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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迅速，但与城镇比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增速仍然较低，城镇地区与农村地区收入差距仍然较大。这种情况是困扰我国经 

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出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兴起，为切 

实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全新视角。数字金融通过电子商务和社交网络扩大传播 

面，在实现广覆盖的基础上提供信息技术金融服务，自下而上的服务方式使其接 

触到了以往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客户群体，因而具有天生普惠的性质。数字普惠金 

融主要面向受传统金融排斥低收入的弱势群体，农民也被包括在内，因此减小城 

乡收入差距是数字普惠金融的主要目标。既然如此，本文就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 

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讨论。 

首先整理国内外学者对城乡收入差距因素的有关文献；对城乡收入差距相关 

理论和现状进行分析；剖析数字化经济对城乡居民收入的作用机理和相关影响机 

制，并据此提出假设分析，其次对所提假设进行实证研究；从互联网金融服务视 

角切入，经数据得出我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泰尔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衡量城乡 

收入差距，紧接着分别从全国层面、不同地区层面检验城乡收入差距随普惠金融 

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然后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变换成其分维度指数再次进行实证回归研究。最后发现：从全国视角看，普惠金 

融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微乎其微，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收 

敛作用显著；从分区域视角看，普惠金融只对中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有强 

势收敛作用，东西部地区作用不明显，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对东中西部地区 

城乡收入差距起抑制作用，但影响大小不同，存在区域异质性差异；分维度视角 

看，普惠金融发展不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构成数字普惠金融的三大不同维度指 

标对城乡收入差距都表现出一定的收敛效果，其中覆盖广度收敛效果最为显著， 

然后是使用深度，最后才是数字化程度。 

 

普惠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 城乡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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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rural  economy  has 

developed rapidly,  but compared to urban areas,  the per capita income 

growth rate of rural residents is still relatively low,  and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still large. This situat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hinders 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With the 

emergence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rise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 

new perspective has been provided to effectively narrow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Digital   finance   expands   its   dissemination   through 

e-commerce  and  social  networks,  provid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inancial services on the basis of achieving wide coverage. The bottom-up 

service approach allows it to reach customer groups that were previously 

excluded  by  traditional  finance,  thus  possessing  a  naturally  inclusive 

nature.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mainly targets low- income vulnerable 

groups  excluded  by  traditional  finance,  including  farmers.  Therefore, 

reducing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is the main goal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  that  case,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impa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Firstly,  organize  relevant  literature  from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on the factors of urban-rural income gap; Analyze the relevant 

theories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urban-rural income  gap; Analyz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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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and related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income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nd  propose  hypothesis  analysis  based  on  this. 

Secondly,  conduct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proposed hypothe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et  financial  services,  the  Taier  index  of  31 

provinces, c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n China was obtained as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 to measure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Then,  the 

changes in urban- rural income ga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and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at the 

national and regional levels. Then, the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dex was 

transformed into its sub dimension index for empir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Finally,  it was found that from a national perspective,  inclusive finance 

has  little  effect  on  narrowing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narrowing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From  a  regional  perspective, 

inclusive finance only has a strong convergence effect on narrowing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the  central  region,  and  the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can suppress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but the impact varies in magnitude 

and     there     are     regional     heterogeneity     differences;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will 

not narrow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The three different dimen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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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ors  that  constitute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ave  shown  certain 

convergence effects o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with coverage breadth 

convergence being the most significant,  followed by depth of use,  and 

finally the degree of digitization. 

 

 

Key words: Financial inclusion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Urban-rural 

income 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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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后，面对全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的日益增加，金融资源配置严 

重失衡。在 2005 年， 由联合国正式提出普惠金融这一概念，其主要服务群体为 

小微企业和身处偏远地区的低收入人群以及老年人和残疾人，目的是以较低的成 

本为社会各群体、各阶层提供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以缩小贫富差距。  2013 年 

是我国的互联网+金融时代的元年，苏宁电器直接改名为苏宁云商，阿里宣布成 

立小微金融公司，京东宣布“京保贝”融资业务上线，微信开启线上支付，由于 

近些年互联网浪潮的兴起，一众企业纷纷开始踏入了自己的互联网金融道路，传 

统普惠金融呈现出互联网化的趋势，以数字技术的落地和应用为主要推动力的金 

融时代正在来临，普惠金融也和互联网智能新技术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度合作。 

我国有学者发现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共同合作，可以弥补传统金融的不足，引 

领完成由普惠金融向数字普惠金融的转型。2015 年底国务院颁布《推进普惠金 

融发展规划 (2016-2020) 》，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经 

之路，有利于实现金融资源平均分配，促进大众创业，企业创新，是经济高速发 

展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有利于推进社会公平和谐建设，这是我国第一个发展普 

惠金融的战略指导性文件。2016 年 9 月 G20 第 11 次峰会在我国举行，20 国央 

行行长通过《G20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该原则重点指出在可行的情况下政 

府应该要求消费者以及小微企业在进行大额支付时用数字化替代传统线下交易 

模式，各盈利以及非营利组织在交易时应该尽量避免现金化支付；各企业在必要 

情况下应该推行新型创新性的身份验证形式，例如：数字生物识别和在线身份识 

别等，远程线上对客户进行服务将带来极大的便利。我国应以数字技术作为金融 

发展的依托，在银行、证券、信托、保险等金融领域积极推动数字化业务，打造 

交易链、物流链、资金链三位一体的数字金融化体系。该原则鼓励各个国家根据 

自己国家的情况，继续完善行营条例，旨在发挥数字技术对金融发展的巨大潜力。 

该规则的施行开始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到日程上来。2018 年习总书记参加 

十三届全国人大时强调：“农民富不富，决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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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现代化的质量” 。2019 年数字普惠金融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重点指出，应 

该把金融科技和金融创新相结合以求更好地的帮扶中小微企业和实体经济。2020 

年初疫情暴发，金融服务行业使用企业联网核查和大数据分析等数字化方式为企 

业和消费者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电子支付比去年增长 3.79% ，全国银行金融机 

构办理非现金支付业务同比增长 7. 16%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同比增长 5.6% 。疫 

情的暴发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2020 年以来，习总书记 10 次 

讲话中，有 8 次都提到了乡村振兴问题，多次强调要把“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 

重的位置。同年 12 月，习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  “巩固和发展脱 

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加快农村农业现代化，是需要全党高度重 

视的一个关系大局的重要问题。 ”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不久前才提出的新兴热点，城乡收入差距也一直是国内外 

学者一心关注的问题，虽然我国最近几年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依旧较大， 

农村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特殊，金融资源无法与城市地区相比，增加农村地区居民 

收入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在我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指导意义。 

 

  
 
 

  
 

传统的普惠金融在 2005 年被提出，2006 年进入我国，经过 15 年之久的发 

展，针对普惠金融研究的文献也比较全面，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方面的研究都已 

经比较完备，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性意义。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普惠金融 

和互联网技术的结合体 2016 年被正式提出， 目前关于它的研究也较为充分，大 

多数学者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关于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 

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对比研究还是一片空白，少有学者涉足这一领域，因此本 

文基于实证研究，将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对比分 

析研究，分维度分地区的探究二者对城乡收入差距有何影响，结合前人的研究结 

果进行补充和完善，并提出相关可行的政策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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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二元化结构问题较为突出，城乡收入相差较大，城乡收入差距一直 

是衡量社会资源配置重要指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更是像我国这种社会主义国家 

一直追求的目标，并且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协调城乡收入发展，增强农村居民的 

收入、幸福感也一直是我党的使命。据前人研究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收敛 

作用，但因为跨区域和跨时间的影响，程度有限，随着互联网浪潮的兴起，智能 

手机的普及，数字化信息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中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寄 

希望于将现代数字化科技与传统普惠金融相结合的数字普惠金融中来，本文通过 

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对比分析研究，以确保数字普惠金融 

效用最大化，结合本文相关实证研究结论，可向相关金融行业政策制定人员对于 

乡村振兴，“三农”问题提供切实可行建议。 

 

  
 

 

  
 

本文分为 6 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对相关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和文献综 

述以及本文的创新进行说明。 

第二章数字普惠金融相关概念以及理论基础。介绍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以及 

金融排斥理论 

第三章为现状分析，简单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历程以及城乡收入差距变化 

历程，找出数字普惠金融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联系。 

第四章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机制分析。分为直接影响机制 

和间接影响机制，并以此为依据提出假设。 

第五章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回归分析。首先对数据、 

变量、模型的选取进行介绍，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核心变量， 

用来表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泰尔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用来衡量城乡收 

入差距；选取传统的产业结构、城镇化率、经济发展程度、对外开放程度、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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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创新性地选择普惠金融发展情况作为控制变量，对不同地区不同维度的实 

证回归选取模型。其次在实证回归分析上，首先对比分析普惠金融指数和数字普 

惠金融总指数对全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其次对比分析普惠金融指数和数字普 

惠金融总指数对全国不同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后对比分析普惠金融指数 

和数字普惠金融分维度指数对全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再进行稳健性检验，提 

高论文的准确性，保证实验结果更具说服力。 

第六章结论及政策建议。结论：1.从全国层面角度，普惠金融对缩小城乡收 

入差距的作用微乎其微，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收敛作用显著；2. 

