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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粗放发展模式、优化产业

经济结构的攻关时期。但传统金融由于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而导致的金融排斥现象

时有发生，这使得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缺乏足够的金融支持，一些社会群体无法获

得应有的金融服务，其中以小微企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群体尤为明显。因此，如何

打破金融困局，疏通对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路径就显得极为迫切。而随着互联网

等数字化科技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应运而生，相较于传统金融，其兼具数字化

和普惠性的特征，能够较好地克服传统金融存在已久的弊端，极大程度提高金融

服务的可得性与便利性，助力产业发展的同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基于 2011-2020 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不同维度实证探究了

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的影响。首先，利用𝑀𝑜𝑟𝑎𝑛指数，初步探究了数字普惠

金融与产业结构的空间分布特征；其次，基于固定效应模型，验证了数字普惠金

融及子维度对产业结构与三大产业的影响；再次，借助中介效应与面板门槛模型，

探究了教育发展、政府支出和互联网建设的中介作用并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产

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影响；最后，通过剔除特殊样本、替换被解释变量、缩短样

本周期和构建工具变量等方式，对全文的核心结论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且

相关程度逐年加深；数字普惠金融及子维度对产业结构升级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

响，进一步细分，数字普惠金融会抑制第一产业的发展而推动第二、三产业的进

步，而子维度总体上亦表现出对第一产业的抑制与第二、三产业的推动，体现出

数字普惠金融及子维度对产业结构升级和三大产业影响的一致性；教育发展、政

府支出和互联网建设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效果，

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 10.4%、9.4%、27.9%；在全国范围与中部地区，数字普惠

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存在门槛效应，但东部与西部地区存在，前者存在

边际递减效应，后者则经历了由不显著向显著的转变。结合上述结论，提出要结

合不同区域实际情况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慎重对待数字普惠金融对三大产业

的影响差异、疏通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路径和重新焕发传统动能

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作用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 产业结构升级 空间分布 中介效应 工具变量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Abstract 

At present, our economy has entere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age, and it is in the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of extensive development 

mode and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economic structure. However, the 

phenomenon of financial exclusion caused by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other problems in traditional finance occurs from time to time, which 

make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lack 

sufficient financial support, and some social groups cannot obtain due 

financial services, especially the tertiary industry groups dominated by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Therefore, how to break the financial dilemma 

and dredge the path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s 

extremely urg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and other digital 

technologie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emerges at the historic moment.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finance,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digitalization and inclusive, which can better 

overcome the long-standing dis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finance, greatly 

improve the availability and convenience of financial services, promot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Based on the Peking University Digital Inclusion Finance Index from 

2011 to 2020,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on 

finance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 Firstly, Moran 

index is used to explor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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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sive financ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Secondly, based on the fixed 

effect model,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its sub-

dimensions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three industries is verified. 

Thirdly, with the help of mediating effect and panel threshold model, the 

mediating role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nd 

Internet construction is explored and the non-linear influence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is tested. Finally, by 

eliminating special samples, replacing explained variables, shortening 

sample period and construct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s, the robustness of 

the core conclusions of the paper is tes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spatial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correlation degree is deepening year by year.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its sub-dimension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Further subdivision shows that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will inhibi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imary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the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while the sub-

dimension also shows the inhibition of the primary industry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on the whole. Reflects 

the consistency of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its sub-

dimensions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three industries; Education 

development,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nd Internet construction play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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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al intermediary effect between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ccounting for 10.4%, 9.4% and 27.9%, respectively. 

In China and central China,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does not have threshold effect, but it does 

exist in eastern and western China. The former has diminishing marginal 

effect, while the latter experiences a transition from insignificant to 

significant.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different regions, 

carefully treat the difference of influence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the 

three industries, clear the action path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reinvigorate the positive role of 

traditional driving forces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Keywords：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Spatial distribution；Intermediary effect；Instrumental variable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目  录 

1 绪论 ................................................... 1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 1 

1.1.1研究背景 ................................................... 1 

1.1.2研究意义 ................................................... 2 

1.2文献综述 ...................................................... 3 

1.2.1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文献 ................................. 3 

1.2.2关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文献 ................................. 7 

1.2.3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文献 ................. 8 

1.2.4文献评述 ................................................... 9 

1.3研究方法与内容框架 ............................................ 9 

1.3.1研究方法 .................................................. 10 

1.3.2研究内容 .................................................. 10 

1.3.3研究框架 .................................................. 12 

1.4创新与不足 ................................................... 13 

1.4.1可能的创新之处 ............................................ 13 

1.4.2不足之处 .................................................. 13 

2 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 14 

2.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 14 

2.1.1数字普惠金融概念及发展历程 ................................ 14 

2.1.2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 .................................... 15 

2.2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 17 

2.2.1产业结构升级概念及发展历程 ................................ 17 

2.2.2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现状 .................................... 19 

3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基础与作用路径 ....... 22 

3.1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基础分析 ................... 22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3.1.1金融排斥理论 .............................................. 22 

3.1.2包容性增长理论 ............................................ 22 

3.1.3配第—克拉克定理 .......................................... 23 

3.1.4库兹涅茨法则 .............................................. 23 

3.2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路径分析 ................... 24 

3.2.1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作用路径 ................ 24 

3.2.2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作用路径 ................ 25 

4 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研究设计 ............... 27 

4.1模型设计及目的 ............................................... 27 

4.1.1 𝑀𝑜𝑟𝑎𝑛指数—空间特征 ...................................... 27 

4.1.2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分析 .................................... 28 

4.1.3中介效应模型—作用路径 .................................... 28 

4.1.4面板门槛模型—非线性研究 .................................. 29 

4.2数据选取与分析 ............................................... 29 

4.2.1被解释变量 ................................................ 29 

4.2.2解释变量 .................................................. 30 

4.2.3控制变量 .................................................. 30 

4.2.4中介变量 .................................................. 31 

4.2.5描述性统计分析与数据来源 .................................. 31 

5 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33 

5.1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的空间特征分析 ......................... 33 

5.1.1全局自相关检验及分析 ...................................... 33 

5.1.2局部自相关检验及分析 ...................................... 34 

5.2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回归分析 ..................... 35 

5.2.1整体回归分析 .............................................. 35 

5.2.2区域异质性分析 ............................................ 38 

5.3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 42 

5.3.1剔除特殊样本 .............................................. 42 

5.3.2替换被解释变量 ............................................ 43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5.3.3缩短样本周期 .............................................. 44 

5.3.4工具变量法 ................................................ 45 

5.4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作用路径检验 ................. 47 

5.4.1促进教育发展的作用路径检验 ................................ 47 

5.4.2提高政府支出的作用路径检验 ................................ 48 

5.4.3推动互联网建设的作用路径检验 .............................. 48 

5.5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非线性研究 ................... 49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52 

6.1研究结论 ..................................................... 52 

6.2政策建议 ..................................................... 53 

6.2.1结合不同区域实际情况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 53 

6.2.2慎重对待数字普惠金融对三大产业的影响差异 .................. 53 

6.2.3疏通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路径 .................. 54 

6.2.4重新焕发传统动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作用 .................. 54 

参考文献 ............................................... 55 

致  谢 ................................................. 63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1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经济总量早已

跃居世界第二。但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过快发展的后遗症也逐渐显露出来，

产业结构扭曲、产能过剩严重、供需匹配错位以及核心技术缺失等问题不断凸显，

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17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

明确指出，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要在产业优化升级上下功夫，而追求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愿景，亦是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出的新要求。那么以何种方式实现

产业转型发展，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理论派与实践派无疑是一个值得探

究的重大方向，为此众多学者围绕这一命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大量研究表明，金

融发展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之一，尤其是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了市场对资源配起决定性影响之后，金融

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凸显。但传统金融存在较为明显的金融排

斥现象，中小企业贷款难、金融服务不均衡、信用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使得大量金

融“长尾”群体游离于金融体系之外，无法享受应有的金融资源，致使金融服务

实体产业的经济效应不能充分发挥。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普惠金

融应运而生，相较于传统金融，数字普惠金融兼具“普及性”与“数字化”的特

征，能更好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提升金融服务的便捷性、精准性与安全

性，在缓解信息不对称、打破传统金融壁垒以及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具有显著优

势，真正做到金融服务惠及大众的同时，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在此背景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展开深入探讨，既

是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产业的客观保障，亦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对于经济新常态下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与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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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研究意义 

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其中转变经济粗放型发展模

式尤为重要，而推动产业实现转型升级恰是改变过往发展方式，保证经济发展质

量的重要举措。金融作为引导要素资源有效流动与合理配置的核心，是推动产业

结构升级不可或缺的动力。但传统金融长期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以及缺

乏质押品等问题致使外部资金无法为相关产业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在一定

程度上限制了其持续发展，其中以中小微企业聚集的第三产业尤为明显，金融运

行的低效率对这部分企业发展产生的抑制作用已日渐明显。而数字普惠金融作为

同时兼具“普惠性”与“数字化”的新兴金融工具，可以更好地服务中小微企业，

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在推动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达到产业结构升级的目的，

最终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此深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存在何种影

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理论意义：绝大多数学者认为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但也有

部分学者主张金融发展会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抑制作用。作为新兴金融工具，数

字普惠金融是否对产业结构有影响，有怎样的影响以及如何去影响值得深入探究，

且就目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空间分布特点而言，东高西低的区域差异化发展对

产业结构的影响亦需要着重研究，因此就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

响展开深入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与理论意义。 

现实意义：过去我国产业发展一直困囿于劳动密集型与低附加值之间，不利

于产业的现代化推进与经济的健康化发展，因此迫切需要改变发展方式，由劳动

密集型、低附加值向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转变，这其中第三产业发展与中小微

企业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相关数据显示，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主要集中在第三

产业，所以满足中小微企业的发展需求，就是在推动第三产业发展，在改变发展

方式的同时，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而数字普惠金融旨在为各个群体提供无差别的

金融服务，恰好从源头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强大动力，因此本文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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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1.2.1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文献 

（1）数字普惠金融的测度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使得研究人员迫切地需要衡量其发展程度的权威

指标用于相关研究。目前国内外关于数字普惠金融测度的研究可分为三类，第一

类是由官方编制或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诸如金融包容联盟、全球普惠金融

合作伙伴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均在测算方面给出了评价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的具体指导方法。第二类是在传统金融调查统计中涉及的数字金融指标，例如中

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西南财经大学发布的中国家

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以及中国农业大学发布的中国农村普惠金融调查数据

等。第三类则是由个人或组织研究构建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其中 Manyika et al.

（2016）主导研究并编制了国际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指数，从智能手机拥有率、

网络覆盖率、数字支付、信贷、保险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用以衡量印度、中国

等新兴国家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焦瑾璞等（2015）从金融服务的“可获得

性”、“使用情况”以及“服务质量”三个维度出发，建立了包含 19 个指标的省

级普惠金融指标体系，这是国内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首次度量。杨军等（2016）

借鉴前人研究，同样从金融可获得性、金融服务使用情况和金融发展质量出发，

构建了 22 个量化指标对县域普惠金融进行了测度。而随着普惠金融数字化的深

入发展以及对权威指标的需求，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依据我国实际情况，

利用蚂蚁金服的微观数据，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等方面入手，构

建了省、市、县三级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体系，较为客观地反映了我国数字普惠

金融的发展情况并得到了相关学者们的广泛认同与使用。冯兴元等（2021）从数

字普惠金融的服务广度、深度与质量的角度切入，构建了覆盖全国 1884 个县的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将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做了进一步扩展。由于上述指数均

以我国行政区划为基础，只包含省、市、县三个层级，并没有对农村进行具体区

分，故蒋庆正等（2019）根据我国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实际开展情况，从三

个维度中选取 9 个指标，完成了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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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字普惠金融的社会经济效益研究 

2013 年，余额宝的正式上线标志着我国金融正式进入数字时代，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加持使得发展缓慢的普惠金融进入新阶段。当前我

国经济已由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

正在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无疑是有力的武器之

一。从国家社会层面来看，一国社会发展现代化的程度与金融的普惠性息息相关，

马黄龙等（2021）借助省级面板数据，从人力资源和数字鸿沟的角度切入，验证

了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Klapper 等（2016）指出数

字普惠金融可以提供独特的机会促使游离于金融体系之外的“长尾”人群更多地

进入金融体系之内并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李建军等（2019）从县域和

省际双层面测度了普惠金融的政策效应，指出数字化普惠金融体系可以消除金融

机构存在的高门槛、高成本以及逆向选择等问题，是社会帕累托最优政策框架的

选择之一，促进了社会公平与贫困减缓，但郑志强等（2020）表示贫困减缓受到

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且可以通过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方式影响贫困减缓；余江

龙等（2022）从公平和效率的视角阐述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共同富裕影响的理

论逻辑和作用机制，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实现区域共同富裕具有积极影响；钟

凯等（2022）深入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

初步断定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抑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任太增等（2022）利

用 Probit 等多种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子维度对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

作用。  

而从企业个人角度来说，谢绚丽等（2018）通过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新

注册企业数量的关系，指出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高地区创业的活跃度。Ketterer

（2017）认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极有可能改善和扩大企业与个人融资渠道，并

提高金融服务的供给范围。刘莉等（2022）基于 2011-2020 年中国新三板数据的

实证结果，指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并对科技创新具有正

向影响；谢雪燕等（2021）表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盈利水平、降低借贷成本

以及发展多方业务等途径，显著促进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杨波等（2020）根据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使用 Probit 面板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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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家庭正规信贷的获得。易行健等（2018）

