包括金融基础硬件设施和

软件服务等人均拥有量和地理纬度上的覆盖广度。包括银行机构网点数、银行机

构网点数、银行机构从业人员数和银行机构从业人数，我们可知，金融机构物理

网点数和相关从业人员数量越多，从而该地区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就会越高，普

惠金融指数也会越高。 

由于随着现代社会通讯技术和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除了线下这些硬

件基础设施外，本文考虑到互联网金融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此这里添加了

移动电话普及率和互联网普及率表示线上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移动电话普及率

是指每百人拥有移动电话的数量，互联网普及率指每百人使用计算机或移动终端

接入互联网的居民数量，反映互联网金融的遍及程度。 

金融服务质量。指金融服务的普及情况和质量，尤其是对难以覆盖的、弱势

群体的覆盖程度，比如农民和小微企业，这里选取存款余额水平、贷款余额水平、

涉农贷款比重和小微企业贷款比重 4 个指标变量。 

金融服务使用情况。从金融服务需求的角度研究，观察金融资源的使用情况，

选取了人均存款、人均贷款、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 4 个指标变量。 

以上指标均为正向指标，指标体系如表 3.1 所示。 

表 3.1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衡量维度 具体指标 单位 

金融服务的可

获得性 

X1:每万人拥有银行金融机构数 个/万人 

X2:每万平方公里银行业金融机构数 个/万平方公里 

X3:每万人拥有从业人员数 人/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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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4:每万平方公里从业人员数 人/万平方公里 

X5:移动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X6:互联网普及率 部/百人 

金融服务质量 

X7:存款余额水平(存款余额/GDP) % 

X8:贷款余额水平(贷款余额/GDP) % 

X9:涉农贷款的比重(涉农贷款/总贷款) % 

X10:小微企业贷款比重(小微企业贷款/总贷款) % 

金融服务的使

用情况 

X11:人均存款(存款余额/常住人口) 元/人 

X12:人均贷款(贷款余额/常住人口) 元/人 

X13:保险深度(保险收入/GDP) % 

X14:保险密度(保费收入/常住人口数量) 元/人 

3.2.2 数据来源、选取及处理 

本文以 2018 年全国 31 个省市（不过包含港澳台地区）的截面数据。数据均

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地《统计年鉴》、各地《金融运行报告》以及《2018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并在使用时对有关数据进行整理计算。 

本文先采用极值法对上述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再利用变异系数法确定

各个指标的权重，最后合成普惠金融指数。 

3.2.3 权重确定 

权重的设置在评价体系中是不可缺少的步骤，在评价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

对于研究结果的影响大小是不同的，因此需要进行赋权。本文采取变异系数法进

行权重设置。具体步骤如下： 

（1）计算每个指标的平均值𝑋�̅�和标准差𝑆𝑖， 

（2）计算每个指标的变异系数𝑉𝑖。𝑉𝑖 =
𝑆𝑖

𝑋𝑖̅̅ ̅
 (i=1,2,…,n)  

（3）计算每个指标的权重𝑊𝑖。𝑊𝑖 =
𝑉𝑖

∑ 𝑉𝑖
̅̅ ̅̅ ̅ (i=1,2,…,n)  

𝑊𝑖在（0,1）之间，代表每个指标在普惠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程度。 

3.2.4 无量纲化处理 

由于各个变量之间的不同属性或者单位不同，使得数据之间无可比性，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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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进行消除量纲处理，使得各变量之间具有可比性。具体公式如下： 

𝐷𝑖 = 𝑊𝑖

(𝑥𝑖 − 𝑚𝑖𝑛)

(𝑚𝑎𝑥 − 𝑚𝑖𝑛)
 

其中， 𝑚𝑖𝑛为样本最小值，𝑚𝑎𝑥为样本最大值，𝑥𝑖为原始数据，𝐷𝑖为消除量

纲后的数据。 

3.2.5 普惠金融综合指数 IFI 计算 

我们可以把普惠金融的 n 各指标看成 n 维笛卡尔空间中的点 D=（D1,D2,…,Dn）,

所以，指数 IFI 计算可以表示为 D 和 W 两点之间归一化的反欧几里得距离。具体

公式如下： 

𝐼𝐹𝐼 = 1 −
√(𝑊1 − 𝐷1)2 + (𝑊2 − 𝐷2)2 + ⋯ + (𝑊𝑖 − 𝐷𝑖)2

√𝑊1
2 + 𝑊2

2 + ⋯ + 𝑊𝑖
2

 