分区域看，普惠金融只对中部地区的城乡差距缩小有强势收敛作用，东西部地区 

作用不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对东中西部城乡收入差距起抑制作用，其中 

对中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缩减效果最显著，紧接着是西部地区，最后是东部地区； 

3.分维度来看，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无明显作用，构成数字普 

惠金融的三大维度的发展都对城乡收入差距都有一定的收敛效用，其中金融服务 

的覆盖广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改善作用最显著，其次是金融服务的使用深度，最 

后是数字支持服务。政策意见：1.加快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健全数字化基础 

设施；2.对数字金融产品创新加大政策支持力度；3.注重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顺 

序；4.数字普惠金融要全面发展；5.加强数字金融知识宣传教育，改变农村居民 

观念；6.建立健全完善数字普惠金融新型征信系统；7.加强对数字普惠金融的监 

管。 

 

  
 

( 1) 文献梳理法 

本文通过查阅网上书籍中相关文献，以多名中外学者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 

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的文章，做到对前人的研究了大致了解，结合当下数字普惠金 

融发展现状，进行梳理、分析总结，并运用前人的实证模型结合自己的论文数据 

进行创新发展，对原有结论进行进一步完善，并为后人研究打下一定的基础。 

 (2) 定量分析法 

本文通过收集 2011-2019 我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城乡收入数据用泰尔指数计 

算方法作为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城镇化率、政府财政支出、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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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程度等数据作为控制变量，北大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其三个维度 

指数作为解释变量进行研究分析。 

(3) 实证对比分析法 

本文通过北京大学测得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解释变量，经计算得出的泰 

尔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及普惠金融指数和控制变量，构建面板数据，选择合适 

的模型，用 stata 软件进行实证回归，探究对比分析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不 

同维度对全国及不同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好更直观的看出数字普惠金融 

的优点，强有力的解释了为何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为更有针对性的制定措施缩小 

城乡收入差距提供了方法。 

 

  
 

 

  
 

(1) 金融发展 

关于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学术界的研究有很多，但意见仍不统 

一。第一种温涛 (2005) 和张昭 (2016) 认为，金融服务有信贷门槛，具有趋富 

性，金融发展常常会对城市地区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造成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 

扩大。Zhang R X  (2019) 和刘贯春 (2017) 认为，金融发展利好投资，使经济 

增长，同时使农民也享受到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便捷的金融服务，从而增加收 

入，缩小收入差距。王全景 (2018) 认为金融发展在不同体制、不同产业、不同 

金融市场对城乡收入差距有着不一样的影响。 

(2)  “剪刀差” 

剪刀差的意思是工业农业产品发生相互交换时，城市地区工业产品价格远超 

其内在价值，而农村农业产品价格远低于其本身价值，这其中所展现出两者差额 

就是剪刀差。因其图表酷似剪刀张开形态而因此得名。这表明工农业产品价值发 

生了不等值交换。我国学者研究的剪刀差大多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农产品剪刀差。王锋 (2005) 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通过农产品剪刀 

差从农业取得了不少的利润，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过农产品剪刀差从农业提取了 

15000 亿元收入，1990 年代以来国家每年通过农产品“剪刀差”从农业得到的收入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A7%E5%93%81%E4%BA%A4%E6%8D%A2/351422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A5%E4%B8%9A%E5%93%81%E4%BB%B7%E6%A0%BC/1258740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9C%E4%BA%A7%E5%93%81%E4%BB%B7%E6%A0%BC/463561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A7%E5%93%81%E4%BB%B7%E5%80%BC/5083699?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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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额都在 1000 多亿元以上。 

二是土地价格剪刀差。陈锡文 (2004) 的测算结果是在 1978—2001 年中国 

城市化建设速度显著提高，土地价格“剪刀差”为国家城市建设积攒了至少 2 万亿 

元的启动资金。 

三是农村金融贷款存在剪刀差。2008 年底农村居民贷款余额仅有 5.25 万亿 

元，而金融机构向农业和乡镇企业贷款足足高达 2.5 万亿元。总体上说全国 70% 

的农民仅用了全国总贷款的 6% ，这些原因客观上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农产品、土地价格的剪刀差在某种程度上为我国城市初期建设积累了原始资 

金，做出了一定贡献，农村金融贷款剪刀差说明我国城乡居民对贷款的使用率相 

差巨大，降低了农民用贷款扩大生产的规模的力度，减少其收入，这些原因都使 

我国城乡收入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 

(3) 城乡二元结构 

有关于城乡二元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方面。其中有些学 

者认为城乡二元结构可以缩小城乡差距。陆铭 (2004) 在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 

存在双重效应包括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的理论基础上加入回归分析，发现城镇化 

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万广华 (2013) 觉得在城镇化建设早起，其中某些不合 

理因素会阻碍城乡平衡发展，而当建设水平发展到后期的一定阶段，城镇化带来 

的经济增长正向效用完全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城乡二元结 

构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魏振香 (2012) 通过 VAR 模型研究认为城乡二元结构 

系数对城乡收入差距在短期内具有正向冲击，在长期内具有负向冲击。陈斌开 

 (2013) 等指出政府早期提出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可以夯实经济基础，到了发展后 

期却产生了阻挠城镇化进程，拉大城乡收入差距。 

 

  
 

国外学者对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研究较少，他 

们更多地把研究重点放在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经济的影响，经济影响着收入， 

因此也可看作是对城乡收入的影响。Grossman (2014) 发现在非洲肯尼亚普惠金 

融通过数字化通过线上支付，设置存款、补助等方式来帮助贫困地区的低收入人 

民。Younghee Noh  (2016) 提出数字普惠的发展使社会很多方面都受益，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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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教育、公共安全卫生等方面，学生利用数字技术更好地学习，企业利用数 

字技术更好地掌握客户的安全性。Shem  (2017) 通过对非洲国家进行调研， 由 

于智能手机用户群体较多，使更多贫困地区低收入人群使用通过手机使用移动金 

融服务，大大地增加了他们线上储蓄的比例，进而减小城乡收入差距。Daniela 

Gabo  (2017) 在互联网时代，将新兴技术与普惠金融相结合是必然结果，这样 

不仅可以提高普惠金融发展速度，也可以增加低收入人群获取金融服务的机会。 

Thorsten Beck  (2018) 对肯尼亚进行调查，将移动支付等相关数据作为数字金融 

数据，研究结果显示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增加劳动者就业率，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 

距。Sutherland  (2018) 认为将数字技术加入到普惠金融中，不仅可以增强技术 

创新，还可以提高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Peterson K  (2018) 认为普惠金融进行 

数字化后，会减少线下支付，从而降低假币流通的概率，保证客户安全，对于每 

个使用个体来说，可以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 

国内学者也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探究。宋晓 

玲 (2017) 基于全国 31 个省份 2011—2015 年数据建立平衡面板数据模型，并用 

城镇化率、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财政支出和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控制变量， 

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正向作用。刘培培 (2018) 通过增 

加控制变量发现城镇化率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李牧辰 (2020) 认为数字普惠 

金融的发展突破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减少了农村金融排斥现象，真正地让农民 

通过互联网接触到更加便利快捷的金融服务，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李娜 

 (2021) 认为数字普惠金融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本方面的影响，主要包括资本积累 

和资本高级化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控制变量方面选取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政 

府财政支农规模、城镇化率以及产业结构，这四个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均 

有显著作用。王风羽、冉陆荣 (2022) 通过选取 2011 到 2020 年我国 31 个省份 

的面板数据，各省农村地区收入取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 

解释变量，城镇化率、交通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干预作为控制变量， 

结论得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明显的减贫作用，城镇化率、交通基础设施和政 

府干预也对农村居民减贫效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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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整理以上国内国外学者研究，发现国内外学者关于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 

因素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几类：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 

响；剪刀差通过农产品、土地价格、农村金融贷款影响要素分配进而扩大城乡收 

入差距；二元结构一部分学者认为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数字普 

惠金融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作为在互联网大浪潮的背景下，借 

助数字化技术达到普惠的作用。这一概念虽 2016 年才被提及，但是国内外都对 

这一理论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大部份学者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在全国范围内可以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在东中西不同地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同，从数字普 

惠金融不同维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来看影响作用也略有不同，但是没有与普 

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对比实证分析研究，因此本文重点探究普惠金 

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对比分析，将城乡收入差距作为被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城镇化率、政府财政支出、经济发 