则通过研究家庭的消费情况，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衣食住行和其

他商品与服务的消费支出，且这一效应在中低收入阶层家庭里更为明显。Waldron

等（2016）表示大部分偏远地区仍处于现金交易机会成本较高的境地，数字普惠

金融能够从透明度、承受能力、可扩展性几方面满足偏远地区人群的实际需求。

尹志超等（2021）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

升了家庭就业率，增加了家庭就业人数。 

（3）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研究 

2016年 9月，在中国杭州G20峰会上正式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

成为国际社会首次在该领域推出的高级别指引性文件，也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数

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黄金时期，为此众多学者就如何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这一议

题展开了详细研究。葛和平（2018）表示经济发展对数字普惠金融至关重要，但

两者之间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U”型关系，只有当经济发展超过

某一临界值时，其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正向作用才会日益显现；张嘉怡（2022）认

为外商直接投资在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资本支持的同时，也从知识溢出、先进技

术和管理理念等多条路径促进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王洋等（2021）通过建立

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发展的耦合性进行测算，研究发现我国大

部分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发展的耦合性处于稳步上升的阶段，两者相互依赖、

共同进步。吴金旺（2018）指出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普惠金融的数字化建设搭建

了平台，新兴“互联网+”产业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在其

中占主导地位；王露露（2021）基于 2011-2018 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从人口分

布的角度探究了其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结果表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人口密

度呈正相关趋势；王媛媛（2021）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和 PSM-DID 方法实证检验

了新型城镇化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认为城镇化建设会显著推动数字普惠金融

的发展，其中创新发挥了中介作用；李欣等（2021）采用准自然实验的方法，借

助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交通规划对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异质性的影响，结果表

明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正向作用；王耕南

（2022）以珠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指出地方财政支出具有导向作用，对数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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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金融发展会产生显著正向影响；陆凤芝等（2017）表示政府干预作为市场中的

“有形之手”并不能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反而会对其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4）数字普惠金融的空间关联与区域发展研究 

梳理现有文献，可以发现对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空间发展已有一些研究成

果。从空间关联角度来看，余海华等（2021）采用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测

度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空间关联结构特征，结果显示各省间数字普惠金融的空

间关联存在显著的非均衡特征，具有明显的关联与溢出效应。梁榜等（2020）基

于地级城市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从东中西三大区域的角度分析了我国数字

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关联性，并得到区域差异影响收敛速度这一结论。张天等

（2021）则更进一步，从县域层面考察了我国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差异

及趋势，指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呈现东部强、西部弱，南方强、北方弱的发展态

势。张德钢等（2020）从我国九大城市群入手，利用核密度非参数估计和收敛模

型实证探究了城市群建设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的区域差异、分布动态及收敛机制；

王江等（2021）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划分为“净受益”、“双向溢出”、“经纪

人”和“净溢出”四大板块，并对板块间的阶梯溢出效应进行了解释；焦云霞（2022）

从国家重大战略区域角度切入，采用 Theil 指数测度区域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

空间不平衡性，并利用 QAP 的方法对其成因进行了探究。 

从区域发展角度而言，王善高等（2022）表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呈整体

上升态势，但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具体表现为东高、中次、西低逐级递减的全

域格局。吴金旺等（2019）引入函数型数据分析方法，针对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及区域差异展开了研究，发现该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差异呈现缩小的趋势。

李婵娟等（2020）采用核密度估计、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从区域差异、动态演

进与收敛性等方面对长江经济带沿线 108 个城市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行了考

察。王耕南等（2022）以珠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对该区域数字普惠金融的时空

演化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并表示广州、深圳具有突出引领作用。高昕等（2022）

对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时空演进与发展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并通过构建共

生指数，从省际层面阐释了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共生状态。

任海军等（2021）运用 DEA 模型测度了西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效率，结果表

明西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效率波动幅度不大，但整体效率水平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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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关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文献 

（1）产业结构升级的社会经济效益研究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贯彻新发展理

念、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具有深远的社会经济效益。侯俊宇

（2022）认为在“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下，产业结构升级能通过需求效应（满足

即时需求与刺激新消费）与收入效应（就业与分配）两大路径来扩大国内消费，

从而推动经济发展。而李福平等（2021）却表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虽会促进本地

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对周边地区会产生抑制作用。张弘（2021）基于省级面板

数据，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指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能显著促进贫困减缓，

并且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正向影响周边地区。徐晓光等（2022）探究了生态环

境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协调关系，指出两者从极度不协调提升到中度协调，

耦合协调关系逐渐加深，其中经济、城镇建设以及政府支持等因素能够促进两者

之间的协调发展。严太华等（2021）也从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直接效

应和间接效应展开分析验证，表示技术创新作为原动力，可助推产业结构升级并

以此实现环境污染的减少。冯鑫明等（2022）同样从耦合性的角度切入，探究了

科技金融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两者间的耦合度呈上升趋势，彼

此相互促进，其中机构贷款与技术创新可显著提升两者间的耦合度。周国富等

（2021）则以城镇化建设为门槛变量，探究了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

线性影响，结果表示当城镇化建设处于不同阶段时，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

距的影响大相径庭。涂建军等（2021）选取长三角城市群作为研究样本，运用

PVAR 模型探讨了产业结构升级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出推动产业结

构升级能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刘强等（2021）从异质性角度展开探究，发现在

全国、东北以及东南沿海等范围内，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数量与质量具有显著正

向影响，但对中西部地区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 

（2）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如何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早已成为

学术热点之一，众多学者也为此展开研究。Marc Doussard 等（2015）以美国本

土制造业作为研究样本，指出政府支出在产业结构升级中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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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行琼等（2022）也表示政府高效的财政支出策略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所

在。杨玉文等（2022）利用东北边疆地区县域面板数据，探究人口流动对产业结

构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口迁移会对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产生负面影响，尤其对推动

产业高级化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李海奇等（2022）采用工具变量和中介效应模

型进行实证分析，表示金融科技通过发挥需求侧的恩格尔效应和供给侧的鲍莫尔

效应，显著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并促使产业结构向着合理化发展。李鲁等（2020）

从供给侧企业、需求侧家庭、要素禀赋和贸易开放等四个方面展开，引入非国有

经济发展、国内需求、人均资本存量及贸易开放等因素，探究了其对产业结构的

影响。高远东等（2015）强调社会需求对产业结构具有显著影响，是推进产业结

构升级的决定性因素，而消费需求在其中占主导地位，此外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会

对我国产业结构产生显著负面影响。张思麒等（2022）借助空间计量模型，实证

发现技术进步对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会通过正向空间溢出

效应辐射影响周边地区。吴嘉琦等（2022）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教育对产业结

构升级的影响程度与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教育不仅会促使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

业转移与发展，还会推动各产业内部升级。柳志娣等（2021）表示互联网发展可

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且受到当地市场化水平的影响，即随着市场化水平的

提高，互联网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也在增大。邓慧慧等（2020）采用准自

然实验的方式，借助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交通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

果表明改善交通基础设施会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并会推动其向合

理化发展 

1.2.3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文献 

国内外研究学者普遍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并且对影响路径展开深入研究，但涉及到该部分的权威文献还较为匮乏。Bruhn

等（2014）表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优化了资金在产业间

的配置，进而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Demertizs 等（2018）指出依托于互联网等高

新技术的支持，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地满足长尾群体的资金需求，这对于打破

金融壁垒、降低金融门槛、改善资本配置以及弥补产业资金缺口具有正向影响。

李优树等（2022）亦从长尾群体视角考虑，认为在当前紧缩的监管环境下，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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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面临的资金约束压力，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完

善金融体系等方式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Comin 等（2019）强调数字普惠金

融有利于打破高新技术产业的初期发展壁垒，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从而推动产

业结构升级。唐文进等（2019）表示传统金融机构存在“使命漂移”现象，不利

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但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资本要素配置与技术革新进步等

方式实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推动。杜金岷等（2020）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

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缩小收入差距、增加资

本积累、扩大消费需求以及推动技术创新等路径实现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杨

虹等（2021）则从创新创业、人力资本的角度切入，得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借由

这两种途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结论。牟晓伟等（2022）则是将经济发展作为中

介变量，指出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推动经济发展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汤继强

等（2022）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之

间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科技创新具有

不完全中介效应。林炳华等（2022）指出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

“U”型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存在阈值，只有达到一定的水平后才会对产业结构

升级产生促进效应。谢汝宗等（2022）同样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在短期内会抑制产

业结构升级，但长期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还是存在正向促进作用，

其中居民消费在两者之间扮演重要角色。王振华（2022）则表示数字普惠金融对

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但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该作用

正在逐渐减弱。 

1.2.4 文献评述 

通过对已有文献梳理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未来金融发展的新兴方向之一，

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与发展潜力，而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又必不可少，因此研究两者间的联系具有深远意义。但当前关于数字普惠金

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研究并不充分，一方面是影响路径比较单一，另一方面

是缺少数字普惠金融对三大产业的影响研究，同时鉴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

有明显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因此深入研究区域差异更是重中之重。基于此，

本文在考虑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基础上，增添其子维度（覆盖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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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与三大产业的相关内容，并采用多种模型，从空间

分布、线性关系、区域差异和作用路径等角度，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升级

展开全面分析。 

1.3 研究方法与内容框架 

1.3.1 研究方法 

文献分析法。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总结梳理，全面了解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

构的研究现状，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在借鉴前人已有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路径、模型构建和变量

选取等方面作进一步拓展。 

实证分析法。基于 2011-2020 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

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从两者的作用路径与非线性关系角度，借助

中介效应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对核心结果做进一步补充。 

对比分析法。在实证分析法的基础上，将研究范围进行细化，即从东、中、

西三大区域入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及子维度对产业结构与三大产业的不同作用

效果，并比对两两因素之间的影响是否存在一致性。 

归纳分析法。归纳总结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对两者

之间可能存在的介质因素展开梳理分析，将实证结果进行整合并辅以解释说明，

依据所得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1.3.2 研究内容 

本文围绕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展开研究，全文共分为六个部

分，分别是绪论、发展历程及现状、理论基础与作用路径、实证研究设计、实证

结果分析以及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章是绪论。本章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并对数字普惠金融和产

业结构升级做已有文献回顾，在阐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同时，提出全文的总

体研究思路、整体行文框架以及可能存在的创新点与主要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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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是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本章界定了

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概念并对其发展历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同

时从地区差异、微观落实和现存问题等方面对两者当前的发展现状做了细致分析。 

第三章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基础与作用路径分析。本章

采用金融排斥理论、包容性增长理论、配第—克拉克定理和库兹涅茨法则作为研

究的理论基础，并分别从直接与间接影响角度入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

构升级影响的作用路径。 

第四章是实证研究设计。本章首先介绍了𝑀𝑜𝑟𝑎𝑛指数、固定效应模型、中介

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并建立相应的回归方程；其次对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及中介变量的选取进行解释说明；最后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并阐

明所选指标的数据来源。 

第五章是实证结果分析。本章主要是基于前文理论基础与作用路径进行实证

检验并对结果做细致分析，具体包括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的空间特征分析；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及子维度对产业结构和三大产业的影响并

作区域异质性探讨；引入教育发展、政府支出和互联网建设作为中介变量，对数

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影响路径作进一步诠释；利用面板门槛模型，探究

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影响并作区域差异化分析；通过剔除特殊

样本、替换被解释变量、缩短样本时间以及工具变量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五章是结论与政策建议。本章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指出局限性，

根据实证结论提出相对应的建议与政策启示。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12 

1.3.3 研究框架 

  

实证检验与

回归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的空间特征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回归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路径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非线性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模型设计与

变量选取 

变量选取 

模型设计 

𝑀𝑜𝑟𝑎𝑛指数 

中介效应模型 

面板门槛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指数𝐼𝑠𝑡 

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𝐷𝑖𝑓𝑓 

控制变量：技术进步𝑇𝑒𝑒、金融发展𝐹𝑖𝑠等 

 

中介变量：教育发展𝐸𝑑𝑢、政府支出𝑆𝑡𝑎等 

 

数字普惠金融影

响产业结构升级

的作用路径分析 

直接作用路径 

间接作用路径 

个人层面 

互联网建设 

政府支出 

绪论 

研究背景与意义 

国内外文献综述 

研究方法与内容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文献综述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产业结构的文献综述 

关于产业结构的文献综述 

教育发展 产业结构升级 

企业层面 

图 1.1 技术线路图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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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创新与不足 

1.4.1 可能的创新之处 

本文实证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及子维度对产业结构升级和三大产业的影响，

验证其是否存在一致性，并在区域异质性分析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探讨，因地制宜

地提出建议与对策；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以教育发展、政府支出和互联网建设作

为中介变量，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影响路径进行了补充；区别

于常规工具变量（引入解释变量的滞后项），本文引入相邻省份平均财政支出这

一新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更具可靠性。 

1.4.2 不足之处 

我国于 2016 年正式提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尽管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将

研究时间提前至 2011 年，但从后文研究样本的个数可以看出仅仅 10 年的时间跨

度并不能提供足够的数据支持，所得结果与预想可能存在偏差；其次，仅初步验

证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存在空间相关性，并未利用相关计量模型对空

间效应展开研究；最后，受限于自身学识与能力，文章缺乏足够的研究深度，仍

存在诸多可完善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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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2.1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2.1.1 数字普惠金融概念及发展历程 

普惠金融或称包容性金融，旨在以可负担的成本为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

当的金融服务，提高社会金融资源可得性，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由穆罕默德·尤奴斯在孟加拉国创办的、只服务于贫困人群的格莱珉银行，它的