3.3 普惠金融指数测度结果 

根据上述普惠金融指数 IFI 测算公式，得出 2018 年全国 31 个省市的 31 个

普惠金融综合指数 IFI。 

表 3.2  普惠金融评价指标权重分析 

维度 指标 平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变异系数 权重 维度权重 

金融服务

的可获得

性 

X1 1.704 1.680 0.299 0.175 0.021 

0.516 

X2 798.827 445.294 1229.947 1.540 0.183 

X3 30.481 30.172 9.315 0.306 0.036 

X4 17284.336 6919.688 34511.404 1.997 0.237 

X5 113.399 108.730 20.805 0.183 0.022 

X6 0.557 0.550 0.079 0.141 0.017 

金融服务

质量 

X7 1.930 1.707 0.795 0.412 0.049 

0.200 
X8 1.575 1.430 0.470 0.298 0.035 

X9 0.283 0.310 0.112 0.395 0.047 

X10 0.144 0.108 0.083 0.576 0.068 

金融服务

的使用情

X11 136222.829 93579.838 134250.008 0.986 0.117 
0.284 

X12 104535.621 74937.536 66900.205 0.640 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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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X13 0.039 0.038 0.009 0.217 0.026 

X14 2558.226 2347.536 1401.759 0.548 0.065 

由表 3.2 可知，金融服务可获得性对总指数 IFI 的贡献率最高，超过 0.5，金

融服务的使用情况维度第二，不到 0.3，服务质量维度最低仅为 0.2。由此可知，

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是判别普惠金融是否到位的重点和核心，也是普惠金融发展

的基础必要条件。 

 

图 3.9  31个省市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计算结果 

从图 3.9 可以看到，全国各地区普惠金融整体水平不高。除了上海市、北京

市和天津市超过 0.3 外，其他省市大部分在 0.1-0.2 左右徘徊。根据𝑆𝑎𝑟𝑚𝑎(2011)

沿着联合编制人类发展指数构建思路认为𝐼𝐹𝐼在（0.5，1）之间属于发展良好，在

（0.3,0.5）发展水平一般，（0，0.3）说明发展水平低下的标准，上海市属于普

惠金融发展良好的地区，普惠金融指数高达 0.77，其次是北京和天津，均在

（0.3,0.5）之间，属于发展水平一般，后面依次是浙江省、江苏省、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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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和福建省在 0.1以上，在普惠金融指数在 0.1以上这些省市，都属于东部

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处于领先地位，交通便利，人流量大，经济发达伴随着

普惠金融发展就好，剩下其余 22 个省份均没超过 0.1，大部分为经济发展落后

的地区，可见我国普惠金融指数整体比较低，金融发展水平低下，很多省份比如

云南省、青海省和甘肃省等都是包含着很多贫困县，地理位置也大都属于偏远地

区，金融业务普及和实施受阻，金融机构和从业服务人员积极性不高。由此可见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情况地区间差异显著，存在极端现象。 

 

图 3.10  东中西平均普惠金融发展指数 

再通过对 31 个省市地区进行地区划分得到东中西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

从图 3.10 可以看到东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指数是最高的，是中部地区的三倍

之多，超过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四倍。我们知道我国东部是经济最发达

的地区，中部次之，西部经济发展落后，因此可以看到，经济发达的地区其普惠

金融也会相对发展较快。 

本章小结，我国金融业发展已经开始向科技数字金融方向发展，随着互联网

的发展，传统物理网点开始减少，手机银行发展成为主流。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数字金融会不会取代传统金融？一旦这样，老人、农民和低收入者这样的弱势群

体该如何维持办理金融服务的权利？ 

我国涉农贷款、小微企业贷款等这样的普惠型贷款金额再创新高，这是政府

金融扶贫的重要手段，也是走好脱贫攻坚最后一步有力的支撑，更是贫困群体以

后可以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有了这些贷款，就如同有了“钓鱼的鱼钩”，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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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于最低保障的“授人以鱼”，而是“授人以渔”。 

第二节中我们根据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可以看到上海市普惠金融综合指数最

高，最差的是云南省，并且从东中西部也能看到发达地区普惠金融指数更大，这

说明了我们现在发展的普惠金融是违背初衷的。众所周知，普惠金融最初提出来

的目的就是打破传统金融观念和规则，不再把钱借给有钱人，而是把钱更多的涌

向那些需要的人，而从我们现在普惠金融发展的现状来看，其偏离了普惠金融发

展的初衷和目的，没有把普惠金融的本质展现出来，因此我们发展的普惠金融不

能变成一个换了马甲的传统金融，这是需要承认和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认为以

后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应该是解决对象偏移问题，更多地把视角放到落后地区，

而不是把眼光继续留在上海这样的发达地区，发达地区留给传统金融，落后地区

才是普惠金融得以发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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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减贫效应实证研究 

4.1 数据描述 

首先对变量进行描述统计，本文选取农村微观调查数据，从全国东部、西部、

中部的村庄挑选 7150 户农村家庭进行调研，基于该调研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对