展程度、对外开放水平以及普惠金融指数作为控制变量，从全国角度、分东中西 

三个地区的角度以及数字普惠金融三个不同维度的角度出发探究普惠金融和数 

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对比影响，更有力的凸显出来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普惠 

金融与互联网技术结合的新兴产物可以进一步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对为什么发展 

数字化的普惠金融提供强有力的论证，为助力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打下坚实基础， 

 

  
 

大多数文章只是单方面探究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亦或是数字普 

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没有在同一实证回归中进行对比研究，说服力较 

弱，而本文在进行实证中着重对比分析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 

的影响，凸显出作为结合普惠金融和互联网技术的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缩小城乡收 

入差距，使发展数字化普惠金融更具说服力，这有利于当地政府在当前互联网浪 

潮的背景下进一步制定相关措施以发展数字化的普惠金融，提高农村地区收入，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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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以数字普惠金融为主，包括传统金融机构数 

字化，互联网机构金融业务两大类，本文所选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基于支 

付宝数据编撰，仅考虑到互联网机构这部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情况，没有覆盖 

贡献巨大的传统金融机构所带来的贡献，由此，数字普惠金融的实证回归结果可 

能被低估。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也在不断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都具有集聚效 

应，由此会有一些内生性效应的影响。在后续研究中，期望能够汇编一个包括银 

行体系等传统金融机构在内的数字化普惠金融指数，由此可提供更为可靠解释变 

量，以便对我国的数字普惠金融进行更全面的研究，从而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建议。 

促进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以便更好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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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的，为社会各阶层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专门为贫困偏 

远地区和低收入者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体系。也就是说，数字普惠金融是结合数 

字互联网技术与普惠金融，以低成本，向融资难的农村居民和中小企业等弱势群 

体以及供应商提供帮助，所以，具有商业可持续。数字普惠金融就是建立在数字 

与普惠之上的一种金融，从字面上理解，第一，“数字”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 

为金融带来了新生命，新发展。其二，“普惠”，就是包含大多数人，使大多数 

人得到实惠，尤其要服务弱势群体。最后“金融”这个词数字普惠金融本质上还 

是金融，现代经济条件下，金融居于中心地位，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互联 

网背景以及支付宝 app 多方攻势下，将数字信息化与普惠金融结合，可以在不改 

变普惠金融的原本面貌的前提下，提质增效，尤其对我国落后地区居民收入有正 

面影响，符合我国共同富裕的观念。 

 

  
 

城乡收入差距是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在收入上的差异。就经济学的含义而言， 

城乡收入差距更多地是指收入层面上的差距，也有人认为会有其他各种附加福利， 

但由于无法建立统一标准，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一般采用统计层面的平均值数据 

进行。城乡收入差距其实是城乡之间不公平发展的必然产物，其根本原因在于是 

城乡发展存在差异。还有一些学者考虑了多种隐性福利补贴的问题，但究其根本 

原因城乡收入差距是城乡发展不均衡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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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最早是在 1989 年提出这一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可以分成两 

部分：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的农业部门，二者发展的不均衡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 

的扩大。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二元经济结构中资源配置严重不平衡， 

金融资源偏向城市，城镇居民受益，而农村由于金融资源的匮乏，很难获得金融 

服务带来的红利；其次，农村地区居民由于经济实力薄弱，抗风险能力差，常常 

遇到融资难的问题，资金不足限制了农业生产活动的开展，阻碍了农民增收；最 

后，农业部门不像城市工业部门一样，对供需变化及价格变化敏感，当供求变化 

或农产品价格变动时，不能像城市工业部门一样及时调整，因而农业部门的收入 

不增反降，最后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他还认为，农村劳动力城镇化转移可以 

减少二元经济结构的负面影响，这是因为，其一对于农村来说，可以提供就业岗 

位；其二是城市地区岗位可以提供更高的薪资，也就是可以把农村劳动力吸引进 

城来，由此节省了劳动力成本，节省下来的劳动力成本又可以扩大生产，增效创 

收；其三是乡村过多的劳动力城市化移动，使得农村居民因此提高收入，缩小城 

乡收入差距。 

 

  
 

金融排斥理论是 Leyshon 和 Thrift 于 1993 年首先提出来的，他们说，贫困 

人口以及弱势社会群体很难负担得起基本金融产品和服务，银行出于成本考虑关 

闭了偏远地区的网点，使得这一地区人口不能进入金融体系。尤其在偏远地区的 

农村居民更是金融排斥的主要对象，往往享受不到金融服务的红利。金融排斥主 

要可分为价格排斥、评价排斥，地理排斥、条件排斥、营销排斥和自我排斥等 6 

个层次。其中，价格排斥是在面对价格较高的金融服务时，农村地区居民收入少、 

无法负担此金融服务，因而受到价格的排斥。所谓的评估排斥，因为金融机构想 

以低风险获得高利润，会预先对目标群体进行风险评估，拒绝向不合格者提供服 

务，这当然就包括低收入者，以免后期由于客户违约造成巨大的损失。地理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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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由于金融机构之间距离过远，给有金融服务需求的市民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越边远的地区，经济发展越一般，地理排斥的现象越严重。所谓的条件排斥，是 

由于金融机构所设条件太高，一开始就将某些没有条件的人排除在外，从而使这 

部分人从根本上就接触不到金融服务，自然也谈不上通过金融服务提收入。自我 

排斥是需求者出于个人主观因素，比如个人偏好及其他本身原因主动放弃金融产 

品应用的行为。针对金融排斥在不同维度上进行分析，金融排斥可以归因于两个 

主要因素：一方面，外部因素，社会发展的落后、区域位置条件差、基础设施的 

缺乏、传统金融机构存在服务成本高的问题，降低这部分居民对金融产品和金融 

服务的可得性，是造成金融排斥的根源；另一方面，内部因素，自身学历教育低， 

社会金融知识普及不到位，可能会认为金融就是骗局，并不会为自身带来什么利 

益，甚至被骗取钱财，因此他们会放弃金融服务。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互联网金融正迈向广阔的农村，但是在广大农村 

中推广效果也不是十分理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农村居民文化程度低，不懂什 

么叫做金融，以至于他们不敢把有限的收入投入到这里面去，并且农村青年大多 

进城务工，长期生活在农村地区，大多高龄者不上网，也对其没兴趣，再加上城 

乡之间信息不对称，借贷关系很难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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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 3 个维度， 

33 个指标，测算出我国 2011—2020 年全国 31 个省，337 个地级市，2800 个县 

的三个层次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代表性。 

 

  
 

首先本文先对普惠金融总指数 2011—2019 年普惠金融总指数的发展做一下 

介绍： 

 

 

 3 1    2011 2019    

 

从图 3. 1 可知，从总体上看，我国所有省份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均在逐 

步提高，平均值由 2011 年的 40 上涨到 2020 年的 323.73 ，上涨 8 倍之多，数字 

普惠金融指数基础水平最好的北京市发展水平增长了5 倍，基础水平最差的西藏 

自治区发展水平足足增长了 18 倍有余，所有省份的发展趋势都很相似。从发展 

水平上看，北京及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发展水平一直领先内陆地区，恰巧这些地区 

经济水平也较为发达，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从 

速率上来看，2011—2013 年，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速度较快，特别是沿海城 

市， 内陆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较慢；2013—2019 年各个省份数字普惠金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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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较为平缓。2011 年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北京数字普惠金融 

发展水平是西藏 4.89 倍，到 2020 年，北京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仅为西藏的 

1.36 倍，经过多年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一些内陆落后地区也可以通过数字技术 

获得正规、优质的金融服务，富裕地区与内陆这些落后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差距正在不断缩小，最终这些地区将会协同发展，这也正好体现了数字普惠金融 

这一发展中的普惠的意义，这一特性适用于我国所有省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有利于帮助我国贫穷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为我国共同富裕美好目标的实现打下基 

础。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不同的地区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将我国 

划分为东中西三部分，通过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观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情况，如 

下图： 

 

 

 3 2    2011 2019  

 

由图可知，虽然东中西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增长趋势相同，中西部发展 

水平几乎相同，中部略高于西部，但东部发展水平一直遥遥领先于中西部。究其 

原因，我国东部地区城市众多，大都沿海，有得天独厚的对外贸易和通商便利的 

优点，经济发达地区众多，形成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环渤海经济圈，相应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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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更高和教育资源就更丰富，从而金融普及度和数字互联网技术就更发达。相 