运行模式先后在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了成功复制，为减少世界贫困做出了巨

大贡献。中国最早开展“普惠”性质活动的是 1994 年在河北易县借鉴格莱珉银

行模式创办的扶贫社，其创始人杜晓山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小贷之父”。进入二

十一世纪，普惠金融这一概念被正式提出。2005 年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秘书长白

澄宇提出要建设中国普惠金融体系。2006 年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原副局长焦谨

璞正式在公开场合使用这一概念。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要发展中国

普惠金融并在 2015 年由国务院制定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 年）》。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基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数字

普惠金融逐渐走向大众的视野，其泛指一切借助数字互联网技术，促进普惠性金

融发展、实现金融成果共享的经济活动。2016 年 9 月，在中国杭州 G20 峰会上

正式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成为国际社会首次在该领域推出的高级

别指引性文件，也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黄金时期。2018 年

我国普惠口径小微贷款余额 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全年增加 1.22 万亿元，

同比增加 6143 亿元，农村农户生产经营贷款余额 5.06 万亿元，同比增长 7.6%，

全国使用电子支付成年人比例为 82.39%，其中农村地区使用电子支付成年人比

例达到 72.15%，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办理非现金支付业务 2203.12 亿笔，涉及

金额 3768.67 万，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2020 年新冠疫情的爆发

使中国经济被迫按下暂停键，但是数年耕耘建设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却在此刻发

挥了巨大的保障作用，金融机构将资源更多地倾向于缺乏资金支持的中小微企业

并通过简化业务流程、延迟贷款期限等方式帮助客户应对疫情冲击。此外，无接

触移动支付技术更是在为大众提供便捷的同时，降低了病毒传播的可能，给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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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带来积极影响。2022 年出台的《“十四五”国家互联网规划》更是明确提出 

“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优先行动战略，为全面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建设与发展指明

了前进方向。 

2.1.2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 

（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情况 

尽管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起步较晚，但在国家政策与高新技术的加持下，

亦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截至 2020 年末，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前五位的省

市分别是上海（431.93）、北京（417.88）、浙江（406.88）、江苏（381.61）与福建

（380.13），后五位的省市分别是青海（298.23）、甘肃（305.5）、黑龙江（306.08）、

贵州（307.94）与吉林（308.26）。从增长幅度来看，在 2011 年至 2020 年的十年

间，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均取得了四倍以上的增幅，其

中西藏以 1814.49%的增幅位居全国第一，贵州、青海、甘肃、新疆、云南、吉林、

河南以及江西等八省份也实现了 10 倍以上增幅，数字普惠金融在全国范围内实

现了正向发展。而从区域发展角度而言，四大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存在平行

趋势，其中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始终居于领先地位，在 2011 年至 2016

年间，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差距不大，但是 2016 年

之后，中部地区的发展有了明显加速，逐渐拉开了与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差距。 

 

表 2.1 2011-2020 年全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情况 

序

号 
省份 

2011

年 

2020

年 

增长幅度

（%） 

序

号 
省份 

2011

年 

2020

年 

增长幅度

（%） 

1 西藏 16.22 310.53 1814.49% 17 
黑龙

江 
33.58 306.08 811.49% 

2 贵州 18.47 307.94 1567.24% 18 山东 38.55 347.81 802.23% 

3 青海 18.33 298.23 1527.00% 19 湖北 39.82 358.64 800.65% 

4 甘肃 18.84 305.5 1521.55% 20 陕西 40.96 342.04 735.06% 

5 新疆 20.34 308.35 1415.98% 21 四川 40.16 334.82 733.72% 

6 云南 24.91 318.48 1178.52% 22 重庆 41.89 344.76 723.01% 

7 吉林 24.51 308.26 1157.69% 23 海南 45.56 344.05 65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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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省份 

2011

年 

2020

年 

增长幅度

（%） 

序

号 
省份 

2011

年 

2020

年 

增长幅度

（%） 

8 河南 28.4 340.81 1100.04% 24 辽宁 43.29 326.29 653.73% 

9 江西 29.74 340.61 1045.29% 25 福建 61.76 380.13 515.50% 

10 内蒙古 28.89 309.39 970.92% 26 江苏 62.08 381.61 514.71% 

11 安徽 33.07 350.16 958.84% 27 天津 60.58 361.46 496.67% 

12 湖南 32.68 332.03 916.00% 28 广东 69.48 379.53 446.24% 

13 河北 32.41 322.7 895.68% 29 上海 80.19 431.93 438.63% 

14 宁夏 31.31 310.02 890.16% 30 北京 79.41 417.88 426.23% 

15 山西 33.41 325.73 874.95% 31 浙江 77.39 406.88 425.75% 

16 广西 33.89 325.17 859.49%      

数据来源：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图 2.1 2011- 2020 年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趋势图 

（2）数字普惠金融的微观落实情况 

从普惠受众角度来看，截止 2021 年底，全国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19.23 万亿

元，同比增长 27.3%，其中浙江、江苏、山东、广东以及福建五省的普惠小微贷

款余额相对较高，约占到全国的一半。普惠小微授信户数 4456 万户，同比增长 

38%，其中浙江、天津、江苏、广东以及安徽等省市的授信户数较多，青海与西

藏的授信户数较少。而在资金使用成本方面，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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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同比下降 0.22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普惠小微贷

款加权平均利率同比分别下降 0.28 个、0.39 个、0.43 个和 0.40 个百分点。 

从数字支持角度来看，依托于手机移动支付，2021 年全国网络支付用户规

模达 9.04 亿，同比增加 4929 万，占到整体网民总数的 87.6%。全国银行业金融

机构共办理非现金支付业务 4395.06 亿笔，金额 4415.56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3.90%和 10.03%。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处理网上支付业务 1022.78 亿笔，金额

2353.96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6.32%和 8.25%，移动支付业务 1512.28 亿笔，

金额 526.98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2.73%和 21.94%。非银行支付机构处理网络

支付业务 10283.22 亿笔，金额 355.46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4.30%和 20.67%。 

从普惠产品角度来看，多家大型商业银行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重点开发带

有普惠性质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其中工商银行的“聚富通”是专门为广大农村地

区涉农用户提供的线上融资平台，具有贷款低利率、审批速度快、担保多样化等

优点。农业银行同样为广大农民量身打造了便捷的线上贷款产品“惠农 e 贷”，

其具有“快、准、简、信、惠”五大优势。邮政银行依托于原有的普惠金融体系，

逐步建立起数字化营销、数字化产品、数字化风控、数字化运营以及数字化服务

的“5D（Digital）” 数字化体系，实现了普惠资金的快速融通。 

2.2 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2.2.1 产业结构升级概念及发展历程 

产业结构升级预示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模式的转变，是相关产业发展从量变

到质变的结果。从世界产业发展的变迁来看，产业结构由低附加值、低技术的粗

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向高附加值、高技术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过程就是产

业结构升级。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产业发展共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

（1949-1977），这一阶段产业发展面临百废俱兴，受限于国内外因素，注重发展

工业经济并实现了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调整与过渡；第二阶段（1978-

1997），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建设成为当前发展中心，产业结构经过纠偏

后迈入了正常轨道，具体表现在第一产业占比快速下降，第二产业稳中有升，第

三产业大幅上涨；第三阶段（1998-2012），随着我国步入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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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三驾马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并促使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即在第二产业相

对稳定的同时，实现了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过渡发展，此外西部大开发、东北

振兴等国家战略的提出，亦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发展向着基础建设、能源交通等重

工业领域倾斜；第四阶段（2013-至今），经济发展新常态使得不再如过往一般追

求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是转向注重高质量发展，这从根本上推动了产业的二次转

型升级，传统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以及低技术含量的产业逐渐被摒弃，新

能源、互联网、移动物流等绿色新兴技术产业异军突起，并由此进一步带动了第

一、二产业向第三产的快速发展。图 2.2 和图 2.3 分别展示了基于后文构建的我

国产业结构指数变动情况以及 1978 年至 2020 年我国三大产业的占比情况，表明

我国产业发展取得了卓越成绩，产业结构正朝着高级化不断迈进。 

 

 

图 2.2 1978-2020 年中国产业结构指数变动图 

 

图 2.3 1978-2020 年中国三大产业占比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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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现状 

（1）地区产业结构与产业变动情况 

在前一节的基础上，选取 2011 年到 2020 年的相关数据分地区作进一步分

析，具体如图 2.4 至图 2.8 所示。对于产业结构升级而言，四大地区表现出一定

程度的平行上涨趋势，但也存在显著区别，其中东部地区产业结构最为高级，中

西部次之，东北最低。而从边际增长水平来看，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在十年间获

得较大发展，并在 2012 年与 2016 年分别超过了东北和西部地区，产业结构水平

升至第二位。2018 年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发展均出现小幅回落，东

部地区则增速放缓。对于各产业发展来说，四大地区均表现为第三产业的增加与

第二产业的减少，第一产业在十年间的变动并不明显，其中在产业占比方面，东

部地区第三产业占比最高，年均高于 50%，第一产业占比最低，年均低于 10%，

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的年均占比分别低于低50%和高于10 %。

而在产业动态变化方面，东部与西部地区第二、三产业发展呈现“<”形态，两

者差距越拉越大，中部与东北地区则呈现“X”形态，第三产业分别在 2016 年和

2014 年实现了对第二产业的赶超。 

 

 

图 2.4 2011-2020 年地区产业结构发展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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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东部地区产业占比示意图              图 2.6 中部地区产业占比示意图 

 

    

图 2.7 西部地区产业占比示意图            图 2.8 东北地区产业占比示意图 

（2）当前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我国将不再着眼于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是更注重

其发展的质量，发展理念的转变将推动产业结构进一步转型升级。作为经济发展

的源动力，产业自身也正在向着形态更为高级、结构更为合理、分工更为明确的

阶段演化。但目前来看，我国产业发展及转型升级仍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发展方式不合理。相比于发达经济体，我国的产业发展方式尚未得到

根本性转变，仍主要停留在以牺牲资源与环境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上，高投入、高

污染、高耗能、低科技、低效率以及低附加值等问题一直在制约着产业的良性发

展，从而拖缓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步伐。此外，在供给与需求两端，产能严重过

剩和有效需求不足两个突出问题亦会从宏观层面限制产业发展，进而阻碍产业结

构升级。 

第二，产业发展不均衡。一方面，我国地区产业发展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

区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市第三产业占比较大，产业结构型态更为高级，而中西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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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经济较为落后的省市则由于第一、二产业占比较大，产业结构型态相对

低级，并且出现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情况；另一方面，三大产业内部发

展亦存在差异，第一产业虽然比重在逐渐降低，但技术应用却相对落后，农业生

产率低，第二产业规模庞大，门类齐全，但存在质量不高、效率偏低等问题，第

三产业中传统行业占比较大，新兴产业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缺乏市场竞争力。 

第三，金融支持力度弱。在改革开放后的四十余年中，我国金融业发展取得

了卓越成就，有力地支持了经济与产业的快速发展。但随着金融市场趋于完备，

多样化的金融创新使得金融资本“脱实向虚”等问题愈加严重，金融资本对虚拟

经济的青睐以及无效空转使得传统实体产业无法得到有效的资金支持，这无疑会

对产业的发展以及转型升级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以互联网经济为代表的虚拟经

济的出现，更是严重冲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的低回报率使得资金更不

愿意流向实体产业，从而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 

第四，技术投入效益低。作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首要动力，技术的创新与

赋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当前我国技术投入效益低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技术

创新水平低，虽然我国在部分领域的技术已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但受限于国内外

因素，很多领域的技术水平相较发达国家仍落后甚多；二是技术赋能效率低，技

术赋能表现为其对产业发展的支持融合程度，但新兴的科学技术与产业自身的兼

容性存在不足，有效成果的转化率普遍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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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基础与作用路径 

3.1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基础分析 

3.1.1 金融排斥理论 

金融排斥（financial exclusion）概念最早由英国金融地理学家 Andrew Leyshon

和 Nigel Thrift 提出，而后 Kempson E 与 C. Whyley 在前者研究的基础上，从金

融供给与需求的角度对金融排斥进行了拓展，并提出用以衡量金融排斥的六个维

度，即地理排斥、价格排斥、评估排斥、条件排斥、营销排斥与自我排斥。具体

而言，金融排斥是指弱势群体缺少方法与途径接近金融市场，无法获取基本的金

融资源与享受便捷的金融服务，从而始终游离于金融体系之外、不得其门而入的

现象，根据 Kempson E 与 C. Whyley 的理论，主要表现为由于金融机构覆盖范围

等原因，低收入者与小微企业等弱势群体无法就近获得金融服务的地理排斥；金

融机构因风险评估要求或者营销产品时主动将部分弱势群体排斥在金融服务对

象之外的评估排斥和营销排斥；由于金融产品的附加条件或者价格超出部分群体

所承担的能力而将其排除在外的条件排斥和价格排斥。部分群体因自身或外部环

境问题而拒绝接受金融服务的自我排斥。金融排除现象的存在使得大量积聚于第

二、三产业的小微企业无法得到有效的金融支持，从而拖缓了产业自身发展，而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减缓甚至消除金融排斥现象具有积极的影响。 

3.1.2 包容性增长理论 

金融排斥现象催生出经济的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这一概念由亚

洲开发银行于 2007 年正式提出，其倡导机会的平等增长，强调非排他性，即经

济增长不能以牺牲部分群体的基本权益为代价，而应是社会各阶层普遍受惠的共

享式增长模式，是一种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具体而言，包容性增长要做到以

下三点，一是以科学合理的方式推动经济增长；二是每个人都应获得平等发展的

机会；三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共享经济发展成果。而数字普惠金融兼具“数

字化”与“普惠性”的特征，可以打破传统金融存在的金融壁垒，深入传统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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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触及的领域，在提高“长尾”人群金融可得性的同时，亦向第二、三产业中