各个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数据来源为《中国家庭金融调研》。表 4.1 呈现

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结果。 

表 4.1  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称 观察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credit 7150 0.498 0.5 0 1 

ti 7150 105320.93 52750.20 14200.45 197521 

loanjk 7150 0.496 0.5 0 1 

demand 7150 0.501 0.5 0 1 

medu 7150 5.94 30.75 0 12 

popu 7150 3.02 10.41 1 5 

satisfy 7150 3.02 10.41 1 5 

n 7150 52.40 70.28 36 71 

engel 7150 0.50 0.29 0 1 

g 7150 0.49 0.5 0 1 

gdp 7150 617.64 1870.58 290 940 

从上表可以看出，样本中农民成功借贷(𝑐𝑟𝑒𝑑𝑖𝑡)的均值为 0.498，说明农村

地区成功借贷的概率较低，样本家庭中，可以成功借贷的概率不足百分之五十。

同时看到当年从村户均总收入(𝑡𝑖)为十万左右，按照户均规模为 6-7 人左右，说

明样本中的农村人均收入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同时发生亲戚间借贷(𝑙𝑜𝑎𝑛𝑗𝑘)的概

率为 0.496，略低于对普惠金融使用的概率，说明样本家庭中，更加依赖于对普

惠金融使用。同时观察到家庭劳动力质量(𝑚𝑒𝑑𝑢)即教育年限的平均值小于 6，说

明我国农村家庭的受教育程度仍然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在对收入满意度方面，

人均满意度为 3，为满意，表现了我国农户对于家庭收入还算满意的程度。贫困

人口(𝑛)的均值为 52.4，说明在调研期，也就是 2015年，仍旧样本地区仍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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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严重的贫困情况。其余因素均说明了，我国农村虽然经过多年努力，贫困情

况有所缓解，但仍旧贫困，积贫积弱的现象，在我国农村广泛存在，但是农村普

惠金融发展力度在调研期，尚属不错，需要进一步通过模型验证其对农村减贫的

促进作用。 

4.2 Probit 模型估计结果 

下面，对𝑃𝑟𝑜𝑏𝑖𝑡模型结果进行回归，测算影响农民贷款因素对农民实际贷款

行为的影响，并基于模型结果，预测出全国和各个地区的农户获得普惠贷款的概

率，其具体的模型拟合结果如表 4.2所示。 

表 4.2  农户贷款成功率𝑷𝒓𝒐𝒃𝒊𝒕回归结果 

 全国 东部 西部 中部 

p     

ti 0.195* 0.127* 0.135*** 0.258* 

 （1.965） （1.973） （2.876） （1.974） 

loanjk 0.056* 0.036 0.049 0.082 

 （1.981） （0.051） （0.051） （0.053） 

demand -0.051* -0.139*** -0.073 0.067 

 （-1.973） （-2.651） （-0.051） （0.053） 

medu 0.017* 0.033 0.019*** 0 

 （1.974） （0.007） （2.687） （0.007） 

popu 0.028* 0.025 0.025 0.032* 

 （1.971） （0.018） （0.018） （1.982） 

satisfy -0.041*** -0.051*** -0.024 -0.051*** 

 （-2.611） （-2.718） （-0.018） （-2.619） 

lnnongye 0.119* 0.058 0.230* 0.070 

 （1.972） （1.124） （1.974） （0.126） 

_cons -0.698 -0.254 -1.410* -0.412 

 （-0.44） （-0.763） （-1.967） （-0.773） 

N 7150 2411 2450 2289 

aic 9890.756 3336.452 3387.534 3168.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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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c 9945.755 3382.754 3433.965 3214.774 

p 0 0.006 0.001 0.015 

注：括号里的数字为系数估计的 t 统计量值；***、**、*分别表示 0.01、0.05 和 0.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表 4.2为对农户借款能力的回归结果，从结果可以看出，在全国、东部、西

部和中部其收入水平系数均显著为正，可见收入水平越高，其获得惠农贷款的几

率就会增大，并且在全国样本、东部和中部地区中均在显著性水平 0.1 上显著，

西部地区在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说明居民收入(𝑡𝑖)还是影响其借贷能力

的基本因素，尤其是在西部落后地区。亲友处借款(𝑙𝑜𝑎𝑛𝑗𝑘)在分地区样本中均没

有观察到显著影响，但是在全样本中，亲友处借款成功与否却影响到了农户借款

能力，说明亲友处借款可能与普惠金融借款能力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分地区样本

由于样本量较少，无法找出其中的偶然关系。而借款需求(𝑑𝑒𝑚𝑎𝑛𝑑)则在东部地

区和全样本模型中对借款能力呈现出显著负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当前普惠金融

发展缺乏监管，有不少人专门骗贷，或者恶意透支等现象，一定程度上，有这个

需求的人，一般其收入或其他经济能力较弱，因此反而使用普惠金融的能力会下

降。农户劳动力质量(𝑚𝑒𝑑𝑢)在西部地区和全样本模型中与借款能力分别在显著

性水平 0.01 和 0.1 下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一般来说，金融机构会在资质审