反中西部地区农村和落后贫穷的地区较多，地理位置较偏，缺少商业金融吸引力， 

金融机构考虑到业绩和成本会减少这里的金融业务，重心往大城市东南沿海地区 

倾斜，久而久之，经济水平差，又导致发展水平低，如此以往，陷入恶性循环。 

这种差距是长时间的发展造成的，但近年来，国家政策不断向中西部倾斜，金融 

服务不断创新，相关数字化信息技术不断改革，这种地域性发展差距会逐渐减小， 

直至消失。 

 

  
 

首先来看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有三个不同的维度：就数字金融涵盖广度而言， 

与我们熟知的不同，访问客户的主要是“金融机构网点的数量”和“金融服务人 

员的数量”，在互联网背景下，金融服务天然不受地域限制，数字金融服务供给 

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用户享受到相应服务。此外，遵循有关金融部门的规定，第 

三方支付账户没有与银行卡绑定，只能小额转账功能，它的价值会受到极大的限 

制。从而与银行卡第三方支付账户进行绑定，是一个真正高效的第三方支付帐户， 

也就是达到了真正覆盖该用户的目的。尤其在第三方支付功能日益丰富的今天， 

第三方支付成为理财，融资的重要渠道，所以绑定银行卡越多它理财就越好、转 

账覆盖范围越大，向该帐户所有人提供金融服务，覆盖面越大，因此，某个账户 

捆绑了多少张银行卡也就成了衡量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大小的子标志。 

从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来看，重要的是对现实状况进行测量。从金融服务 

的种类来看，包含支付服务、货币基金服务，信贷服务和保险服务、投资服务及 

信用服务。其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的使用水平，主要以用户对金融服务的使用量、 

使用程度、使用频率以及使用活跃度，运用信息互联网为用户提供信贷服务，评 

估其信用等级以及更加专业、更具有个性化、精细化的服务，促进金融服务走基 

层，下沉到偏远农村地区，从而增加农村地区居民金融服务接触率，增加农民收 

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从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来看，这是衡量金融服务的便利程度、实用程度以及 

实惠化水平，这些都属于用户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会考虑的问题，体现了数字金融 

服务价格低、门槛低的特点。同时数字化程度借助互联网优势使居住在偏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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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居民即使在交通情况不方便的条件下，只需有一根网线，就可以轻松办理线上 

服务，与城里居民没有任何差别，这就是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的价值。 

 

 

 3 3    2011 2019  

 

由图可知 2011-2019 数字普惠金融三个指数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覆盖广度上 

升趋势较为平稳，说明我国电子账户数稳中有升；使用深度方面虽总体与覆盖广 

度趋势一致，但 2014 年与 2018 增长速度稍有下降，但总体来看互联网金融服务 

也在逐步上涨；数字化程度指数更是一路高歌猛进，涨幅跌幅均较大，在 2014 

年涨幅明显，2016 年跌幅明显，但总体程度较为良好呈迅猛上涨的趋势，这说 

明数字金融服务在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涨势较快。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居民可用来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也就是居民 

可用于自由支配的收入。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增加农民收入十分重视：1982    

年，中共发出第一个“一号文件”对推行农村改革进行重要指示；1983 颁布的  

《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指出了“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的新发展， 

为第二个“一号文件”；1984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 

文件强调延长土地承包期，是第三个“一号文件”；1985 年第四个“一号文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4%AF%E5%87%BA/67664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2%A8%E8%93%84/94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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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该文件强调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1986 

年中共中央颁布第五个“一号文件” ，即《关于 1986 年农村工作的部署》，着 

重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政策。这些文件政策加强对农村“三农”政策倾斜力度。200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若干收入的政策意见下发，这也是我党改 

革开放以来中央第六个“一号文件”主要针对农民收入增长缓慢…2022 年 2 月 

22 日，中央一号文件是《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重点工作的意见》这是第 19 个一号文件，文件指出要紧守国家粮食安全，不出 

现返贫现象两条底线，做好乡村振兴工作。这些一号文件充分体现出党中央心系 

农民，想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从根本上增加农民收入，阻止了城乡收入差距 

进一步扩大，为实现共同富裕添砖加瓦。而且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更是提出了 

2035 年远景目标，其中包括“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通过以上政策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关于我国农村地区居民收入的政策倾斜力 

度，这也是坚持党中央振兴农村的一步伟大战略，同时也符合先富带后富，逐步 

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要求。 

 

  
 

本文整理了 2011-2019 城乡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和城乡收入比值 (由于 

统计口径的问题，2011 和 2012 年的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农村人均总收入代替)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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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2011 2019  

 

如上图所示，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在 2011—2019 年不断增长。从相对值来 

看，城乡收入的相对比值在不断降低，从 2011 年的 2.95 到 2019 年的 2.64 ，下 

降了 0.31，这是由于我国在惠农政策方面采取的行动，加大对农村地区教育医疗 

交通方面的惠及力度，这说明我国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但由上图结果绝对值来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远超过农村，2011 年城镇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1809.78 元，农村为 7393.9 元，相差 14415.88 元，到 2019 

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42359 元，农村为 16021 元，相差 26338 元，与城镇地 

区的巨大涨幅相比，农村地区虽在增长，但二者绝对值差额就翻了差不多一倍， 

这可能是由于本身城镇可支配收入基数就大，农村基数小，农村地区人口收入速 

度虽有所增长，但总体增长速度不如城镇，我国经济增长的红利还是主要集中在 

城镇地区，农村地区经济落后，居民收入低的问题还是不可小视。以后的工作重 

点还是要放在农村问题上来，在面对完成脱贫攻坚使命，展望乡村振兴的关键时 

期，要通过产业振兴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通过扩大就业使农民增收；深化供给侧 

改革盘活农村经济；完善政策增加农村收入。俗话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 

乡”，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增加乡村治理效能，不断地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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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者认为加强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是传 

统普惠金融使住在城市的富人和乡村的穷人在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方面有较大 

差距，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普惠金融的延伸与扩展，它的出现解决了以上痛点，数 

字普惠金融的普及极大地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增强金融业务的渗透性， 

创新了金融产品的多样性，为广大享受金融服务的顾客增加了更多获得金融服务 

方式和渠道。其中的数字化手段的加持是对普惠金融发展的一种颠覆性的创新。 

由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提高金融服务覆盖性，降低金融服务成本和增强抗风险性 

等诸多优点。所以本文从影响机制入手，并从不同维度和不同地区进行补充，使 

论证结果更具说服力。 

 

  
 
 

  
 

(1) 降低门槛效应 

门槛效应主要体现在偏远地区低收入群体无法达到金融服务的准入门槛，排 

斥金融服务，主要原因如下：首先获得金融服务和产品需要成本，偏远地区农村 

居民收入低，无法支付价格昂贵的手续费，从根本上丧失了得到金融服务的资格。 

其次信用贷款的信用问题，很多农村地区居民信用等级弱没法满足其要求，这是 

因为农村地区征信体系落后，致使他们缺乏信用记录，信息不对称使得金融机构 

要为潜在的未知风险付出一定代价，再加上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匮乏，使得金融机 

构需要付出高昂的运营成本，由于金融机构天然的逐利性，所以他们在挑选服务 

对象时，更倾向高收入群体。因此金融机构一般都要设一个比较高的准入门槛， 

对更高收入者或者大企业尽量降低门槛。最后，金融资本以获利为主，天然嫌贫 

爱富属性，使得金融资源配置向发达地区过分倾斜，门槛由此应运而生。准入门 

槛的高低不同导致农村居民被排斥在外，得不到金融服务、长此下去农村的穷人 

越来越穷，城里的富人越来越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数字普惠金融 

的发展，可以破解这种困境，利用数字技术，使得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不出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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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通过移动网络便捷的获取金融服务等，可以通过手机银行、支付宝等 APP 

在线付款、购买理财产品、为自己购买人身保险，增强抗风险的能力，一大批数 

字化的新服务模式，降低了农村居民获得金融服务的门槛，减少了交易双方的费 

用，使服务变得高效，为切实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做出贡献。 

(2) 减缓排斥效应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为城市地区注入活力，推动经济发展，但也引发了一 