的小微企业提供了又一有效的金融支持路径，从而推动产业自身发展与结构升级，

真正做到金融发展的“普”与“惠”，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3.1.3 配第-克拉克定理 

17 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 William Petty 在其著作《Political Arithmetic》中表

示工业收益要远大于农业而商业收益也要远大于工业，产业之间的收益差距会使

得劳动力从低收益产业向高收益产业转移。20 世纪英国经济学家 Colin Clark 在

Petty 关于收益与劳动力流动关系的研究基础上，对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时

期三次产业的劳动投入与产出资料进行了归纳总结，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收入

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而待到收入进一步提升时，劳

动力又会进一步向第三产业转移。上述两人的研究从劳动力的角度揭示了经济发

展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即随着经济发展，第一产业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会

逐渐降低，而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会提高，故后人将这种规律称为

“配第-克拉克定理”，它揭示了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分布结构的演变规律，明确

了不同产业收益对于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差异。 

3.1.4 库兹涅茨法则 

美国经济学家 Simon Kuznets 在 Colin Clark 研究的基础上，收集整理了欧美

主要国家的长期经济数据，并从劳动力分布和国民收入两个方面对产业结构的发

展与变革展开进一步论述。他将三次产业分别划分为“农业部门”、“工业部门”

和“服务部门”，指出随着经济发展，农业部门无论是国民收入占比还是劳动力

占比都在不断下降，且前者的下降程度要大于后者，并且由于农业部门的国民收

入要远低于工业部门与服务部门，因此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流失趋势不会停止。工

业部门的国民收入占比呈上升趋势，但是劳动力比重则变化不大。服务部门的国

民收入比重处于稳中有升的态势，而劳动力占比则随着经济发展大幅提升。以上

内容被成为库兹涅茨法则，他强调工业与服务业在国家建设与发展中的重要性，

而随着经济、教育以及科技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农业领域中的劳动力流失是不可

避免的。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24 

3.2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路径分析 

3.2.1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作用路径 

打破传统金融壁垒、提供便捷金融服务、惠及金融“长尾”人群、实现金融

成果共享是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意义所在。根据郭峰（2020）等人的观点，数字

普惠金融的发展是由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三大细分指标来衡量的，

其中覆盖广度是指金融服务的触达程度，具体包括传统金融机构的现实覆盖范围

与基于互联网连接的虚拟覆盖范围，使用深度表示不同客户对金融服务与产品多

样化的需求，例如支付、信贷以及保险等服务和产品，而数字化程度则是体现金

融服务与交易的低门槛、低成本与便利性等特征，如较高的移动化程度、较低的

贷款利率等。相较于传统金融，数字普惠金融凭借其“数字化”与“普惠性”的

优势，为打破金融壁垒，满足企业发展需求、推动产业结构转型提供了强大动力，

具体的直接作用路径如图 3.1 所示。首先，扩大金融服务与产品的供给范围，一

方面有利于满足“长尾”群体的金融需求，促使游离于金融体系之外的资金回流，

在提高企业金融可得性的同时，也为产业发展的提供了金融支持。另一方面，对

金融服务与产品多样化的需求会倒逼金融机构改革发展，设计更具创新性、更为

合理的金融产品供客户选择并由此吸引更多资金。其次，数字普惠金融专注解决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过往由于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而无法获

取资金支持的企业，在“普惠”性资金的专项支持下得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政

策改变了以往资金主要流入规模大、实力强的企业，通过有意引导资金流向，使

得中小微企业也能获取有效的金融支持，实现金融资源的重新配置，进而推动了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最后，无论是满足金融需求，还是提供金融供给，都离不开

数字化支持，互联网及其衍生技术的诞生，打破了传统金融的地域限制，进一步

扩大了金融触达的范围，实现了资金在空间转移上的高效安全，有利于金融资源

的分配与共享，进而推动产业发展与升级。此外，随着交易往来逐渐密切，数字

化技术在降低交易成本、简化交易流程的同时，实现了基于交易信息的信用体系

建设，有助于更好地推动中小微企业的健康成长，塑造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并由此

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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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路径示意图 

3.2.2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作用路径 

（1）通过促进教育发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 

人力资本作为劳动者自身知识、技能等因素的体现，对产业发展具有极其重

要的影响，因此推动教育进步，打造高素质人才是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有效

途径之一。随着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愈发凸显。Raftery

（1993）就指出不同社会阶层对于教育资源的瓜分存在显著差异，只有当上层群

体所需的教育资源得到满足时，下层群体才有可能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而 Lucas

（2001）在 Raftery 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研究后发现，教育机会的不均衡主要体现

在教育数量与质量上的不平等，而想要打破不同阶级之间教育机会的非均等化现

象，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不失为一种良策。首先，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贫困群体提

高家庭收入，改善消费支出结构，将更多资源投入到教育发展中。其次，数字金

融的发展降低了不同群体之间获取教育资源的成本，变相提高了教育投资。最后，

数字普惠金融可对高校及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方面作为非盈利性组织，

高校可以借助数字普惠金融实现资金融通，利用非官方资本对基础设施加以建设；

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供优惠便捷的金融服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

学生创业初期融资难的问题。 

（2）通过提高政府支出影响产业结构升级 

政府组织作为上层建筑之一，具有前瞻性与先进性，而政府行为体现国家意

志，亦是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西方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强调政府在

金融可获得性 

产业结构 

金融支持力度 

金融资源配置 

覆盖广度 

使用深度 
数字普惠 

金融 

数字化程度 

金融往来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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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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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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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中的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Joseph Stiglitz 更是指出政府在资本市场

与社会生产中扮演着不可取代角色，是对“市场失效”的补充。因此推动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除了要借助市场的自我调节外，还要依靠政府的“有意”引导。具

体而言，政府可以宏观统筹地方发展需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支出政策引导资金流

向，达到对不同产业“精准滴灌”的效果，同时鉴于市场的非完全竞争性，政府

支出亦有助于促进产业间的资源配置合理化，实现产业发展的“帕累托最优”。

基于理论与现实的分析可知，数普惠金融可以影响政府支出。首先，数字普惠金

融的政策规划会影响政府的有效支出，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中小微企

业的支持力度使得资金流向第二、三产业，且随着数字化程度的不断推进，支出

方式也更为方便快捷。其次，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资源集聚，这从源头上为政府

支出提供了资金基础。最后，与数字普惠金融相关企业进行政企合作，在满足人

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诉求的同时，也有助于企业的良性发展。 

（3）通过推动互联网建设影响产业结构升级 

自 1994 年初步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历经 20 余年的快速发展，我国互联网

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基于互联网而衍生的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以及人工智

能等高新技术在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同时，也为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提供了技术支持。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之一便是壮大第三产业，因此未

来继续深入挖掘互联网潜力，尤其是推动互联网及衍生产业的良性发展，对于实

现价值转移，优化产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互联网发

展是互利共生的，大多数学者普遍认同互联网推动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且受限于

互联网水平，但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政策需求同样会反向推动互联网建设，首先

从个人角度而言，发展普惠金融的数字化需求会推动偏远地区的互联网建设，搭

建与外界联系的虚拟桥梁，为后续金融服务的普及夯实基础；其次从企业角度来

说，现阶段我国互联网及衍生产业主要由中小微企业构成且大多聚集于第三产业，

而数字普惠金融的使命恰是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助力其快速发展，这在

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互联网技术的更新迭代；最后从国家角度来看，发展数字普惠

金融是实现经济成果共享的有效途径之一，而借助互联网恰好可以打破地域壁垒，

实现区域间的有效融通，具有战略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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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研究设计 

4.1 模型设计及目的 

4.1.1 𝑴𝒐𝒓𝒂𝒏指数—空间特征 

（1）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地理空间权重矩阵是根据各个省份省会所处的经纬度计算出来的平面直线

距离。通常对距离取倒数处理，两地区相距越近，则赋予的关联程度越大，反之

关联程度越小。地理空间权重矩阵的优点是不仅能反映两地区是否“接壤”，还

能反映的“接壤”程度。具体定义如下所示： 

                    𝑊𝑖𝑗 = {

1

𝑑𝑖𝑗
          𝑖 ≠ 𝑗

   0           𝑖 = 𝑗
                     （1） 

其中𝑑𝑖𝑗表示 𝑖 省与 𝑗 省省会间的经纬距离。 

（2）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 

全局𝑀𝑜𝑟𝑎𝑛指数用来甄别所选空间内单位之间的平均关联程度及其显著性，

其计算公式为： 

                𝐼 =
𝑛 ∑ ∑ 𝑊𝑖𝑗(𝑥𝑖−�̅�)𝑛

𝑗=1
𝑛
𝑖=1 (𝑥𝑗−�̅�)

(∑ ∑ 𝑊𝑖𝑗
𝑛
𝑗=1

𝑛
𝑖=1 ) ∑ (𝑥𝑖−�̅�)2𝑛

𝑖=1

              （2） 

𝑥𝑖、𝑥𝑗表示地区 𝑖、𝑗 的变量观测值， 𝑛 为单位个数， 𝑊𝑖𝑗是基于𝑥𝑖、𝑥𝑗构建

的空间权重矩阵，用来表示单位间的空间结构关系。 

（3）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 

局域𝑀𝑜𝑟𝑎𝑛指数用来识别因空间位置不同而可能产生的异空间关联性，以便

观察局部空间地区的不稳定性，其计算公式如下： 

                     𝐼𝑖 = 𝛴𝑤𝑖𝑗𝑧𝑖𝑧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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𝑧𝑖、𝑧𝑗表示地区 𝑖、𝑗 的变量观测值，𝑊𝑖𝑗是基于𝑥𝑖、𝑥𝑗构建的空间权重矩阵，

𝐼𝑖表示省份 𝑖 的观测值与其相邻省份观测值的加权平均之积。 

4.1.2 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分析 

为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及子维度对产业结构和三大产业的影响，设定如下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𝐼𝑠𝑡𝑖𝑡/𝑃𝑟𝑖𝑖𝑡/𝑆𝑒𝑖𝑖𝑡/𝑇𝑒𝑖𝑖𝑡 = 𝛽𝑖 + 𝛽𝑗𝐸𝑥𝑣𝑖𝑡 + 𝛽𝑘𝑋𝑖𝑡 + 𝜇𝑖 + 𝛾𝑡 + 𝜀𝑖𝑡    （4） 

其中𝐼𝑠𝑡𝑖𝑡为核心被解释变量，表示 𝑖 地区 𝑡 时间的产业结构水平，𝑃𝑟𝑖𝑖𝑡、𝑆𝑒𝑖𝑖𝑡、

𝑇𝑒𝑖𝑖𝑡分别为 𝑖 地区 𝑡 时间的第一、二、三产业指数，𝐸𝑥𝑣𝑖𝑡为解释变量的集合，具

体包括 𝑖 地区 𝑡 时间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𝐷𝑖𝑓𝑓𝑖𝑡、覆盖广度𝐶𝑜𝑣𝑖𝑡、使用深度𝑈𝑡𝑑𝑖𝑡

与数字化程度𝐷𝑖𝑔𝑖𝑡，𝑋𝑖𝑡是控制变量的集合，𝜇𝑖为个体效应，𝛾𝑡为时间效应，𝜀𝑖𝑡为

随机扰动项。 

4.1.3 中介效应模型—作用路径 

中介效应（𝑀𝑒𝑑𝑖𝑎𝑡𝑜𝑟 𝐸𝑓𝑓𝑒𝑐𝑡）是指被解释变量𝑌与解释变量𝑋并非单纯的直

接因果关系，而是借助另一变量𝑀间接发生作用，即变量𝑀作为两者间的中介变

量，搭建起𝑋— 𝑀— 𝑌的间接因果链。本文借鉴温忠麟等（2004）的方法，依次

构建如下三个检验模型： 

    𝐼𝑠𝑡𝑖𝑡 = 𝑐𝐷𝑖𝑓𝑓𝑖𝑡 + 𝛼0𝑋𝑖𝑡 + 𝛽0 + 𝜇𝑖 + 𝛾𝑡 + 𝜀𝑖𝑡                 （5a） 

    𝑀𝑖𝑡 = 𝑎𝐷𝑖𝑓𝑓𝑖𝑡 + 𝛼1𝑋𝑖𝑡 + 𝛽1 + 𝜇𝑖 + 𝛾𝑡 + 𝜀𝑖𝑡                  （5b） 

    𝐼𝑠𝑡𝑖𝑡 = �́�𝐷𝑖𝑓𝑓𝑖𝑡 + 𝑏𝑀𝑖𝑡 + 𝛼2𝐶𝑋𝑖𝑡 + 𝛽2 + 𝜇𝑖 + 𝛾𝑡 + 𝜀𝑖𝑡          （5c） 

其中，系数𝑐是解释变量𝐷𝑖𝑓𝑓𝑖𝑡对被解释变量𝐼𝑠𝑡的总效应，系数𝑎为解释变量

𝐷𝑖𝑓𝑓𝑖𝑡对中介变量𝑀𝑖的效应；系数𝑏是在控制了解释变量𝐷𝑖𝑓𝑓𝑖𝑡的影响后，中介变

量𝑀𝑖对被解释变量𝐼𝑠𝑡的效应；系数�́�是在控制了中介变量𝑀𝑖的影响后, 解释变量

𝐷𝑖𝑓𝑓𝑖𝑡对被解释变量𝐼𝑠𝑡的直接效应，𝑀𝑖𝑡为中介变量教育发展𝐸𝑑𝑢𝑖𝑡、政府支出

𝑆𝑡𝑎𝑖𝑡与互联网建设𝐼𝑛𝑡𝑖𝑡，𝑋𝑖𝑡是控制变量的集合，𝜇𝑖为个体效应，𝛾𝑡为时间效应，

𝜀𝑖𝑡为随机扰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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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面板门槛模型—非线性研究 