查时将学历和受教育程度作为考察因素，我们认为接受的教育水平越高，思想观

念前卫，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国家政策，并且借款人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其创造

收入能力也相对会更高，因此其对于借贷成功概率是具有促进作用的。从家庭人

口数(𝑝𝑜𝑝𝑢)对借贷成功的概率来看，在全国和中部地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可以增加惠农贷款获得概率，一般在农村地区，家庭人口数量多代表着家庭劳动

力大，家庭生产能力高，因此展现出本金实力和较强的贷款能力。对当前收入满

意情况(𝑠𝑎𝑡𝑖𝑠𝑓𝑦)的回归估计结果来看，除了西部地区外，收入满意程度与使用普

惠金融的能力在 0.05 显著水平上呈现负向影响，这表明当农户对自己的收入水

平越满意时，其贷款需求越低，也进一步说明了收入在一定范围内的提升可能会

减弱居民增强自己使用普惠金融能力的意愿，从而减弱使用普惠金融的能力。在

全国范围和西部地区，农村的总体经济水平都对农村使用普惠金融能力呈现显著

的正向相关，可以表明农户经济环境越好，其获得贷款的概率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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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𝑝𝑟𝑜𝑏𝑖𝑡模型对农户贷款概率进行预测，对其和农户之前是否获得过贷款

𝑐𝑟𝑒𝑑𝑖𝑡（1=是，0=否）进行拟合，从整体拟合效果来看，在全国和东中西样本中，

p值均小于 0.05，可见模型拟合良好。 

4.3 断点的识别及有效性检验 

4.3.1 断点的识别 

首先对各地区以及农村居民的实际贷款行为和贷款概率进行图形观察，观察

是否存在断点。采用上文 Probit 模型预测出的农户借贷能力指标𝑝𝑖作为横轴，

然后计算出农户平均贷款概率作为纵坐标做图。 

全国、东部、西部以及中部地区的模型拟合结果如图 4.1-4.4 所示。可以发

现各个地区和全国的农户贷款行为均对贷款成功概率存在断点效应，在 c=0.5处

存在显著跳跃。因此，将 0.5选作临界点。将借款概率选作驱动变量。为进一步

观察是否有可控因素影响贷款能力，分析概率密度函数，观察断点附近的样本点

是否为随机跳跃，分地区做样本点的概率密度函数。 

 

图4.1  全国样本农村借贷概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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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东部样本农村借贷概率图 

 

图4.3  西部样本农村借贷概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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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中部样本农村借贷概率图 

从图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全国样本还是各地区样本的农村借贷能力与借贷行

为，均存在明显的断点效应，而且断点为0.5处。根据算法拟合结果，其各个点

的分布如图所示。可以看出，大多数点均被曲线完美拟合，且在断点处存在明显

差别。置信区间表明，随着远离断点，其分布也逐渐散乱，断点附近断点效应明

显。 

4.3.2 有效性检验 

断点回归方法建立在系列假设条件基础之上，其中一个是在断点 c附近服从

区域连续性(Imbens and Lemieux,2007),同时满足惠农贷款减贫和促进经济发

展的作用不随着个体𝑖不同而改变，即个体同质性原则(Hahn et al.,2001)。因

此，本文接下来对假设条件进行一些必要的检验。 

满足假设条件，驱动变量在断点处必须是连续的，因为这样才能实现把一个

内生性变量通过变量选择实现随机分配，也就是经济个体不能够完全操控驱动变

量而是有个“上帝之手”把变量实现随机分配，从而避免内生性问题。对此一种

普遍使用的方法是检验驱动变量的密度函数在断点两侧是否存在明显的跳跃来

进行识别其是否是连续的(Mc Crary,2008)，如果其没有发生跳跃则表明在断点

附近的样本是随机分配的。图 4.5-图 4.8 分别显示全国和东中西驱动变量的概

率密度函数，观察断点附近的样本点是否为随机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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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全国概率密度图 

 

图4.6  东部地区概率密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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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西部地区概率密度图 

 

图4.8  中部地区概率密度图 

本文使用这一方法绘出了驱动变量在断点两侧的密度函数图，图 4.5-图 4.8

分别列出了全国、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农户贷款概率密度函数图，

结果显示农户贷款概率密度𝑝𝑖在临界点 c=0.5左右的密度分布是比较平滑的，没

有发生明显的跳跃，因此认为在临界点附近区域内样本是自然随机分布的，不存

在经济个体因素影响驱动变量的分布。因此，本文所建立的模型满足模糊断点回

归所需要的前提条件，下面可以进行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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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断点回归结果 