系列问题，由于金融资源分配不均衡，城市严重虹吸农村资金，在农村地区，很 

难解决金融排斥。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缓解排斥效应，主要表现为地理排斥和评估 

排斥以及营销排斥。首先地理排斥，将互联网技术和金融服务相结合，使金融服 

务在某种程度上脱离地域的束缚，极大改善金融服务可获得性。借助互联网和大 

数据技术，在过去，难以获得金融服务的人群，特别是农村地区，完全有可能通 

过移动支付在网上进行各种交易，通过线上平台采购金融服务及商品，甚至所在 

区域也未设立经营网点，能正常地从事金融活动。其次是解决评估排斥问题，通 

过云计算等数字化技术手段，快速准确采集信息，丰富金融机构风险控制手段。 

数字技术应用使农村征信数据监管成为可能，金融机构可基于所采集农村居民移 

动支付数据，评估信用信息缺失人群风险等级，依此开展金融服务，有效避免金 

融风险。此外，从筹资的角度来看，数字化技术在其中同样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 

用，它是为小微企业及其他需融资的企业打造线上平台，经信贷标准审核取得贷 

款资金，这样就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最后营销排斥问题， 

数字技术运用加速金融服务产品创新，使农村金融服务产品更多样化，能较有针 

对性的满足农村居民不同需求。 

(3) 减贫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拓展金融服务覆盖面。 

农村居民可通过理财、储蓄和其他金融业务，使其财产性收入提高。二是降低中 

小企业融资难度，保障中小企业正常运行和持续发展，中小企业多数分布在城市 

的边缘地带，农村地区，能给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带来就业岗位，从而增加农村 

人口居民收入。最后是增加了数字化技术，金融服务和产品创新提速，使金融服 

务更具有个性化，例如：资金注入扶持农民自主创业、面向农村居民，发展农业 

保险、对贫困地区的居民开展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包括教育助学贷款等，减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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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的生活负担，增强居民幸福感，为贫困居民减贫增收提供帮助。减轻他们的 

生活负担和并且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对贫困居民的减贫增收起到了一定的促进 

作用。 

 

  
 

在间接影响的分析中，数字普惠金融从某种角度讲，有助于推动资源合理配 

置，社会投资加大，社会总需求不断扩大，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给社 

会各阶级的居民提供了福祉，收入水平能够均衡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向相当大比 

例的小微企业发放了贷款，在资金扶持下，这些公司更是迅速成长起来，由此带 

动实体经济发展。首先是经济增长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降低低收入人群就业压 

力，使低收入者人群收入有所提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其次政府的财政支出增 

加，财政结构优化，政府会加大对民生部门财政支出，从而解决民生问题，致使 

农民的文化学历提高，技能提升，在劳动市场选择面更大，可以选择薪酬福利待 

遇更好的工作，可得性收入增加，缩小收入差距。 

从整体上看，数字普惠金融的降低门槛以及减缓排斥主要作用合理资源分配 

和增加金融覆盖面积这两方面。减贫效应和间接机制，增加偏远地区低收入群体 

金融服务的可得性，进而增加收入，抑制城乡差距扩大。 

假设 1：就全国范围而言，发展普惠金融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我国地域辽阔，可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我国金融服务产品的分配不均不仅 

表现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且在东中西地区间分布不平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情况 

各地差异也很大，因此，它对城乡收入差距所产生的效应表现出异质性差异。我 

国低收入人群普遍分布于金融资源较为匮乏的农村地区，因此，农村地区在数字 

普惠金融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是其中的一 

个重点对象。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迅速，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金融排斥现象并不突出，低收入目标群体偏少，城乡收入差距不大。但中西部地 

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第一，由于金融基础设施不多，交通欠发达，金融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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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且分布不均衡；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数字普惠金融拥有众多目标人群。 

我国中西部地区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于降低金融服务供求双方交易成本效 

果更加显着。所以，根据不同的区域、地理位置不一，经济发展情况也不一样等 

等情况，不同区域城乡收入差距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程度会存在差异，对 

于中西部地区而言，抑制作用较为显著。在异质性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 ：从区域间差异来看，发展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在对缩小城乡收 

入差距方面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东中西部地区差异。 

 

  
 

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呈现出多维度的特点、融合了多指标的定位。北京大学数 

字普惠金融指数，是最具说服力，且被学者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指标，数字普惠 

金融总指数是由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等三个层面组成， 

计算出加权综合后的指标，形成同质性的金融服务，大抵可从三个维度来推动城 

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在覆盖广度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加大对金融服务供给侧改革， 

破解了了网点分布不均的难题，降低区域性差异，增加金融服务覆盖面积，增加 

偏远地区居民获取金融服务的能力，提高这些居民收入；二是使用深度重点关注 

需求，降低金融排斥，自我排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最后是数字技术的为进行 

交易的各方降低成本，线上交易便捷，降低时间、交通成本，同时还降低金融机 

构经营成本，金融机构可基于对农村居民移动支付数据进行分析，提供个性化的 

服务，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 ：分维度看，构成数字普惠金融体系的不同维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 

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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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被解释变量 

泰尔指数 (Theil index ) 用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有四个指标：城镇与农 

村收入比、基尼指数、恩格尔系数、泰尔指数。其中第一种城乡收入比的优点是 

数据比较容易轻松得到，同时计算起来也较为简单方便，是大多数学者经常使用 

的方法，但忽视了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在城市地区通货膨胀使货币贬值，有可 

能造成收入虚高，然而在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慢，尤其是一些交通闭塞 

的地区，收入情况丝毫不会收到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且其中忽视了人口结构比 

例带来的影响，是静态指标，若人口结构发生变动，该指数的结果将不准确，干 

扰最终结论，不过在距离现在时间较长且数据不易得到的前提下，有些文献只能 

无奈选取城乡收入比衡量城乡收入差距；基尼系数计算较为复杂，获取相关数据 

难度较大，且本文研究的是收入差距，是以底层收入和高层收入为主，基尼系数 

研究的重点是中层收入，不符合本文的研究思路；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消费支出在 

个人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大小，如果用此指数衡量收入差距有可能会存在主观因 

素，有些地区的居民对饮食较为看重所以恩格尔较大，有些地区工业化程度较弱， 

造成食品价格较贵，用这种方法统计分子偏大，整个恩格尔系数也会偏大；泰尔 

指数是动态指标一般是以两端收入阶层为研究重点，因此本文将泰尔指数作为被 

解释变量，用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泰尔指数越小，代表着城乡收入差距也就越 

小。其计算公式为： 

𝑇𝐸𝐼𝐿𝑡 =∑(
𝑌(𝑗, 𝑡)

𝑌𝑡
)𝐿𝑁[(

𝑌(𝑗, 𝑡)

𝑌𝑡
)/

2

𝑗=1

(
𝑋(𝑗, 𝑡)

𝑋𝑡
)] 

公式中j=1 代表城镇，j=2 代表农村。Y(t) 代表第 t 年某省城镇和农村总收 

入，Y(j,t) 代表第 t 年某省城镇或者农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X(t) 代表第 t 年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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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城镇和农村常住人口之和，X(j,t) 代表第 t 年某省城镇或者农村常住人口数。 

2011-2019 我国 31 省泰尔指数如下表： 

 

 

 5.1 2011-2019  31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0.0966 0.0998 0. 1028 0.0721 0.0749 0.0757 0.0774 0.0801 0.0841 

 0.0393 0.0484 0.0648 0.0888 0.0937 0.0983 0. 1020 0. 1058 0. 1114 

 0. 1428 0. 1299 0. 1110 0. 1056 0.0850 0.0565 0.0449 0.0349 0.0266 

 0. 1488 0. 1314 0. 1120 0.0756 0.0641 0.0536 0.0448 0.0351 0.0255 

 0.0736 0.0621 0.0495 0.0375 0.0315 0.0253 0.0199 0.0147 0.0091 

 0.0600 0.0519 0.0474 0.0253 0.0239 0.0244 0.0235 0.0181 0.0158 

 0.0597 0.0510 0.0418 0.0277 0.0261 0.0208 0.0301 0.0133 0.0099 

 0.0249 0.0230 0.0171 0.0179 0.0141 0.0119 0.0093 0.0043 0.0017 

 0. 1479 0. 1478 0. 1567 0. 1421 0. 1296 0. 1413 0. 1447 0. 1465 0. 1512 

 0.0174 0.0137 0.0084 0.0035 0.0010 0.0001 0.0001 0.0008 0.0025 

 0.0142 0.0123 0.0086 0.0015 0.0002 0.0001 0.0006 0.0021 0.0054 

 0. 1873 0. 1656 0. 1420 0. 1012 0.0860 0.0730 0.0605 0.0503 0.0409 

 0.0544 0.0458 0.0349 0.0172 0.0124 0.0087 0.0050 0.0025 0.0010 

 0. 1384 0. 1217 0. 1026 0.0831 0.0680 0.0553 0.0443 0.0343 0.0248 

 0. 1041 0.0935 0.0778 0.0560 0.0414 0.0299 0.0222 0.0192 0.0161 

 0.2223 0. 1985 0. 1717 0. 1309 0. 1099 0.0919 0.0772 0.0634 0.0486 

 0.0914 0.0791 0.0652 0.0405 0.0324 0.0269 0.0211 0.0164 0.0133 

 0. 1756 0. 1609 0. 1401 0. 1147 0.0971 0.0812 0.0669 0.0556 0.0462 

 0.0135 0.0115 0.0081 0.0034 0.0018 0.0010 0.0005 0.0000 0.0001 

 0.2755 0.2476 0.2178 0. 1553 0. 1359 0. 1193 0. 1038 0.0874 0.0737 

 0. 1171 0. 1090 0.0929 0.0668 0.0532 0.0410 0.0331 0.0276 0.0264 

 0.0928 0.0786 0.0623 0.0361 0.0253 0.0166 0.0106 0.0060 0.0025 

 0.2193 0. 1980 0. 1726 0. 1352 0. 1149 0.0971 0.0811 0.0667 0.0525 

 0.4233 0.3953 0.3560 0.2828 0.2388 0.2028 0. 1743 0. 1526 0. 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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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2011-2019  31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0.3902 0.3527 0.3190 0.2581 0.2289 0.2042 0. 1817 0. 1659 0. 1477 