门槛模型（Hansen，1999）能够刻画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

影响，亦是对传统线性关系的拓展与补充，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与意义。因此为

进一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差异化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设定如下面板门槛

模型： 

𝐼𝑠𝑡𝑖𝑡 = 𝛼0 + 𝛽1(𝑇𝑣𝑎𝑟 ≤ 𝑡𝑣𝑎𝑙1)𝐷𝑖𝑓𝑓𝑖𝑡 + 𝛽2(𝑡𝑣𝑎𝑙1 < 𝑇𝑣𝑎𝑟 ≤ 𝑡𝑣𝑎𝑙2)𝐷𝑖𝑓𝑓𝑖𝑡 +

             𝛽3(𝑇𝑣𝑎𝑟 > 𝑡𝑣𝑎𝑙2)𝐷𝑖𝑓𝑓𝑖𝑡 +  𝛽𝑋𝑖𝑡 + 𝜇𝑖 + 𝛾𝑡 + 𝜀𝑖𝑡         （6） 

其中，𝑇𝑣𝑎𝑟为门槛变量，𝑡𝑣𝑎𝑟𝑙𝑖为门槛值，𝐼𝑠𝑡𝑖𝑡表示产业结构水平，𝐷𝑖𝑓𝑓𝑖𝑡表

示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𝑋𝑖𝑡是控制变量的集合，𝜇𝑖为个体效应，𝛾𝑡为时间

效应，𝜀𝑖𝑡为随机扰动项。 

4.2 数据选取与分析 

4.2.1 被解释变量 

核心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指数（𝐼𝑠𝑡）。大量研究表明，第三产业的快速发

展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表现，第三产业越发达，意味着产业结构越高级。

本文借鉴徐敏等人（2015）的做法，通过赋予第一、二、三产业不同权重的方法

表征产业结构水平，具体方法如下： 

          𝐼𝑠𝑡𝑖𝑡 = 𝐼1,𝑖𝑡/𝐼𝑖𝑡 + 𝐼2,𝑖𝑡/𝐼𝑖𝑡 × 2 + 𝐼3,𝑖𝑡/𝐼𝑖𝑡 × 3        （7） 

其中𝐼𝑖𝑡、𝐼1,𝑖𝑡、𝐼2,𝑖𝑡、𝐼3,𝑖𝑡分别表示 𝑖 省/直辖市/自治区、𝑡 时刻的总产值、第一

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和第三产业产值。 

被解释变量：第一产业指数（𝑃𝑟𝑖𝑖𝑡）、第二产业指数（𝑆𝑒𝑖𝑖𝑡）和第三产业指

数（𝑇𝑒𝑖𝑖𝑡）。过往研究对三大产业指标的选取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各产业产

值与𝐺𝐷𝑃的比值，二是产业的增加值。前者忽视了产业的绝对规模，即随着𝐺𝐷𝑃

的不断增加，会出现规模增大比值却在下降的情况。而后者往往由于数值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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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会进行对数处理，但这样无法很好地衡量产业产值的变动情况，基于此，本

文采用对应的产业产值𝐼n,𝑖𝑡与基年产业产值𝐼n,𝑖,2011的比值来表示其发展情况。 

4.2.2 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𝐷𝑖𝑓𝑓𝑖𝑡）、覆盖广度（𝐶𝑜𝑣𝑖𝑡）、使用深度（𝑈𝑡𝑑𝑖𝑡）以及数字化

程度（𝐷𝑖𝑔𝑖𝑡）。对于如何衡量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已有众多学者做了细致的研

究，其中北京大学数字研究中心对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

认同，因此这里采用其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子维度指标（2011-2020）来度

量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借鉴过往学者的做法，对原始

数据除以 100 进行标准化处理。 

4.2.3 控制变量 

金融发展（𝐹𝑖𝑠𝑖𝑡）。金融发展可以有效促进市场资金进行合理调配，正确引

导资金流向，从而带动产业结构升级。但过度金融化则会显著抑制企业的实业投

资，“脱实向虚”的投资政策会对产业结构带来不利影响。这里选用各省市存贷

款余额与𝐺𝐷𝑃的比值作为代理变量来衡量金融发展。 

技术进步（𝑇𝑒𝑒𝑖𝑡）。技术进步作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根本动能，在改

造传统产业结构的同时，亦会催生新的产业形成，进而加速产业结构升级，但科

研投入占比低、投资结构不合理、有效需求不足等因素也会阻碍技术进步发挥作

用。这里选用各省市𝐺𝐷𝑃与专利数的比值作为代理变量来衡量技术进步。 

对外开放（𝑂𝑡𝑤𝑖𝑡）。对外开放对于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导向性作用，会加速资

本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但当前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

外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影响。这里选用各省市进出口总额与𝐺𝐷𝑃的比值作

为代理变量来衡量对外开放。 

城镇化建设（𝑈𝑟𝑏𝑖𝑡）。城镇化建设不仅加速了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的流动，

也带动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进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但随着劳

动力转移逐渐陷入瓶颈，继续推行城镇化进程可能会对产业结构产生负面影响。

这里选用各省市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作为代理变量来衡量城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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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水平（𝐸𝑑𝑖𝑖𝑡）。多数学者普遍认为，经济发展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

目前我国仍处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期，经济发展带来的波动影响可能会对产业

结构产生巨大的不确定性冲击。这里选用各省市𝐺𝐷𝑃与人口总数的比值作为代理

变量来衡量经济水平。 

4.2.4 中介变量 

教育发展（𝐸𝑑𝑢𝑖𝑡），教育水平的提升能从源头上为产业发展提供专业人才与

技术支持，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动力之一。这里选用各省市高等教育在校

人数与高等院校数的比值作为代理变量。 

政府支出（𝑆𝑡𝑎𝑖𝑡），政府可以宏观统筹发展需要，利用投资等手段对产业发

展进行有意识干预，引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里选用各省市财政支出与财政收

入的比值作为代理变量。 

互联网建设（𝐼𝑛𝑡𝑖𝑡），互联网及衍生技术对于推动产业发展现代化、加速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大影响。这里选用各省市入网人数与总人口的比值作为代

理变量。 

4.2.5 描述性统计分析与数据来源 

各变量选取的时间跨度为 2011-2020 年，范围覆盖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及

直辖市，具体描述性统计如表 4.1 所示，通过观察各项指标的平均值、最大最小

值及方差，可以看出各项指标十年间变化较大，省际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其

中对外开放这一指标最大值 1.743，最小值 0.017，差距最大，表明各省市在与外

界交流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产业结构指数最大值 2.834，最小值 2.133，差距最小，

表明绝大部分省市间的产业结构变化并不大，而除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金融发展

外，其余指标的标准差均远小于 1，表明其波动程度较小。所有数据来源于各省

市《统计年鉴》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 年）》。 

 

表 4.1 变量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 指标 𝑽𝒂𝒓 样本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指数 𝐼𝑠𝑡 310 2.395 0.122 2.133 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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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指标 𝑽𝒂𝒓 样本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第一产业指数 𝑃𝑟𝑖 310 1.353 0.358 0.773 3.496 

第二产业指数 𝑆𝑒𝑖 310 1.364 0.379 0.708 3.788 

第三产业指数 𝑇𝑒𝑖 310 1.789 0.594 1.000 3.261 

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 𝐷𝑖𝑓𝑓 310 2.162 0.971 0.162 4.319 

覆盖广度 𝐶𝑜𝑣 310 1.966 0.965 0.020 3.970 

使用深度 𝑈𝑡𝑑 310 2.111 0.982 0.068 4.888 

数字化程度 𝐷𝑖𝑔 310 2.902 1.172 0.076 4.622 

控制变量 

金融发展 𝐹𝑖𝑠 310 3.380 1.139 1.478 7.552 

技术进步 𝑇𝑒𝑒 310 8.332 0.725 6.982 10.640 

对外开放 𝑂𝑡𝑤 310 0.388 0.397 0.017 1.743 

城镇化建设 𝑈𝑟𝑏 310 0.580 0.130 0.228 0.893 

经济水平 𝐸𝑑𝑖 310 10.817 0.439 9.706 12.935 

中介变量 

教育发展 𝐸𝑑𝑢 310 9.1523 0.2490 8.3913 9.7114 

政府支出 𝑆𝑡𝑎 310 2.6040 1.7402 1.0737 13.8442 

互联网建设 𝐼𝑛𝑡 310 0.2067 0.0934 0.0414 0.4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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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5.1 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的空间特征分析 

5.1.1 全局自相关检验及分析 

表 5.1 展示了在地理空间权重矩阵下，全国 31 个省份、自治区及直辖市 2011-

2020 年的全局𝑀𝑜𝑟𝑎𝑛指数测度结果。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𝑀𝑜𝑟𝑎𝑛指数均

为正值且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可见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存在显著

的空间正相关性，发展水平高（低）的省份趋于聚集，且随着时间的推移，𝑀𝑜𝑟𝑎𝑛

指数呈现增长的趋势，表明空间集聚愈加明显。而产业结构的𝑀𝑜𝑟𝑎𝑛指数同样均

为正值且通过了 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并且𝑀𝑜𝑟𝑎𝑛指数在逐年增长的同时，显

著性水平亦得到了提高。 

 

表 5.1 全局𝑴𝒐𝒓𝒂𝒏指数 

数字普惠金融 产业结构 

时间 𝑰 𝒁 𝑷 时间 𝑰 𝒁 𝑷 

2011 0.116 4.314 0.000 2011 0.036 2.193 0.028 

2012 0.137 4.957 0.000 2012 0.038 2.249 0.025 

2013 0.131 4.820 0.000 2013 0.030 1.995 0.046 

2014 0.132 4.846 0.000 2014 0.036 2.176 0.030 

2015 0.105 4.072 0.000 2015 0.044 2.444 0.015 

2016 0.129 4.782 0.000 2016 0.049 2.580 0.10 

2017 0.134 4.935 0.000 2017 0.051 2.654 0.008 

2018 0.144 5.190 0.000 2018 0.058 2.913 0.004 

2019 0.148 5.299 0.000 2019 0.058 3.380 0.001 

2020 0.153 5.434 0.000 2020 0.087 3.791 0.000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34 

5.1.2 局部自相关检验及分析 

鉴于全局空间相关性检验不能很好地描述局部地区的空间相关性，因此继续

从省级层面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的局部空间相关性进行分析。一般而言，

局部空间相关性分为四类，分别是“高-高（𝐻𝐻）”集聚、“高-低（𝐻𝐿）”集聚、

“低-高（𝐿𝐻）”集聚和“低-低（𝐿𝐿）”集聚。“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表明

该区域的观测值与周边区域存在正相关性，“高-低”集聚和“低-高”集聚表明该

区域的观测值与周边区域存在负相关性。根据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拟先将

莫兰散点图表格化，再分别选取 2011 年、2014 年、2017 年及 2020 年各省市数

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的空间集聚状况进行分析，具体如表 5.2、表 5.3 所示。 

 

表 5.2 数字普惠金融莫兰散点图分布情况 

𝒗𝒂𝒓 2011 年 2014 年 2017 年 2020 年 

𝐷𝑓𝑖𝑖 

𝐻𝐻 

天津 上海 浙江 

北京 福建 江苏 

海南 辽宁 

天津 上海 浙江 

北京 福建 山东 

湖北 辽宁 江苏  

安徽  

天津 上海 浙江  

福建 山东 湖北  

江苏 安徽 

上海 浙江 福建 

江苏 湖北 山东  

天津 安徽 海南  

河南 江西 

𝐿𝐻 

湖北 山东 河北 江

西 安徽 吉林 湖南 

河南 内蒙古 

江西 河北 湖南  

吉林 河南 

江西 河北 河南  

湖南 
河北 湖南 

𝐿𝐿 

山西 贵州 西藏 

新疆 云南 甘肃 

青海 宁夏 广西 

黑龙江 

山西 贵州 西藏  

甘肃 四川 宁夏  

新疆 青海 广西 

海南 云南 

黑龙江 内蒙古 

山西 贵州 西藏  

甘肃 四川 宁夏  

新疆 青海 广西 

云南 吉林 辽宁  

陕西 黑龙江 内蒙古 

山西 贵州 四川  

青海 甘肃 西藏  

新疆 广西 云南  

宁夏 辽宁 吉林  

内蒙古 黑龙江 

𝐻𝐿 广东 陕西 重庆 四川 重庆 广东 陕西 北京 广东 重庆 海南 北京 广东 重庆 陕西 

 

表 5.3 产业结构莫兰散点图分布情况 

𝒗𝒂𝒓 2011 年 2014 年 2017 年 2020 年 

𝐼𝑠𝑡 

𝐻𝐻 
北京 天津 浙江  

江苏 上海 

北京 天津 浙江 

 江苏  

北京 天津 浙江  

江苏 辽宁 山西 

北京 天津 浙江  

江苏 山东 山西  

辽宁 上海 

𝐿𝐻 

河北 山东 安徽  

辽宁 山西  

黑龙江 内蒙古 

河北 山东 安徽  

福建 辽宁 山西  

河南 黑龙江 内蒙古 

河北 山东 安徽  

福建 河南 江西  

黑龙江 内蒙古 

河北 安徽 河南 

福建 江西 

黑龙江 内蒙古 

𝐿𝐿 

新疆 河南 四川  

广西 湖南 湖北  

陕西 海南 云南  

甘肃 福建 江西 

江西 新疆 广西  

湖南 湖北 甘肃  

宁夏 海南 云南  

吉林 四川 河南  

贵州 

新疆 贵州 广西  

海南 四川 云南  

甘肃 宁夏 陕西  

湖北 青海 

湖北 陕西 湖南  

吉林 云南 广西  

新疆 海南 西藏  

贵州 青海 四川  

吉林 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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𝒗𝒂𝒓 2011 年 2014 年 2017 年 2020 年 