表 4.3-表 4.6 分别展示了普惠金融与农村贫困人口(𝑛)、农户恩格尔系数

(𝑒𝑛𝑔𝑒𝑙)、基尼系数(𝑔)以及农村生产总值(𝐺𝐷𝑃)的断点回归的估计结果。其中用

政府行为(𝑝𝑜𝑜𝑟)作为虚拟变量加入模型，表示政府对农户是否为贫困户的官方判

断。 

断点回归估计采用的是局部线性回归的方法，观察断点周围的局部效应，即

选用某个带宽内的数据，带宽的大小决定了局域样本范围的大小，这里以断点为

中间点，带宽为半径，将大于等于断点的分为处理组，小于断点的为对照组，再

分别对两组样本进行局部核密度估计，计算两组差值得到接受处理后对结果变量

的净影响。本文分别对默认最优带宽(𝑙𝑤𝑎𝑙𝑑)下、50%带宽(𝑙𝑤𝑎𝑙𝑑50)和 200%的带

宽(𝑙𝑤𝑎𝑙𝑑200)下进行回归估计。 

表4.3  普惠金融与农村贫困人口的断点回归估计结果 

农村贫困人口 全国 东部 西部 中部 

poor 3.755 -1.448 -0.277 9.402 

 （0.696） （-0.13） （-0.025） （1.068） 

lwald -0.107*** 0.082 0.086 -0.159** 

 （-2.745） （1.249） （1.283） （-2.164） 

poor50 10.576 -4.56 19.994 17.054 

 （0.998） （-0.389） （0.653） （0.779） 

lwald50 0.123 0.147 0.079 0.15 

 （1.629） （1.17） （0.837） （1.092） 

poor200 3.487 -5.13 0.381 -149.05 

 （0.546） （-0.225） （0.039） （-0.111） 

lwald200 -0.119** 0.05 0.125 -0.013** 

 （-2.266） （0.64） （1.467） （-2.089） 

N 7150 2411 2450 2289 

注：括号里的数字为系数估计的 t 统计量值；***、**、*分别表示 0.01、0.05 和 0.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 4.3为普惠金融和农村贫困人口的回归结果。从表 4.3来看，在默认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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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在全国和中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为负数，且分别是在显著水平 0.01

和 0.05 下显著为负，可见普惠金融在减少贫困人口上具有显著作用，因此在全

国范围内和东部地区是具有显著减贫效应的。全国范围内，每增加 1单位普惠金

融可以使 0.107单位贫困人口显著减少，在中部地区，每增加 1 单位普惠金融可

以显著减少 0.159 单位贫困人口。在东西部两个地区系数为正且不显著，说明普

惠会金融在东西部两地区作用不明显。 

当带宽缩小一半后，减贫效应均不再显著，不能够显著引起农村贫困人口的

减少，而在 2倍带宽下，全国样本和中部地区样本普惠金融减贫效应均在显著性

水平 0.05 上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 

表 4.4  普惠金融与农户恩格尔系数的断点回归估计结果 

恩格尔系数 全国 东部 西部 中部 

poor 0.103 0.112 0.132 0.032 

 （0.476） （0.254） （0.294） （0.128） 

lwald -0.107*** 0.079 0.086 -0.162** 

 （-2.732） （1.252） （1.287） （-2.393） 

poor50 0.096 -0.186 -0.399 0.774 

 （0.296） （-0.319） （-0.386） （0.423） 

lwald50 0.124* 0.133 0.072 0.067 

 （1.987） （1.122） （0.739） （0.549） 

poor200 0.049 0.35 0.182 0.837 

 （0.188） （0.347） （0.456） （0.751） 

lwald200 -0.119** 0.048 0.125 -0.078* 

 （-2.277） （0.619） （1.467） （-1.972） 

N 7150 2411 2450 2289 

表 4.4为普惠金融和农户家庭恩格尔系数的回归结果。我们知道，随着家庭

收入的增加，用来购买食物的花销占比就会减少，因此恩格尔系数可以来表示家

庭收入状况即农户家庭贫困程度。从表 4.4 结果来看，同表示 4.3结果相似，在

全国样本和中部样本中，默认带宽下，普惠金融系数分别在显著性水平 0.01 和

0.05下显著为负，全国样本系数显著为-0.107，中部样本中系数显著为-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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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见普惠金融具有显著的减贫作用，在全国范围内，每增加一单位普惠金融