 0.6524 0.6305 0.5847 0.5163 0.4654 0.4039 0.3586 0.3489 0.3291 

 0.2028 0. 1727 0. 1474 0. 1069 0.0901 0.0762 0.0627 0.0508 0.0393 

 0.3699 0.3409 0.3054 0.2599 0.2290 0.2065 0. 1809 0. 1608 0. 1470 

 0. 1965 0. 1730 0. 1482 0. 1267 0. 1206 0. 1030 0.0866 0.0699 0.0550 

 0. 1454 0. 1330 0. 1131 0.0739 0.0581 0.0466 0.0337 0.0270 0.0188 

 0. 1889 0. 1788 0. 1635 0. 1380 0. 1278 0. 1125 0.0986 0.0781 0.0616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2) 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ndex ) ：本文利用北京大学 

2021 年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 

心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 3 个维度 ，33 个指标 ，测算出我国 

2011—2020 年全国 31 个省，337 个地级市，2800 个县的三个层次的数字普惠金 

融指数。 

(3) 控制变量 

产业结构 ( Industrial Structure) ：首先要意识到农村地区以各种水生、土生 

等原始初级产品经济为主，而城市地区主要以交通运输、仓储、邮政，计算机软 

件，金融业、房地产等商业作为支柱产业，农村地区的第一产业低效率、低收入、 

低性价比与城市地区相比，本就毫无优势可言，存在先天性的差距。其次产业结 

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可以从不同层面分析：第一，降低第一产业所占比例， 

增加第三产业比重，会提高产业的生产经营效率，劳动效率的提高，进而提高居 

民收入，使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其次，较长时间的产业间转化会导致大量资源与 

资金向第三产业聚集，第三产业的效率会把第一产业的效率越甩越远，这将会造 

成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上述这些原因会造成相关回归结果不准确，因此本文另 

辟蹊径，选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之和占 GDP 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 

城镇化率 (Urbanization Rate ) ：城镇化率的含义是一个地区城镇人口占总 

人口的比重，这里的城镇人口是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对城乡收入的影响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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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第一，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城市就业机会就业环境相对于农村来说相对较好， 

农村青年被吸引到城镇参加工作，城镇化率的提高就是通过农村人口进城打工， 

获得更丰厚的报酬，从而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二，我 

国特殊的城乡二元化结构影响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但是相关城镇化进程相关 

政策的出台，加强了农村人口涌向城市，这也加剧了城镇地区就业竞争，从而影 

响城乡收入。本文采用城镇地区常住人口数占该地区总人口数比例来衡量该地区 

的城镇化率，该指标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之一。 

政府财政支出 (Government Expenditure ) ：政府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 

的影响是主要有：一方面可以扩大城乡差距影响，地方政府十分在意当地 GDP 

总额，由于非农业领域效率高，产能大，技术先进，创造的产值就高，地方政府 

为了促进地方经济增长，会大力发展非农业项目，某些政策也会向城镇地区倾斜， 

从而城镇居民收入比乡村居民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由于近几年国 

家对农业扶持力度增大，大量“惠农”、“支农”政策的出台，地方政府也对农 

业投入巨大资金响应国家政策导向，从而增加农村地区居民收入，一定程度上可 

以缓解城乡收入差距。本文中将当地政府财政支出占当地 GDP 的比重来衡量政 

府财政支出，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之一。 

经济发展水平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经济发展水平可以 

反映社会经济现象在不同时期的规模或水平。我国地大物博，不同地区之间经济 

发展水平不同，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会带动周边产业的发展，就业机会多， 

从而影响居民收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具体是正向作用还是负向作用，现 

有文献还没有一个定论：有些学者认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可以吸引农村劳动 

人口，增加农村群体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 

对外开放程度 (OPEN) ：对外开放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是有正反 

两方面，一方面对外开放中大量外国投资进入我国市场，这些投资商大都会选择 

现代设施完善，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的城市地区，这样城镇地区就业机会变多； 

另一方面，首先外商投资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急需大量劳动力，这会吸引农 

村人口来城镇就业，也会提高农村地区收入，其次对外开放中出口商品销量激增， 

国内企业就业机会变多，吸引农村青壮年，提高其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采用进出口总额占 GDP 比值来衡量对外开放程度，作为控制变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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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发展程度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 ：普惠金融作为 

数字普惠金融的前身，截至目前，还没有任何文献研究过普惠金融在数字普惠金 

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扮演什么角色，是扩大城乡差距、缩小城乡差距、还 

是毫无关系。本文通过查阅相关资料，从金融覆盖率、金融使用率、保险业三个 

维度，每平方米银行网点个数、每平方米从业人员个数、每万人拥有的银行网点 

个数、每万人中银行从业人员人数、金融机构存款占 GDP 的比重、金融机构贷 

Di = Wi
𝐴𝑖 −𝑀𝐼𝑁𝑖

𝑀𝐴𝑋𝑖 − 𝑀𝐼𝑁𝑖
 

其中 0≤Di≤Wi 其中 Wi(0≤Wi≤1) 为第 i 项指标的权重，Ai 为第 i 项指标 

的实际数值，MINi 为第 i 项指标的最小值，MAXi 为第 i 项指标的最大值。Di 

的值越大，代表在这种维度情况下，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越高。 
 

IFI=1--
√(𝑊1−𝐷1)2+(𝑊2−𝐷2)2+(𝑊3−𝐷3)2+...+(𝑊𝑖−𝐷𝑖)2

√𝑊12+𝑊22+𝑊32+...+𝑊𝑡2
 

 

根据上述相关公式来计算出2011—2019 年我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普惠金融 

指数，用来衡量各省普惠金融发展程度，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之一。所有变量如 

下表所示 

 5.2   
 

   

 GAP 泰尔指数 

 
DIFI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coverage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覆盖广度 
 breadth  

   

 usage depth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使用深度 

 
digitization level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字化程度 

 IS 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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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UR 城镇化率 

 
GOV 财政政府支出 

 PGDP 

 

OPEN 

 

IFI 

经济发展水平 

 

对外开放程度

 

普惠金融发展程度 

 

 

  
 

在对变量进行介绍后，进行实证分析前，还要对变量进行统计性描述，以便 

更为直观的观测到变量的科学数据，本文选取 2011—2019 年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 

区的城乡收入差距 (GAP) 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 (DIFI) 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 

 (coverage breadth) 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 (usage depth)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 

程度 (digitization level) 产业结构 ( IS) 城镇化率 (UR) 财政政府支出 (GOV) 

经济发展水平 (PGDP) 对外开放程度 (OPEN) 普惠金融发展程度 ( IFI) 11 个 

变量。首先从全国层次开始进行统计性描述，但是由于我国国土面积巨大，幅员 

辽阔，不同地区之间差距明显，再从地理位置上把我国分成东中西部进行统计性 

描述。 

( 1) 全国性样本 
 

 5 .3    2011 2019  
 

      

GAP 279 0. 102 0. 108 0.0000193 0.6520 

DIFI 279 2.023 0.916 0. 162 4. 1030 

coverage_ breadth 279 1.823 0.905 0.0196 3.8470 

usage_ depth 279 1.97 0.915 0.0676 4.3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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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    2011 2019  
 

      

digitization_ level 279 2.784 1. 177 0.0758 4.6220 

IS 279 0.901 0.0524 0.742 0.9970 

UR 279 0.574 0. 132 0.228 0.8960 

GOV 279 23,895 19,699 605.8 107671.0000 

PGDP 279 5.2 2.562 1. 119 16.4200 

OPEN 279 0.274 0.294 0.0128 1.4640 

IFI 279 0.092 0. 13 0.0132 0.8180 

数据来源：wind 数据库 

 

从上表可以看出代表城乡收入差距的 GAP 数值，最小值仅为 0.0000193，最 

大值 0.652 ，标准差为 0. 108 ，平均值是 0. 102 ，说明我国不同地区城乡收入差距 

巨大，还要继续努力使全国城乡统一协调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DIFI) 最小 

值为 0. 162 ，最大值 4. 103，平均值 2.023 ，标准差 0.916 ，这也说明我国各省数字 

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较高，但各省之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极不平衡。数字普惠金融 