𝐻𝐿 

宁夏 吉林 贵州  

青海 广东 西藏  

重庆 

青海 广东 重庆  

西藏 上海 

吉林 广东 重庆  

西藏 上海 湖南 
广东 重庆  

从表 5.2 中可以看出，各省市数字普惠金融的局部集聚形式主要表现为高-

高集聚和低-低集聚，前者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浙江、江苏、上海、福建等）以

及京津地区，后者主要分布在西北内陆（甘肃、新疆、青海等）以及云贵地区，

而低-高集聚和高-低集聚则大多分布于中部（湖北、湖南、河南等）以及西部发

达地区。综合来看，我国局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分布状况在 2011 年至 2020

年的十年间变化不大，基本维持东南沿海发展水平高、西北内陆发展水平低的态

势，中部地区以过渡形式存在，扮演数字普惠金融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发展的

桥梁纽带角色。 

从表 5.3 中可以看出，各省市产业结构的局部集聚形式主要表现为低-高集

聚和低-低集聚，前者主要分布在中部及东北地区（安徽、河南、内蒙古、黑龙江

等），后者主要分布在西北及西南内陆地区（陕西、甘肃、云南、四川等），而高

-高集聚高-低集聚则主要分布于江浙沪广及京津地区，但中西部也有部分省份处

于其中。综合来看，我国区域产业结构的分布特征并不如数字普惠金融那般存在

较为明显的阶梯式特点，而是更多地表现为区域各自发展态势，其原因一方面可

能是我国整体产业结构发展水平仍较低，另一方面则是发达省市对新兴产业的

“虹吸效应”较为明显。 

5.2 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回归分析 

5.2.1 整体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如表 5.4 和表 5.5 所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

正向影响，具体表现为对第一产业的抑制和对第二、三产业的推动，其原因可以

从数字化和普惠性两个角度阐述。当前我国经济向着高质量阶段发展，这势必要

求在夯实第二产业的基础上，将发展重心逐步移向第三产业，因此会加大对第二、

三产业的扶持力度，而扶持效果会在金融数字化的支持下放大，并且我国大量的

中小微企业主要集中在二、三产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突出问题也集中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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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产业，那么具有普惠性质的金融政策与资金无疑对改善企业外部融资环境、

降低融资成本具有积极意义。综上所述，两方面共同推动了第二、三产业的加速

发展，而第一产业则由于需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态势以及上述原因的“挤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其发展产生了些许阻碍。 

鉴于控制变量并非本文的研究重点，因此只针对核心被解释变量 𝐼𝑠𝑡 做部分

解释说明。在控制时间效应后，控制变量的系数均未发生明显的变化，只是显著

性水平有所下降，因此考虑从时间角度对控制变量的不显著予以解释。金融发展

（𝐹𝑖𝑠）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正向的，但是对于企业来说，能否获取长期

稳定的金融支持至关重要，在一段时间内，与产业相关的金融政策发生变动会消

减金融支持的效果；对外开放（𝑂𝑡𝑤）对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积极影响，这

主要体现在投资与进出口，外资的涌入会弥补部分产业资金的空缺，而进出口会

引导产业朝高附加值的方向发展，但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产业体系趋于

完善以及进一步扩大内需的系列政策出台，这些因素无疑会削弱投资与进出口对

产业结构的推动作用；在推进城镇化建设（𝑈𝑟𝑏）的早期，非城镇地区存在的大

量空余土地资源被用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这对于促进二、三产业发展，实现

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积极作用，但现阶段我国城镇化建设已经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部分省市的城镇化率高达 90%，在维持耕地红线的前提下，通过继续压缩第一产

业并以此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方法并不可取，这一点在东部地区尤为明显。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数字普惠金融三大子维度（覆盖广度、使

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以验证数字普惠金融与子维度对

产业结构和三大产业的影响是否具有一致性。表 5.4 罗列了覆盖广度、使用深度

与数字化程度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三者对于推动产业结构

升级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从影响力度来看，覆盖广度最大，使用深度次之，

数字化程度最小，上述结果初步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子维度对产业结构的影

响存在一致性。表 5.5 则展示了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对三大产业的

影响，对第一产业而言，虽然覆盖广度对其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使用深

度与数字化程度均会抑制其发展，且两者的作用效果之和要大于覆盖广度，因此

整体上表现出数字普惠金融对第一产业发展的抑制效果；而对于第二、三产业，

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均表现出对其的显著推动作用，但在数字化程度上的表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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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同，对第二产业的推动作用不明显而对第三产业明显，其原因可能是数字化

建设在第三产业更具成效。但综合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子维度对产业结构和三大

产业的影响同样是存在一致性的，再结合上述的初步结论，从而可以证明数字普

惠金融与子维度对产业结构和三大产业的影响具有一致性。 

 

表 5.4 数字普惠金融及三维度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 

𝑽𝒂𝒓  𝑭𝒆_𝑰𝒔𝒕 

𝐷𝑖𝑓𝑓 
0.0421*** 

（8.42） 

0.0411*** 

（7.34） 
   

𝐶𝑜𝑣   
0.0452*** 

（7.75） 
  

𝑈𝑡𝑑    
0.0376*** 

（6.75） 
 

𝐷𝑖𝑔     
0.0288*** 

（7.22） 

𝐹𝑖𝑠 
0.0129** 

（1.98） 

0.0097 

（1.53） 

0.0104* 

（1.67） 

0.0094 

（1.42） 

0.0137** 

（2.08） 

𝑇𝑒𝑒 
0.0122* 

（1.66） 

0.0164** 

（2.22） 

0.0194*** 

（2.63） 

0.0144* 

（1.90） 

0.0090 

（1.22） 

𝑂𝑡𝑤 
0.0226* 

（1.94） 

0.0186 

（1.43） 

0.0240* 

（1.71） 

0.0178 

（1.28） 

0.0151 

（1.30） 

𝑈𝑟𝑏 
0.1307** 

（2.16） 

0.0574 

（1.00） 

0.0069 

（0.13） 

0.1354** 

（2.03） 

0.1118 

（1.56） 

𝐸𝑑𝑖 
-0.0133 

(-0.88) 

-0.0211 

（-1.89） 

-0.2169 

（-1.38） 

-0.0184 

（-1.27） 

-0.0146 

（-1.13） 

𝐶𝑜𝑛𝑠 
2.5215*** 

（13.41） 

2.6750*** 

（13.61） 

2.6792*** 

（13.97） 

2.5993*** 

（14.04） 

2.6228*** 

（14.78）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𝑂𝑏𝑠 310 310 310 310 310 

 

表 5.5 数字普惠金融及三维度对三大产业的影响结果 

𝑽𝒂𝒓 𝑭𝒆_𝑷𝒓𝒊 𝑭𝒆_𝑺𝒆𝒊 𝑭𝒆_𝑻𝒆𝒊 

𝐷𝑖𝑓𝑓 
-0.5544*** 

(-2.76) 
   

0.5915*** 

（2.87） 
   

0.6157*** 

（3.86） 
   

𝐶𝑜𝑣  
0.4899* 

（1.72） 
   

0.9782*** 

（3.63） 
   

1.4333*** 

（7.43） 
  

𝑈𝑡𝑑   
-0.3753*** 

（-3.04） 
   

0.2725* 

（1.93） 
   

0.1786*** 

（1.94） 
 

𝐷𝑖𝑔    
-0.2646*** 

（-4.12） 
   

0.0321 

（0.53） 
   

0.2947*** 

（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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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𝑂𝑏𝑠 310 310 310 310 310 310 310 310 310 310 310 310 

5.2.2 区域异质性分析 

基于国内学者研究结论与前文实证结果，可以明确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空间

格局存在东高西低的形式，更细致地可以划分为东高-中次-西低逐渐递减的过渡

形式，因此考虑研究该特征会对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带来何种的影响。依据我国

经济区域划分并考虑样本数据的平衡性，参考已有学者的做法，将北京、天津、

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划入东部地区，山西、安徽、

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划入中部地区，内蒙古、广西、

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划入西部地区。

回归结果如表 5.6-表 5.11 所示，可考虑从两个维度切入进行分析。 

从数字普惠金融及子维度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来看，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

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最大，东部次之，

中部存在不确定性，原因可能是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形态较为落后，第一、二产

业比重较大，产业结构升级存在很大的上升潜力，并且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借鉴

东部地区成熟的经验与做法，实现快速发展。而东部地区由于部分省市的产业结

构调整已经陷入了瓶颈期，产业结构趋于稳定并且不再追求产业高级化，而是向

着产业合理化发展，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对其的影响呈现回落态势。中部地区则由

于周边诸如京津、陕西、成渝、江浙等省市具有很强的虹吸效应，因而不利于本

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发展，且从长期来看，中部地区缺乏有效的政策支持，这些

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造成不确定性冲击。

而其子维度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同样存在较为明显的异质性，其中对于东西部

地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中部地

区，覆盖广度仅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表现为促进作用，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

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不明显，上述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子维度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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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结构的影响同样存在区域一致性，且结合数字普惠金融对中部产业结构的不确

定性冲击可知，借助数字普惠金融实现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任重而道远。 

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子维度对区域三大产业的影响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于

东、中、西部地区的第二产业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整体回归一致，一方面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加速了资本在工业领域的流动，搭建起连接资金供求双方的

又一平台，能够有效弥补第二产业发展的资金缺口。另一方面，随着绿色普惠金

融政策的落地实施，依托于数字化工具，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精准地获得普惠性

资金，实现快速发展。对于第一产业，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则存在显著的差异，

这可能与我国的人口地理结构有关，东部地区地狭人稠，能够用于耕作的土地更

是少之又少，在数字普惠金融的推动下，规模很小的第一产业极易受到来自二、

三产业的挤压作用而产生负面影响。而西部地区地广人稀，种植养殖业占有很大

的比重，第二、三产业的挤压作用并不突出，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沟通东、西地区

的资源纽带，推动了资金技术的跨区转移，实现了对西部地区第一产业的金融支

持。第三产业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核心，数字普惠金融在中、西部对其存在显著

的正向影响，而在东部则具有不确定性，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的第三产业发展已

经陷入了瓶颈期，通过压缩一、二产业规模，实现更进一步的方法已不可取，并

且部分省市已经向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这势必会对第三产业的发展有所限制。

同样对其子维度也进行进一步阐述，在东部地区，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对第一

产业均表现为显著的负向影响，覆盖广度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而对于第二产业

则仅有覆盖广度表现出推动作用；尽管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产业结构的影响不显

著，但是覆盖广度与数字化程度均对其仍表现出一定的正向作用。在中部地区，

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对第一产业的影响与数字普惠金融一致，具

有不确定性；三者对于第二、三产业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覆盖广度对第二

产业的作用不明显。在西部地区，覆盖广度显著影响了第一产业，三者对于第二、

三产业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使用深度对第二产业的作用不明显。 

 

表 5.6 数字普惠金融及三维度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东部） 

𝑽𝒂𝒓 𝑭𝒆_𝑰𝒔𝒕 

𝐷𝑖𝑓𝑓 
0.0379***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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𝑽𝒂𝒓 𝑭𝒆_𝑰𝒔𝒕 

𝐶𝑜𝑣  
0.0450*** 

（4.56） 
  

𝑈𝑡𝑑   
0.0290*** 

（2.69） 
 

𝐷𝑖𝑔    
0.0221*** 

（2.94） 

控制变量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𝑂𝑏𝑠 100 100 100 100 

 

表 5.7 数字普惠金融及三维度对三大产业的影响结果（东部） 

𝑽𝒂𝒓 𝑭𝒆_𝑷𝒓𝒊 𝑭𝒆_𝑺𝒆𝒊 𝑭𝒆_𝑻𝒆𝒊 

𝐷𝑖𝑓𝑓 
-0.7385*** 

(-3.22) 
   

0.4284* 

(1.72) 
   

0.3208 

(1.45) 
   

𝐶𝑜𝑣  
0.1475 

（0.50） 
   

0.7366*** 

（3.76） 
   

0.8187*** 

（3.35） 
  

𝑈𝑡𝑑   
-0.2927** 

（-2.30） 
   

0.1185 

（1.04） 
   

0.0735 

（0.66） 
 

𝐷𝑖𝑔    
-0.3558*** 

（-3.97） 
   

0.0273 

（0.35） 
   

0.3085*** 

（5.21） 

控制变量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𝑂𝑏𝑠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表 5.8 数字普惠金融及三维度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中部） 

𝑽𝒂𝒓 𝑭𝒆_𝑰𝒔𝒕 

𝐷𝑖𝑓𝑓 
0.0277 

(1.59) 
   

𝐶𝑜𝑣  
0.0341* 

（1.80） 
  

𝑈𝑡𝑑   
0.0239 

（1.56） 
 

𝐷𝑖𝑔    
0.0098 

（0.79） 

控制变量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𝑂𝑏𝑠 90 90 9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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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数字普惠金融及三维度对三大产业的影响结果（中部） 

𝑽𝒂𝒓 𝑭𝒆_𝑷𝒓𝒊 𝑭𝒆_𝑺𝒆𝒊 𝑭𝒆_𝑻𝒆𝒊 

𝐷𝑖𝑓𝑓 
-0.1644 

(-0.93) 
   