就会使恩格尔系数下降 0.107个单位，同理中部地区每增加一单位普惠金融就会

使恩格尔系数下降 0.162个单位，比较其系数，中部地区的普惠金融减贫作用最

显著，东西部样本依旧不显著。当带宽缩小一半后，减贫效应不再显著，不能够

有效降低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而在 2 倍贷款下，全国样本和中部地区样本减

贫效应显著增加。 

表 4.5 普惠金融与农村基尼系数的断点回归估计结果 

基尼系数 全国 东部 西部 中部 

poor 0.245 0.038 1.353 -0.303 

 （0.676） （0.049） （1.068） （-0.644） 

lwald -0.108*** 0.083 0.086 -0.161** 

 （-2.808） （1.245） （1.297） （-2.313） 

poor50 0.677 -0.295 2.491 -3.285 

 （1.032） （-0.431） （0.747） （-0.565） 

lwald50 0.123* 0.165 0.082 0.067 

 （1.976） （1.385） （0.769） （0.574） 

poor200 0.429 -1.047 0.124 -1.943 

 （0.899） （-0.666） （1.462） （-0.322） 

lwald200 -0.121** 0.071 0.77 0.036 

 （-2.229） （0.908） （0.931） （0.361） 

N 7150 2411 2450 2289 

表 4.5是普惠金融与农村基尼系数的回归结果。基尼系数通常用来度量某个

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其取值范围在（0，1），该值取值越小表示分配越均匀。在

默认带宽下，全国范围内普惠金融每增加一单位，其基尼系数在显著水平 0.01

时下降 0.108 个单位。同理，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中部地区的基尼系数下

降 0.161 个单位。然而对于东西部两个地区，虽然系数没有通过检验，但是可以

看到普惠金融对基尼系数的影响是正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083 和 0.086，可见

增加普惠金融发展会使东西部基尼系数微微上升。在其他两个带宽下的回归结果

与默认贷款结果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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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普惠金融在全国范围内是可以降低贫困差距的，同理也降低了中

部地区贫困的发生，但是在东西两地区，普惠金融却使贫富差距更加严重。参前

文分析我们知道金融机构是趋利的，在其进行风险评估时，会选择偿还能力高的

农户作为贷款对象。在我国东部地区是经济发达的代表，相对的西部地区是经济

落后和贫困的代名词，相较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户持有的本金少，在

资本不够充足和金融机构“趋利”本质的双面压力下，支农贷款仅仅惠及到了持

有充足本金或比较富裕的农户，而贫穷农户因为达不到各种贷款条件使得不能享

有惠农贷款的福利，从而导致收入增长缓慢，纵使政府干预，金融歧视依旧存在，

西部地区贫富差距依旧在增大。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从前文普惠金融现状分析能

得到东部地区的普惠金融综合发展良好，远远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在东部普惠金

融发展使得基尼系数增大，加剧贫富差距，可见当普惠金融发展到一定阶段其减

依旧是会增大贫富差距的。 

表 4.6 普惠金融与农村 GDP的断点回归估计结果 

GDP 全国 东部 西部 中部 

poor 3.754 -1.448 0.086 9.402 

 （0.696） （-0.130） （1.283） （1.067） 

lwald 0.107*** 0.081 -0.276 0.159** 

 （2.745） （1.249） （-0.025） （2.164） 

poor50 3.754 -1.448 0.086 9.402 

 （0.696） （-0.130） （1.283） （1.068） 

lwald50 0.107*** 0.082 -0.277 0.159** 

 （2.745） （1.249） （-0.025） （2.164） 

poor200 3.754 -1.448 0.086 9.402 

 （0.696） （-0.130） （1.283） （1.068） 

lwald200 0.107*** 0.082 -0.277 0.159** 

 （2.745） （1.249） （-0.025） （2.164） 

N 7150 2411 2450 2289 

表 4.6是普惠金融与农村 GDP的回归结果。一个村庄的 GDP 是研究该农户是

否贫困的外部影响因素，研究普惠金融对 GDP的影响，也是了解普惠金融减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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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一个手段。从表 4.6 可以看到，在默认、0.5倍和 2倍带宽下，普惠金融的

发展在全国、东部和中部地区都是促进经济发展的，而且全国和中部地区分别在

0.01和 0.0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由此可见在中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实施会

促使农村经济发展，但对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显著，甚至在西部地区其作

用系数为负，阻碍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综上，通过使用断点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了普惠金融与农村贫困人口、农

户家庭恩格尔系数、农户村庄基尼系数和村庄生产总值之间的效应关系，得到结

论：在全国范围内，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使我国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显著减少、

有效降低农户家庭恩格尔系数，缩短贫富差距助推经济增长。在不同区域中，显

示了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全国范围和中部地区有显著的减贫增收效应，而在东西两

地作用不明显或抑制贫困的减少。我们知道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是递减

的，东部经济发展繁荣，中部一般，而西部经济发展落后缓慢，由此可见普惠金

融的减贫作用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呈“倒 U 型”的，这与本人之前研究的甘肃省普