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发展的相对来说较差，可能因为一些偏远地区人们金融意识 

差，对新兴的数字普惠金融认可度还不是很高，数字普惠金融三个维度中数字化 

程度发展得较好，可能由于网络的普及，解决了一些贫困地区交通不便的问题， 

所以发展得比较好；但数字普惠金融这三个维度在我国不同省份发展的仍然不平 

均，差异较大。产业结构 (IS) 最大值 0.997 ，最小值为 0.742 ，平均值 0.901 ， 

标准差 0.0524 ，各省之间虽有差距，但差距不是很悬殊，发展还较为平均，源于 

我国近几年来产业机构优化政策措施的实施，在保证农作物粮食产量前提下，第 

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可以带动更多行业的就业机会。城镇化率 

 (UR) 最大值 0.896 ，最小值 0.228 ，平均值 0.574 ，标准差为 0. 132 ，我国城镇 

化率不断提高，更多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和生活环境。财政政 

府支出 (GOV) 最大值为 107671 ，最小值为 605.8 ，平均值 23895 ，均值 19699， 

这体现出不同省市自治区差别巨大，且财政支出逐年增加，增加幅度也很大。经 

济发展水平 (PGDP) 最小值为 1. 119 ，最大值为 16.42 ，均值 5.2 ，标准差 2.562， 

人均 GDP 可以代表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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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较大，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相差 14 倍之多，促进各地区经济共同发展也是我 

国主要任务之一。对外开放程度 (OPEN) 最大值为 1.464 ，最小值为 0.0128 ，平 

均值为 0.274 ，标准差 0.294 ，一般来说对外开放程度高的地方经济水平也较高，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也很好，我国国土辽阔，一般来说沿海地区由于得天独厚 

的地理位置优势，对外开放程度较内陆地区高，不同地区对外开放程度差异巨大。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IFI) 作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前身，平均值为 0.092 ，标准 

差为 0. 13 ，最大值为 0.818 ，最小值为 0.0132 ，总体来说，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 

平速度很快，但仍存在不同省份不同地区之间发展不均，差异较大的情况出现。 

( 2) 分地区样本 
 

 

 5.4    2011 2019  
 

      

GAP 99 0.0525 0.048 0.0000193 0. 157 

DIFI 99 2.253 0.946 0.245 4. 103 

coverage_ breadth 99 2.079 0.908 0. 185 3.847 

usage_ depth 99 2.284 0.96 0.24 4.399 

digitization_ level 99 2.772 1.233 0.0758 4.622 

IS 99 0.93 0.062 0.742 0.997 

UR 99 0.685 0. 126 0.456 0.896 

GOV 99 36,802 24,556 2,523 107,671 

PGDP 99 7.05 3.22 1. 119 16.42 

OPEN 99 0.547 0.333 0.0888 1.464 

IFI 99 0. 181 0. 186 0.033 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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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2011 2019  
 

      

GAP 72 0.071 0.0533 0.00168 0.222 

DIFI 72 1.953 0.88 0.284 3.444 

coverage_ breadth 72 1.712 0.862 0. 135 3.208 

usage_ depth 72 1.935 0.847 0.216 3.485 

digitization_ level 72 2.785 1. 178 0.0758 4. 149 

IS 72 0.889 0.0479 0.759 0.994 

UR 72 0.545 0.0694 0.405 0.893 

GOV 72 22,826 10,384 11,238 54,259 

PGDP 72 4.338 1. 116 2.588 8.256 

OPEN 72 0. 135 0. 157 0.0565 1.412 

IFI 72 0.0598 0.0657 0.0244 0.597 

 5.6    2011 2019  
 

      

GAP 108 0. 168 0. 137 0.00248 0.652 

DIFI 108 1.861 0.872 0. 162 3.255 

coverage_ breadth 108 1.663 0.88 0.0196 3. 11 

usage_ depth 108 1.709 0.825 0.0676 3. 195 

digitization_ level 108 2.791 1. 139 0.333 4.537 

IS 108 0.883 0.0306 0.805 0.936 

UR 108 0.493 0.099 0.228 0.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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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2011 2019  
 

GOV 108 12,399 9,072 605.8 46,616 

PGDP 108 4.095 1.387 1.641 7.583 

OPEN 108 0. 117 0.0744 0.0128 0.401 

IFI 108 0.036 0.0138 0.0132 0.0736 

数据来源：wind 数据库 

 

 

本文对我国东中西部进行纵向比对，变量的平均值较能代表这个变量的总体 

情况，因此这里采用平均值进行比对。首先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 (GAP) ， 

通过上图所示，可以发现东部地区无论是最大值，最小值，标准差还是平均值均 

小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平均值仅为 0.0525 ，中部地区的平均值 

为 0.071，西部地区则超过了 0. 1，达到 0. 137，要知道代表着城乡收入差距的 GAP 

指数，数值越小，证明城乡收入差距也就越小，我国东部地区大都为沿海发达地 

区经济水平高，工作机会多，我国第一村华西村位于江苏省，属于我国东部，虽 

属于农村，但其经济总体水平，农村地区人民收入超过我国中西部部分城市地区， 

不止华西村，像这样的农村在我国东部地区还有很多，这就是我国东部地区城乡 

收入差距小的主要原因。在看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也是我国东部地区 

领先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平均值为 2.253 ，而中西部数字 

普惠金融指数平均值仅为 1.953 和 1.861 ，远远低于东部地区，在数字普惠金融 

发展的三个维度中，数字化程度三个地区发展得差不多，而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 

度和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东部地区较中西部地区发展得更好，东部地区数字普 

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平均值为 2.079 和 2.284 ，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 

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平均值均未突破 2 ，可能由于东部地区经济水平高，交通便 

利，大多数金融机构比较愿意在这样的地区进行投资，能获取较大的利润因此东 

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覆盖广度发展水平较高；其次东部地区教育水平发达， 

对金融相关知识了解得比较广泛，其数字普惠金融社会认可度高，所以使用深度 

指标的发展水平就越高。最后控制变量这方面，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领先于中西 

部地区，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相关第二第三产业为加工行业，也就相对来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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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占 GDP 比重较大。东部地区城镇化率平均值为 0.685 ，也领先于我国中西 

部地区。东部地区的财政支出平均值为 36802，是中部地区财政支出 22826 的 1.6   

倍，是西部地区财政支出 12339 的近 3 倍，中西部地区经济落后，当地政府财政 

预算较东部地区政府来说相对较少。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遥遥领先于中西 

部地区，东部地区人均 GDP 平均值为 7.05 ，中西部地区的人均 GDP 平均值仅为 

4.338 和 4.095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均 GDP 就高。对外开放程度也 

是东部地区比较高，东部地区的平均值为 0.547，中部和西部分别为 0. 135 和 0. 117， 

东部地区是中西部的5 倍之多，这得益于东部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其省市 

大多沿海，交通运输较为发达，因此其进出口总额也较高。普惠金融发展方面， 

东部地区普惠金融指数的平均值为 0. 181 ，中西部地区仅为 0.060 和 0.036 ，东部 

地区的发展程度分别为中西部的 3 倍和5 倍，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众多， 

经济发展水平高，金融需求量大，金融供给量多，所以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也较高。 

综上所述，东部地区所有变量除城乡差距 (GAP) 之外其他变量均高于中西 

部，中部地区除城乡收入差距 (GAP) 外，其他变量均高于西部地区。 
 

  
 
 

  
 

面板数据虽然增强了数据之间的平稳性，使得变量与变量之间相关性减少， 

但是各变量还是有趋势，使其非平稳，存在单位根。在面板数据进行模型参数估 

计和实证分析之前，出现单位根，会存在伪回归现象，为了进一步保证变量平稳， 

必须对所有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因为只有平稳变量的回归才是有效的。因此参 

考陈强老师《高级计量经济学及 STATA 应用》一书中，本文将会采用常规的 LLC 

检验和 IPS 检验对 GAP  (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 ；DIFI  (数字普惠金融指 

数)；coverage_breadth  (数字金融服务覆盖广度) 、usage_depth  (数字金融服务 

使用深度) digitization_level  (数字金融服务数字化程度) IS  (产业结构) ；UR 

(城市化率) GOV  (财政支出比率) ；PGDP  (经济发展水平) ；OPEN  (贸易 

开放度) ;IFI  (普惠金融指数) 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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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LLC  P  ps P  
 