0.7708*** 

(3.61) 
   

1.2687*** 

(7.64) 
   

𝐶𝑜𝑣  
-0.2650 

（-1.19） 
   

-0.0177 

（-0.07） 
   

1.2283*** 

（4.39） 
  

𝑈𝑡𝑑   
-0.0958 

（-0.78） 
   

0.0587*** 

（4.42） 
   

0.7595*** 

（6.68） 
 

𝐷𝑖𝑔    
0.0053 

（0.07） 
   

0.3956*** 

（5.95） 
   

0.2393*** 

（3.90） 

控制变量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𝑂𝑏𝑠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表 5.10 数字普惠金融及三维度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西部） 

𝑽𝒂𝒓 𝑭𝒆_𝑰𝒔𝒕 

𝐷𝑖𝑓𝑓 
0.0383*** 

（3.93） 
   

𝐶𝑜𝑣  
0.0398*** 

（4.01） 
  

𝑈𝑡𝑑   
0.0365*** 

（3.56） 
 

𝐷𝑖𝑔    
0.0239*** 

（3.41） 

控制变量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𝑂𝑏𝑠 120 120 120 120 

 

表 5.11 数字普惠金融及三维度对三大产业的影响结果（西部） 

𝑽𝒂𝒓 𝑭𝒆_𝑷𝒓𝒊 𝑭𝒆_𝑺𝒆𝒊 𝑭𝒆_𝑻𝒆𝒊 

𝐷𝑖𝑓𝑓 
0.8778** 

(2.51) 
   

2.2041*** 

(3.85) 
   

0.8032*** 

(3.56) 
   

𝐶𝑜𝑣  
2.5714*** 

（4.62） 
   

1.4654* 

（1.92） 
   

1.1094*** 

（3.32） 
  

𝑈𝑡𝑑   
-0.2841 

（-1.28） 
   

0.7521** 

（2.12） 
   

0.1475 

（1.09） 
 

𝐷𝑖𝑔    
0.1469 

（1.59） 
   

0.3154*** 

（2.81） 
   

0.3764*** 

（6.67） 

控制变量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𝑂𝑏𝑠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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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5.3.1 剔除特殊样本 

鉴于直辖市具有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与其余省份相比存在较大优势，因此

借鉴张彩云（2020）等人的做法，在剔除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四个直辖市的

原始数据后重新进行实证估计，结果如表 5.12 和表 5.13 所示，与前文结果相比

并无显著变化。 

 

表 5.12 数字普惠金融及三维度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 

𝑽𝒂𝒓 𝑭𝒆_𝑰𝒔𝒕 

𝐷𝑖𝑓𝑓 
0.0507*** 

（7.87） 
   

𝐶𝑜𝑣  
0.0537*** 

（7.65） 
  

𝑈𝑡𝑑   
0.0475*** 

（7.29） 
 

𝐷𝑖𝑔    
0.0338*** 

（7.72） 

控制变量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𝑂𝑏𝑠 270 270 270 270 

 

 

表 5.13 数字普惠金融及三维度对三大产业的影响结果 

𝑽𝒂𝒓 𝑭𝒆_𝑷𝒓𝒊 𝑭𝒆_𝑺𝒆𝒊 𝑭𝒆_𝑻𝒆𝒊 

𝐷𝑖𝑓𝑓 
-0.2830* 

(-1.73) 
   

0.7764*** 

（3.52） 
   

0.9013*** 

（5.76） 
   

𝐶𝑜𝑣  
0.5145* 

（1.79） 
   

0.9451*** 

（3.05） 
   

1.4264*** 

（7.02） 
  

𝑈𝑡𝑑   
-0.2633** 

（-2.01） 
   

0.4113*** 

（2.64） 
   

0.3613*** 

（3.79） 
 

𝐷𝑖𝑔    
-0.1559*** 

（-3.18） 
   

0.0679 

（1.09） 
   

0.2643*** 

（6.51） 

控制变量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𝑂𝑏𝑠 270 270 270 270 270 270 270 270 270 270 270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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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替换被解释变量 

参考蔡海亚（2017）等人的研究，将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比值作为核心被

解释变量𝐼𝑠𝑡的替换变量，𝑃𝑟𝑖、𝑆𝑒𝑖与𝑇𝑒𝑖分别取其产业增加值的对数作为替换变

量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5.14 和表 5.15 所示，与前文相比没有显著差异，

结果是稳健的。 

 

表 5.14 数字普惠金融及三维度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 

𝑽𝒂𝒓 𝑭𝒆_𝑰𝒔𝒕 

𝐷𝑖𝑓𝑓 
0.2714*** 

（6.42） 
   

𝐶𝑜𝑣  
0.2900*** 

（5.74） 
  

𝑈𝑡𝑑   
0.2532*** 

（6.95） 
 

𝐷𝑖𝑔    
0.1972*** 

（7.17） 

控制变量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𝑂𝑏𝑠 310 310 310 310 

 

 

表 5.15 数字普惠金融及三维度对三大产业的影响结果 

𝑽𝒂𝒓 𝑭𝒆_𝑷𝒓𝒊 𝑭𝒆_𝑺𝒆𝒊 𝑭𝒆_𝑻𝒆𝒊 

𝐷𝑖𝑓𝑓 
-0.3622*** 

(-2.96) 
   

0.3951*** 

（3.25） 
   

0.2475*** 

（3.97） 
   

𝐶𝑜𝑣  
0.1958 

（1.26） 
   

0.5832*** 

（3.74） 
   

0.5329*** 

（6.79） 
  

𝑈𝑡𝑑   
-0.2099*** 

（-2.95） 
   

0. 1684** 

（2.27） 
   

0.0773** 

（2.16） 
 

𝐷𝑖𝑔    
-0.1723*** 

（-4.23） 
   

0.0491 

（1.37） 
   

0.1892*** 

（10.36） 

控制变量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𝑂𝑏𝑠 310 310 310 310 310 310 310 310 310 310 310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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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缩短样本周期 

2016 年《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的正式提出标志着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

展进入黄金时期，因此以 2016 年为起止点，前后各选取 3 年，共计 7 年的数据

作为样本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 5.16 和表 5.17 所示，与前文相比较并

无显著差异。 

 

表 5.16 数字普惠金融及三维度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 

𝑽𝒂𝒓 𝑭𝒆_𝑰𝒔𝒕 

𝐷𝑖𝑓𝑓 
0.0706*** 

（6.18） 
   

𝐶𝑜𝑣  
0.0711*** 

（6.99） 
  

𝑈𝑡𝑑   
0.0527*** 

（3.83） 
 

𝐷𝑖𝑔    
0.0303*** 

（4.51） 

控制变量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𝑂𝑏𝑠 217 217 217 217 

 

 

表 5.17 数字普惠金融及三维度对三大产业的影响结果 

𝑽𝒂𝒓 𝑭𝒆_𝑷𝒓𝒊 𝑭𝒆_𝑺𝒆𝒊 𝑭𝒆_𝑻𝒆𝒊 

𝐷𝑖𝑓𝑓 
-0.1622 

(-0.71) 
   

0.6570*** 

（3.65） 
   

0.6155*** 

（3.68） 
   

𝐶𝑜𝑣  
0.7760* 

（2.00） 
   

1.3552*** 

（5.41） 
   

1.4364*** 

（6.14） 
  

𝑈𝑡𝑑   
-0.0902 

（-0.69） 
   

0.3378*** 

（2.46） 
   

0.2717** 

（2.56） 
 

𝐷𝑖𝑔    
-0.1769** 

（-2.57） 
   

0.0449 

（0.91） 
   

0.0388 

（0.82） 

控制变量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𝑂𝑏𝑠 217 217 217 217 217 217 217 217 217 217 217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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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工具变量法 

常规的稳健性检验有可能出现因遗漏变量或逆向因果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为使所得结果更加准确可靠，采用工具变量法对前文结果作进一步检验。参考张

杰（2017）等人思路，选用相邻省份政府财政支出的均值（𝐺𝑜𝑒𝑖𝑡）作为本地数字

普惠金融的工具变量，其具体设定如下： 

                      𝐺𝑜𝑒𝑖𝑡 =
∑ 𝑔𝑜𝑒𝑗𝑡

𝑛
𝑗=1

𝑛𝑖
                 （8）   

其中，𝐺𝑜𝑒𝑖𝑡表示与 𝑖 省市 𝑡 时刻相邻省市的政府财政支出均值，𝑔𝑜𝑒𝑖𝑡表示 𝑗 

省市 𝑡 时刻的政府财政支出，𝑛𝑖表示与 𝑖 省市相邻的省级行政区个数。 

作为工具变量，必须要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的要求。政府财政支出会改善本

省市基础设施的状况，打通与周边省市的交流渠道，扩大双方在经济、民生邻域

的合作，以此实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区域共同发展，此外也有研究表明政府支出会

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正向影响周边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因此两者是具有相关

性的。而政府财政支出往往是由本省市的经济水平和未来的发展规划所决定，具

有特殊性和针对性，相邻省市的财政支出很难直接影响到目标省市的产业结构，

符合外生性的标准，并且该指标通过了内生性、弱工具变量等检验，满足作为工

具变量的要求。回归结果如表 5.18-表 5.21 所示，与前文相比并无显著差异，进

一步增强了结果的稳健性。 

 

表 5.18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𝑫𝒊𝒇𝒇） 

𝑰𝑽 𝑫𝒊𝒇𝒇 𝑰𝒔𝒕 𝑷𝒓𝒊 𝑺𝒆𝒊 𝑻𝒆𝒊 

𝐺𝑜𝑒 
0.0327*** 

（4.70） 
— — — — 

𝐷𝑖𝑓𝑓 — 
0.1211* 

（1.75） 

-0.5999 

（-1.62） 

1.4719*** 

（2.66） 

1.6803*** 

（4.02） 

控制变量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𝑂𝑏𝑠 310 310 310 310 310 

1 阶 F 统计量 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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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9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𝑪𝒐𝒗） 

𝑰𝑽 𝑫𝒊𝒇𝒇 𝑰𝒔𝒕 𝑷𝒓𝒊 𝑺𝒆𝒊 𝑻𝒆𝒊 

𝐺𝑜𝑒 
0.0193*** 

（5.41） 
    

𝐶𝑜𝑣  
0.2053** 

（2.07） 

-1.0166 

（-1.38） 

2.8476*** 

（5.05） 

2.4944** 

（2.35） 

控制变量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𝑂𝑏𝑠 310 310 310 310 310 

1 阶 F 统计量 29.47*** 

 

表 5.20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𝑼𝒕𝒅） 

𝑰𝑽 𝑫𝒊𝒇𝒇 𝑰𝒔𝒕 𝑷𝒓𝒊 𝑺𝒆𝒊 𝑻𝒆𝒊 

𝐺𝑜𝑒 
0.0527*** 

（3.90） 
    

𝑈𝑡𝑑  
0.0753* 

（1.66） 

-0.3729* 

（-1.66） 

1.0445*** 

（3.44） 

0.9150*** 

（2.62） 

控制变量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𝑂𝑏𝑠 310 310 310 310 310 

1 阶 F 统计量 15.29*** 

 

表 5.21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𝑫𝒊𝒈） 

𝑰𝑽 𝑫𝒊𝒇𝒇 𝑰𝒔𝒕 𝑷𝒓𝒊 𝑺𝒆𝒊 𝑻𝒆𝒊 

𝐺𝑜𝑒 
0.0408** 

（2.27） 
— — — — 

𝐷𝑖𝑔  
0.0971 

（1.38） 

-0.4809* 

（-1.71） 

1.3469** 

（2.26） 

1.1799** 

（2.12） 

控制变量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𝑂𝑏𝑠 310 310 310 310 310 

1 阶 F 统计量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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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作用路径检验 

5.4.1 促进教育发展的作用路径检验 

表 5.22 报告了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教育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的

实证检验结果。其中𝑆𝑡𝑒𝑝1为中介效应检验的第一步，验证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

融（𝐷𝑖𝑓𝑓）对产业结构（𝐼𝑠𝑡）的影响，结果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

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𝑆𝑡𝑒𝑝2验证了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𝐷𝑖𝑓𝑓）对中介变量

（𝐸𝑑𝑢）的影响，其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推

动教育进步；𝑆𝑡𝑒𝑝3显示中介变量（𝐸𝑑𝑢）的系数显著为正，且数字普惠金融的系

数相较于𝑆𝑡𝑒𝑝1有所降低。以上检验结果表明，教育发展（𝐸𝑑𝑢）在数字普惠金融

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数字普惠金融—教育发展—产业结构升级

的作用路径成立，教育发展（𝐸𝑑𝑢）在解释变量中的中介效应比例为 10.4%。此

外还罗列了在𝑠𝑔𝑚𝑒𝑑𝑖𝑎𝑡𝑖𝑜𝑛命令检验过程中的𝑠𝑜𝑏𝑒𝑙、𝐺𝑜𝑜𝑑𝑚𝑎𝑛𝑙、𝐺𝑜𝑜𝑑𝑚𝑎𝑛2三

种显著性检验。 

 