惠金融测度及减贫效应分析结果相同。 

通过结果看到不同地域发展其普惠金融效应不同，分析其原因有以下两点：

第一，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金融市场的成熟度不同。东部地区经济发达、金融运行

效率高，且市场发展相对成熟和发达，有这较高的资本配置效率，因此，普惠金

融的作用在减少贫困方面就不会突显。西部地区是我国欠发达地区，金融市场发

展不完善，使得普惠金融在农村实施过程中存在资源配置效率低且风险高的问题，

并且西部地区地处偏远，很容易出现寻租舞弊问题，因此这些问题未解决，普惠

金融的作用会呈现抑制经济增长的现象。而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居中，金融市场

比较完善，是普惠金融发展的广阔舞台，能最大程度上实现普惠金融和经济的相

互促进，实现共同协调发展。第二，在我国西部，大多数农户对于脱贫和增收有

着强烈的愿望，但因为其持有资本不够，在贷款时面临的约束很大，因此在西部

地区贫富差距也会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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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及启示 

本文首先通过对我国金融业发展现状进行了描述统计分析，发现我国金融业

发展已经开始向科技数字金融方向发展，并且我国涉农贷款、小微企业贷款等这

样的普惠形式的贷款金额再创新高。 

然后，利用全国 31 个省市 2018 年的 14 个普惠金融指标计算得到普惠金融

综合指数，对各个省市的普惠金融指数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得出我国普惠金融发

展整体水平不高，且发展很不均匀，上海市和北京市发展遥遥领先，其次是天津

市，其余省市发展指数均不超过 0.2。上海市和北京市的综合指数分别达到 0.77

和 0.46，而最后几名分别是新疆自治区、广西自治区和云南省，普惠金融指数分

别是 0.04、0.04 和 0.02，极端现象严重。再者根据 Sarma（2011）构建的普惠

金融综合指数 IFI 在（0.5，1）之间属于发展良好，在（0.3,0.5）发展水平一

般，（0，0.3）说明发展水平低下的标准，也能看到我国大部分省区普惠金融指

数 IFI 发展水平比较低。这种极端现象表示了现在的普惠金融是违背其初衷的，

我们要发展的普惠金融不能变成一个换了马甲的传统金融，没有把普惠金融的本

质展现出来，这是需要解决和承认的问题。 

后文利用遍及全国农村 7150 户微观大样本数据，使用𝑃𝑟𝑜𝑏𝑖𝑡模型和模糊断

点回归，对普惠金融在农村的减贫增收作用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 第一，普惠

金融的发展具有显著的减贫增收作用。普惠金融可以使我国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

显著减少、有效降低农户家庭恩格尔系数，缩短贫富差距助推经济增长。第二，

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中部地区具有明显的减贫作用，

但是在东部地区作用却不明显，甚至阻碍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我国东、中、西

部三个地区经济发展从东往西依次减弱，而普惠金融减贫增收效应随着地区经济

的发展先增大再减小，呈“倒 U”型。 

由以上结论证明了，普惠金融具有减贫增收的作用，是我国重点脱贫措施，

在如今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重要转折点上，普惠金融发展必不可少。同时根

据普惠金融减贫增收作用的区域差异性可以看到，虽然政府干预支持金融机构发

展普惠金融，但金融市场依旧摆脱不了“势利”的本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

农户收入和手持资本少，不能获得惠农贷款，金融机构因为“势利”则更倾向于

给有钱人贷款，仅有这部分群体得到发展，因而对不同的群体呈现出不同减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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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导致在落后的西部地区其农户基尼系数增大，阻碍西部农村经济增发展，长