表 5.22 促进教育发展的作用路径检验 

 𝑺𝒕𝒆𝒑𝟏 𝑺𝒕𝒆𝒑𝟐 𝑺𝒕𝒆𝒑𝟑 

𝑽𝒂𝒓 𝑰𝒔𝒕 𝑬𝒅𝒖 𝑰𝒔𝒕 

𝐷𝑖𝑓𝑓 
0.041*** 

（10.07） 

0.0558*** 

（6.04） 

0.0369*** 

（8.57） 

𝐸𝑑𝑢   
0.0769*** 

（2.87） 

控制变量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𝑂𝑏𝑠 310 310 310 

𝑆𝑜𝑏𝑒𝑙检验 0.002***（2.59） 

𝐺𝑜𝑜𝑑𝑚𝑎𝑛_1检验 0.002***（2.56） 

𝐺𝑜𝑜𝑑𝑚𝑎𝑛_2检验 0.004***（2.62） 

中介效应 0.004***（2.59） 

直接效应 0.037***（8.57） 

总效应 0.041***（10.07） 

中介效应占比 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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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提高政府支出的作用路径检验 

表 5.23 报告了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政府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的

实证检验结果。其中𝑆𝑡𝑒𝑝1同上；𝑆𝑡𝑒𝑝2验证了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𝐷𝑖𝑓𝑓）对

中介变量（𝑆𝑡𝑎）的影响，其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

展会影响到政府支出；𝑆𝑡𝑒𝑝3显示中介变量（𝑆𝑡𝑎）的系数显著为正，且数字普惠

金融的系数相较于𝑆𝑡𝑒𝑝1有所降低。以上检验结果表明，政府支出（𝑆𝑡𝑎）在数字

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数字普惠金融—政府支出—产业

结构的作用路径成立，政府支出（𝑆𝑡𝑎）在解释变量中的中介效应比例为 9.4%。 

 

表 5.23 提高政府支出的作用路径检验 

 𝑺𝒕𝒆𝒑𝟏 𝑺𝒕𝒆𝒑𝟐 𝑺𝒕𝒆𝒑𝟑 

𝑽𝒂𝒓 𝑰𝒔𝒕 𝑺𝒕𝒂 𝑰𝒔𝒕 

𝐷𝑖𝑓𝑓 
0.041*** 

（10.07） 

0.3223*** 

（5.64） 

0.0373*** 

（8.73） 

𝑆𝑡𝑎   
0.0119*** 

（2.75） 

控制变量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𝑂𝑏𝑠 310 310 310 

𝑆𝑜𝑏𝑒𝑙检验 0.004**（2.47） 

𝐺𝑜𝑜𝑑𝑚𝑎𝑛_1检验 0.004**（2.44） 

𝐺𝑜𝑜𝑑𝑚𝑎𝑛_2检验 0.004**（2.51） 

中介效应 0.004***（2.47） 

直接效应 0.037***（8.73） 

总效应 0.041***（10.07） 

中介效应占比 0.094 

5.4.3 推动互联网建设的作用路径检验 

表 5.24 报告了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推动互联网建设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

的实证检验结果。其中𝑆𝑡𝑒𝑝1同上；𝑆𝑡𝑒𝑝2为中介效应检验的第二步，验证解释变

量数字普惠金融（𝐷𝑖𝑓𝑓）对中介变量（𝐼𝑛𝑡）的影响，其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

为正，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加深会反向推动互联网建设；𝑆𝑡𝑒𝑝3为中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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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检验的第三步，中介变量（𝐼𝑛𝑡）的系数显著为正，且数字普惠金融的系数相较

于𝑆𝑡𝑒𝑝1有所降低。以上检验结果表明，互联网建设（𝐼𝑛𝑡）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产

业结构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数字普惠金融—互联网建设—产业结构的作用

路径成立，互联网建设（𝐼𝑛𝑡）在解释变量中的中介效应比例为 27.9%。 

 

表 5.24 推动互联网建设的作用路径检验 

 𝑺𝒕𝒆𝒑𝟏 𝑺𝒕𝒆𝒑𝟐 𝑺𝒕𝒆𝒑𝟑 

𝑽𝒂𝒓 𝑰𝒔𝒕 𝑰𝒏𝒕 𝑰𝒔𝒕 

𝐷𝑖𝑓𝑓 
0.041*** 

（10.07） 

0.0665*** 

（15.53） 

0.0297*** 

（5.33） 

𝐼𝑛𝑡   
0.1730*** 

（2.99） 

控制变量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𝑂𝑏𝑠 310 310 310 

𝑆𝑜𝑏𝑒𝑙检验 0.011***（2.94） 

𝐺𝑜𝑜𝑑𝑚𝑎𝑛_1检验 0.011***（2.93） 

𝐺𝑜𝑜𝑑𝑚𝑎𝑛_2检验 0.011***（2.94） 

中介效应 0.011***（2.940） 

直接效应 0.030***（5.33） 

总效应 0.041***（10.07） 

中介效应占比 0.279 

5.5 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非线性研究 

唐文进（2019）、葛和平（2021）等人均表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的影

响既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也存在反向抑制作用。首先，数字普惠金融凭借 “数

字化”与“普惠性”的相对优势，能够以更为高效便捷的方式对金融资源进行有

效引导，实现资金在产业间的合理配置，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其次，随着越

来越多的“长尾”人群进入金融领域，丰富的金融产品既满足了个人的投资需求，

也为企业发展带来了充裕的资金供给，从源头上为产业结构升级注入动力；最后，

从三大产业的劳动力流向来看，作为第三产业的发展主体，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

效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在引导普惠资金进入第三产业

的同时，加速了劳动力由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流动，并由此实现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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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但在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建设的过程中，也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与阻碍。一

方面，金融机构长期存在“使命漂移”的现象，这使得对中小微企业的“普”与

“惠”难以真正落到实处，尤其是处于偏远地区的金融机构，商业经营的可持续

性与普惠目标难以兼容，这会严重影响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从而阻碍产业结

构升级。另一方面，金融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过度化现象会导致资金“脱实向

虚”，在金融体系内空转而无法真正进入实体经济，此外不同群体的金融素养差

异同样会影响到金融服务的有效供给，需求与供给之间的逆向选择会致使资金不

能充分利用，从而阻碍产业结构升级。由于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有正

有负，因此两者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但考虑到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区域之

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异，这会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非

线性关系产生一定影响。 

 

 

 

 

 

 

 

 

 

 

 

 

 

 

 

图 5.1 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负影响示意图 

因此，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继续选用面板门槛模型，以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门

槛变量，进一步探究不同发展阶段的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门槛检

验如表 5.25 所示，结果表明在全国范围内，数字普惠金融不存在门槛效应，对产

业结构的影响仍然是线性的，原因很可能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

异质性，且东、西部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产业形态和要素禀赋等方面均存在较

大差异，这些因素会干扰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路径与结果。基于

此，考虑分区域进一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见表 5.26 与表

5.27。对于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单门槛效应，且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进

抑     制  

促     进  

数字普惠金融 产业结构 

有效引导与合理配置 

产品供给与资金需求 

资金与劳动力转移 

  金融机构“使命漂移” 

金融发展过度化 

群体金融素养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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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发展，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边际递减效应，基本与前文结果和现实情况

一致；而对于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经历了由不显

著向显著的转变，其原因可能是西部地区自身产业结构的缺陷和地区数字普惠金

融发展缓慢，根据门槛值 2.3389 追溯原始数据可以发现，门槛值的时间节点是

2016 年，恰逢《G20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发布，并且在前一年国务院刚刚制

定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 年）》，这无疑对西部地区的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也就变的愈发显著。中部地区没有

通过门槛检验，不存在门槛效应，可能是因为中部地区作为连接东、西部地区的

桥梁纽带，充当产业承接与转移的角色，产业结构相对复杂，因而数字普惠金融

对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并不具有非线性影响。 

 

表 5.25 门槛检验与个数确定 

被解释

变量 

门槛变

量 
地区 门槛检验 统计量 10% 5% 1% 

𝐼𝑠𝑡 𝐷𝑖𝑓𝑓 

全国 单门槛 12.70 13.3878 16.0820 25.1217 

东部 
单门槛 18.57* 16.5019 20.6129 30.7452 

双门槛 15.92 16.3914 21.6539 28.5851 

中部 单门槛 7.95 12.4541 15.5449 20.3990 

西部 
单门槛 17.87* 16.0643 19.3975 26.045 

双门槛 17.04 33.2921 43.2499 67.5850 

 

表 5.26 门槛模型回归结果（东部）           表 5.27 门槛模型回归结果（西部） 

门槛变量𝑫𝑰𝒇𝒇 𝑪𝒐𝒆𝒇 

 

门槛变量𝑫𝒊𝒇𝒇 𝑪𝒐𝒆𝒇 

𝐷𝑖𝑓𝑓 <3.5745 
0.0393*** 

（3.23） 
𝐷𝑖𝑓𝑓 <2.3389 

0.0295 

（1.73） 

3.5745 < 𝐷𝑖𝑓𝑓 
0.0318** 

（2.48） 
2.3389 < 𝐷𝑖𝑓𝑓 

0.0369*** 

（3.82） 

控制变量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控制变量 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 

门槛值 3.5745 门槛值 2.3389 

置信区间 [3.4223 3.6051] 置信区间 [1.8471 2.4020] 

个体效应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𝑂𝑏𝑠 100  𝑂𝑏𝑠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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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 2011-2020 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采用双向固定效应等模

型，从不同角度实证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及子维度对产业结构与三大产业的影响，

最终得到以下结论： 

（1）从全局空间相关性来看，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均存在显著的

空间正相关性，且相关程度逐年加深；从局部空间相关性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

区域格局主要表现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前者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

后者主要集中在西北内陆地区，整体发展态势由东南向西北递减，而产业结构则

表现为低-高集聚和低-低集聚，前者主要集中在中部及东北地区，后者主要集中

在西部内陆地区。 

（2）数字普惠金融及子维度对产业结构升级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

步细分，数字普惠金融会抑制第一产业的发展而推动第二、三产业的进步，而子

维度总体上亦表现出对第一产业的抑制与第二、三产业的推动，体现出数字普惠

金融及子维度对产业结构和三大产业影响的一致性；  

（3）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对西部的

影响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小。而从数字普惠金融对三大产业的影响来看，东

部地区是以牺牲第一产业为代价，推动二、三产业的发展，但目前第三产业陷入

了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期，数字普惠金融对其的作用并不显著；对于中部地区，则

是主要通过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但是由于产业结构复杂、

省市“虹吸”等原因，对产业结构的推动效果并不明显；在西部地区，数字普惠

金融会同时促进三大产业的发展，对于第二、三产业的影响尤为明显。 

（4）在全国范围与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存在

门槛效应，但在东部与西部地区存在单门槛，前者存在边际递减效应，后者则经

历了由不显著向显著的转变；教育发展、政府支出和互联网建设在数字普惠金融

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效果，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 10.4%、9.4%、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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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金融规模、技术进步、对外开放以及城镇化建设对推动地区产业结构

升级存在正向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流失，这些因素的促进作用在逐步减弱，而

经济发展则会对产业结构产生不确定性冲击，一方面源于经济发展的波动性会对

产业结构带来误导性指引，另一方面可能是两者之间存在很强的内生性。 

6.2 政策建议 

6.2.1 结合不同区域实际情况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当前我国数字普惠金与产业结构的发展均具有显著的局部空间特征，区域差

异较为明显，因此要在深入推动数字普惠金发展，加大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

数字化建设力度的同时，针对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做出合理规划。首先，相比于

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形态较为落后，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存在较大的

上升潜力与空间，因此要继续提高对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供给，构建合

理的数字普惠金融支持体系并疏通其对产业结构的作用路径；其次，东部地区部

分省市的产业结构发展已陷入瓶颈，因而不应再继续过于追求产业高级化，而是

应当充分利用数字普惠金融的优势，积极引导产业结构从高级化向合理化发展，

实现结构的二次转型；最后，中部地区要打破传统的地域因素限制，大力引进高

科技产业与专业技术人才，努力摆脱周边省市虹吸效应的影响，借助数字普惠金

融打通对三大产业的金融支持路径以实现后者的快速发展，必要时中央政府应予

以政策上的支持。 

6.2.2 慎重对待数字普惠金融对三大产业的影响差异 

要正确认识数字普惠金融对三大产业的不同影响，切勿盲目追求高附加值产

业而忽视了基础性产业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较好地克服传统金融存在已久

的弊端，更为便利地服务于中小微企业，这对于实现第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具

有深远意义，但第一产业作为民生之基，是一切发展的根本，通过继续压榨第一

产业并以此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方法已不可取，因此地区政府需要从宏观角度慎

重把握数字普惠金融对第一产业的调节方向与力度，借助政府干预、定向支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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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政策举措为第一产业的良性发展与有序推进保驾护航，尽可能减轻由于数字

普惠金融造成的产业间“挤出效应”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6.2.3 疏通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路径 

要高度重视教育发展、政府支出和互联网建设。应进一步积极推进教育发展，

培养高素质人才，针对当前产业结构转型的痛点、难点进行针对性课程安排与学

习，夯实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原动力。要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内在关系，作为市场

经济的“有形之手”，政府要通过利用财政资源，引导资本要素在产业之间的合

理配置与有效流动，推动产业结构发展。要加强和扩大智能联网设备的普及力度

与范围，重视偏远地区与冷门产业的信息服务供给，释放数字信息技术对产业发

展的放大、叠加与倍增作用，推动产业优化升级。 

6.2.4 重新焕发传统动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作用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新常态阶段，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传统动能在一定程度

上出现衰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政府有必要采取积极手段来对冲传统动能衰弱的

负面影响，例如扩大金融市场规模，降低金融准入门槛，加速产业间的资本流动，

在推动产业技术进步的同时，加大对专业人才的引进力度，重视科研投入与成果

的转化效率，积极引入外商外资，有效提升外向度与开放水平，深化与周边地区

的经贸往来与合作，在兼顾产业平衡中推进城镇化建设，并时刻预防经济发展过

程中对产业结构带来的不确定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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