此以往形成恶性循环。由此可见，搞清普惠金融的重点实施对象是我国金融机构

和相关部门需要重视的问题。 

对于上述得出的结论，本文得出一些启示： 

（1）从金融机构角度来说，需要提高普惠金融服务品质、扩展金融服务深

度、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创新丰富金融产品。首先，金融机构打破传统风险信贷

评估原则，降低金融服务门槛。金融机构应积极创新完善特定的贫困居民信用评

估规则，特别的，在针对一些初始财富低、持有资本少的弱势群体和贫困群体更

需要创新信用评估模式、降低借贷门槛，降低利率，低息贷款，保证金融扶贫这

条路走的更好更稳，真正做到“普”和“惠”。其次，持续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

构，更可能的探索创新多样的贷款形式。金融部门需要根据贫困人群的特殊需求

丰富创新金融产品，服务有关三农金融，大力推行农户联保贷款、林权抵押贷款

等，适时开展农村房屋抵押贷款、农村土地抵押贷款等，增加涉农贷款和小微企

业贷款金额，并且应提供多种金融服务的方式，乘科技创新之风，跟进互联网金

融模式，大力推广创新手机银行、网上银行业务模式，增加普惠金融服务产品线，

比如与网络支付、手机支付等新型支付方式相结合，更好的满足偏远地区农户的

金融需求。最后，各类金融机构应该扩大惠农贷款覆盖的深度和广度。由于农户

一般文化水平较低，对国家政策和惠农措施了解不到位，为了引导和鼓励农户积

极参与，应增加农村金融机构建设、增派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多进行下乡宣传，

普及金融知识，用更直白的语言让农户更多的了解国家的扶贫政策，让农户积极

参与到惠农贷款项目中去。 

（2）从政府角度来说，首先，善于利用实施普惠金融措施的外在因素。良

好的经济环境和金融市场是普惠金融发挥减贫效应的助推力量，比如探索当地特

色作物发展特色产业，提高发展原动力，从而实现发展金融机构实力，形成经济

带动金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其次，政府应教育技能培训支出，提

高政策宣传普及力度。大部分地处贫困地区的农村居民，尽管当地金融服务提供

科学有效的金融产品，但是因为当地居民不具备较高知识水平，没有理解金融产

品的能力，也会造成金融服务的无效，因此可以通过技能培训提高农户自身创造

力，通过教育辅助提高人力素质，更好的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这就需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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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教育培训支出，提高农户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这也使得金融产品更容易

普及。在政策宣传和金融知识普及方面，政府需要加大人力投入，需要金融机构

和驻村工作队互相合作，积极做好金融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工作，帮扶干部需要多

与农村居民交流，尽量用当地居民更容易理解话语宣传金融知识和金融服务，多

举办讲座活动，让农村居民以更直接的方式获取金融知识。最后，政府应该做好

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道路修建，改善贫困地区的物理交通条件、拓宽与外部联系

的途径通道，让地处偏远的农村居民能更方便及时的接触到金融机构，并且随着

网络的飞速发展，很多金融服务可以直接通过网络来实现，加强通信设施建设，

加大对贫困地区的物理网点、ATM、乡镇银行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合理增加或

调整金融网点，让互联网的普及和通信往更深度贫困的地方发展。 

最后，通过本文的研究分析，无论是对我国 31 个省市普惠金融综合指数的

测算还是后文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研究分析都能看到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存在

严重的发展对象不明的问题，在传统金融发展上发达地区发展遥遥领先，但在特

别针对贫困群体的普惠金融上依旧是发达地区发展较好，这是与普惠金融的初衷

相违背的，我们要发展的普惠金融不能变成一个换了马甲的传统金融，没有把普

惠金融的本质展现出来，这是需要解决和承认的问题。因此以后普惠金融发展的

重点应该是把视角放到落后地区，而不是把眼光继续留在上海这样的发达地区，

发达地区留给传统金融，落后地区才是普惠金融得以发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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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毕业论文写到这里，也意味着自己的学生身份也即将结束。回望这三年的学

习生活，刚买入这所学校的情形仿佛还在昨天，感谢自己当初的选择，这三年我

不仅收获了知识和友谊，也在性格和人际交往上成长了很多。毕业之际，怀着对

未来的憧憬以及对最后学生时代的不舍，我由衷感谢这三年伴我成长的每个人。 

自己这篇毕业论文写到这里，代表着我的学生时代即将结束了，而论文的顺

利完成，跟我最敬爱的指导老师有着莫大的关系。从踏入这所学校起，我与导师

的缘分便开始了，在日常学习中，他在我们正常课业之余，积极组织讨论课和讨

论班，让我在研究生一年级的时候就得到了很大的锻炼，除了丰富了自己的理论

知识，在口才和胆识这种软实力上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三年的研究生生活，讨

论课一周不缺，他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谨的科研精神，至今影响着我。毕业论文从

开题、开题答辩、写作进程、预答辩，再到现在的完成阶段，每一步都是在我的

老师指导下完成的。 

除了学习上的恩师，在生活中，我也结识了好多好朋友，无论是舍友还是同

班同学，他们每个人都是我生命旅途的欢乐。我的舍友们，从三年前踏进宿舍的

那一刻，我们的缘分就到来了，我们一起上课，一起去图书馆，一起买饭，一起

健身，每天下了晚自习，总要在宿舍聊很久的天，这些都是美好且欢乐的时光，

我会记住一辈子的。我还要感谢我的师姐，无论我向她请教什么问题，学校上的

还是日常生活上的，她总是积极热心的帮助我解答疑惑。最后就是我的同班同学

们，我们一起上课，一起参与讲座学习，一起下乡实践，一起聚餐游玩，这些组

成了我美好的研究生生活。在校园之外，我也遇到很多帮助我的人，记得在实习

期间，作为职场新人，很多事情不是很懂，但是有很多热心的前辈耐心的带我，

给我细心指导和帮助，让我在快速地适应职场生活。 

在这所学校里我生活了三年，师长、舍友、同学都是我会感谢一辈子的人，

千言万语终有一别，谢谢你们丰富了我的生活。最后，感谢父母将我抚养成人，

给我好的生活环境和学习条件，父母之恩，无以为报，只能让自己更加努力，成

为更优秀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