GAP 0.0000       **平稳 GAP 0.0000 **平稳 

DIFI 0.0000       **平稳 DIFI 0.0000 **平稳 

coverage_ breadth 0.0000       **平稳 coverage_ breadth 0.2842 不平稳 

usage_ depth 0.0000       **平稳 usage depth 0.0043 **平稳 

digitization_ level 0.0000       **平稳 digitization_ level 0.0001 **平稳 

UR 0.0000       **平稳 UR 0.0000 **平稳 

GOV 0.0000       **平稳 GOV 0.0000 **平稳 

PGDP 0.0000       **平稳 PGDP 0.0000 **平稳 

OPEN 0.0041       **平稳 OPEN 0.0000 **平稳 

IFI 0.0000       **平稳 IFI 0.0000 **平稳 

数据来源：Stata  数据分析 

 

从表中可以看到在 LLC 检验下，所有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均在 1%的显著 

水平下通过了检验，在 ips 检验下，只有变量 coverage depth 未通过显著性测试， 

而其他均通过显著性 10%显著水平测试。本文对全体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处理，结 

果如下图，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均通过 1%显著水平的检验，证明这些变量为一 

阶差分平稳序列： 

 

 5.8   
 

LLC  P  ps P  
 

D. GAP 0.0000       **平稳 D. GAP 0.0000 **平稳 

D. DIFI 0.0000       **平稳 D.DIFI 0.0000 **平稳 

D. coverage_ breadth 0.0000       **平稳 D. coverage_ breadth 0.0013 **平稳 

D. usage_ depth 0.0000       **平稳 D. usage_ depth 0.0000 **平稳 

D. digitization_ level 0.0000       **平稳 D. digitization_ level 0.0000 **平稳 

D.UR 0.0000       **平稳 D.UR 0.0000 **平稳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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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LLC  P  ps P  
 

D. PGDP 0.0000       **平稳 D. PGDP 0.0000 **平稳 

D. OPEN 0.0000       **平稳 D. OPEN 0.0000 **平稳 

D.RD 0.0000       **平稳 D.RD 0.0000 **平稳 

D.IFI 0.0000       **平稳 D.IFI 0.0000 **平稳 

数据来源：Stata  数据分析 

 

 

综上所述，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所有变量在一阶上是平稳的，但为了不 

影响后续的实证回归，本文用 stata 对其协整检验回归。 

 

  
 

避免只存在短期协整，为考察面板之间长期的协整关系，本文采用 Pedroni 

检验 (Pedroni, 1999, 2004) 与 Westerlund  检验 (Westerlund, 2005)。 

(1) Pedroni  检验 

下图为对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进行 Pedroni  检验，数据结果如下，允许不同 

面板单位有不同的协整向量与残差自回归系数，检验结果如下： 

 

 5.9   Pedroni  

 

 

 

上表下方所汇报的三种检验统计量，其对应的 p  值均为 0.0000 ，故拒绝
 

“不存在协整关系” 的原假设，进而判断这几个变量有长期协整关系。 

( 2) Westerlund  检验 

下图为对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进行 Westerlund  检验，检验结果如下，依然 

包括时间趋势项。 

i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36 

 

 5.10    Westerlund   

 

 

 

 

上表下方所汇报的 Variance ratio  统计量之 p  值为 0.0000 ，因此强烈拒绝 

“不存在协整关系” 的原假设。由此可以断定这几个变量之间有长期协整关系。 

由上述各项检验结果可知，各个指标变量面板数据均拒绝原假设，各变量存 

在稳定的协整关系，其回归残差同样是平稳的，因此可对原方程进行实证回归。 

 

  
 
 

  
 

本文选取全国 31 个省级单位、 自治区、直辖市 2011 到 2019 年的数据来研
 

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针对不同的假设构建不同的模型： 

( 1):GAPi,t=ɑ0+ɑ 1DIFIi,t +ɑ2ISi,t +ɑ3 URi,t +ɑ4 GOVi,t +ɑ5PGDPi,t +ɑ6OPENi,t +ɑ 7IFIi,t+ɛi,t     

(1≤i≤31 ，2011≤t≤2019) 

模型 1 研究的是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全国样本 

为例，GAPi, t 表示第 i 个省份第 t 年的泰尔指数，代表城乡收入差距；DIFIi,t 表示 

第 i 个省份第 t 年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代表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ISi,t 表示 

第 i 个省份第t 年的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总 GDP 的比重，代表产业结构； 

URi, t 表示第 i 个省份第 t 年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代表着城镇化率；GOVi, t  

表示第 i 个省份第 t 年的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代表着财政支出水平；PGDPi,t  

表示第 i 个省份第 t 年人均 GDP，代表着经济发展水平；OPENi,t 表示第 i 个省份 

第 t 年进出口总额占 GDP 比重，代表着对外贸易水平；IFIi,t 表示第 i 个省份第t 

年普惠金融指数，用来衡量普惠金融发展水平；ɛi,t  表示第 i 个省份第 t 年未纳入 

该模型的其他因素变量。 

(2):GAPi,t=ɑ0+ɑ 1DIFIi,t +ɑ2LOCATIONi,t +ɑ3ISi,t +ɑ4 URi,t +ɑ5 GOVi,t +ɑ6PGDPi,t +ɑ 7OPE    

Ni,t +ɑ8IFIi,t +ɛi,t                                                                                                                     (1≤i≤31，2011≤t≤2019)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37 

 

模型 2 主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不同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LOCATIONi, t 表示第 i 个省份第 t 年不同地区，主要将我国分为东部(east) 、中部 

(mid) 、西部(west) 。其余变量的意义与模型 (1) 相同。 

 

 5.11   
 
 

东部 

 

北京 天津 河北 辽宁 上海 江苏 浙江 福建 山东 广东 海南 

 

中部 

 

山西 吉林 黑龙江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西部 

 

内蒙古 广西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数据来自wind 数据库 

(3):GAPi,t=ɑ0+ɑ 1DIFIDIMEMSIONi,t +ɑ2ISi,t +ɑ3 URi,t +ɑ4 GOVi,t +ɑ5PGDPi,t +ɑ6OPENi,t      

+ɑ 7IFIi,t +ɛi,t                                                                                                                             (1≤i≤31，2011≤t≤2019) 

模型 3 研究的是不同维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全 

国样本为例，这里面 DIFIDIMEMSIONi,t 表示第 i 个省份第 t 年数字普惠金融总指 

数及其三个维度，其余变量的意义与模型 (1) 相同。 

 

  
 

一般进行实证检验主要有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FE) 随机效应回归模型(RE) 

混合效应回归模型 (OLS) ，因此在进行实证回归之前，通常要用 stata 软件选择 

采用哪种模型进行实证回归。 

(1) 全样本回归模型选取 

本文采用F 检验和 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5.12   F  Hausman  
 

F   Prob>F 

DIFI 27.96 0.0000 

Hausman  chi2  Prob>chi2  

DIFI 39.33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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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检验主要用来判断选择使用混合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这里 F 检验 

的统计量 p 值为 0.0000 ，并且其在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就说明拒绝混 

合效应回归，所以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同时 Hausman 检验的 p 值为 0.0000， 

在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因此应该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综上所 

述，全国样本实证回归应该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进行。 

(2) 异质性分析模型选取 

本文同样采用F 检验和 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5.13   F  Hausman  
 

F   Prob> F 

DIFI 24.66 0.0000 

Hausman  chi2  Prob>chi2  

DIFI 19.25 0.0038 

 

东部地区在 F 检验中，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p 值为 0.0000，拒绝混合 

效应模型，因此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在 Hausman检验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p 

值为 0.0038 ，因此在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5.14   F  Hausman  
 

F   Prob> F 

DIFI 40634.24 0.0000 

Hausman  chi2  Prob>chi2  

DIFI 11.01 0.0800 

 

中部地区在 F 检验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p 值为 0.0000，拒绝混合效应模型， 

因此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在 Hausman检验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p 值大于 0.05， 

因此接受原假设，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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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   F  Hausman  
 

F   Prob> F 

DIFI 102.05 0.0000 

Hausman  chi2  Prob>chi2  

DIFI 15.76 0.0151 

 

西部地区在 F 检验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p 值为 0.0000，拒绝混合效应模型， 

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在 Hausman检验中，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和数字化程度 p 

值均小于 0.05 ，应拒绝原假设，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3) 分维度回归模型选取 
 

 5.16   F  Hausman  
 

F   Prob>F 

coverage_ breadth 32.37 0.0000 

usage_ depth 27.41 0.0000 

digitization_ level 11.71 0.0000 

Hausman  chi2  Prob>chi2  

coverage_ breadth 35.45 0.0000 

usage_ depth 79.92 0.0000 

digitization_ level 59.32 0.0000 

 

这里 F 检验的统计量 p 值均为 0.0000，表明通过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同时 Hausman 检验 p 值均为 0.0000 ，在 0.01 的显著性水平 

下拒绝原假设，因此应该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因此针对三个不同假设所选择 

的效应回归模型如下表： 

 5.17   
 

变量 模型 

DIFI 固定效应模型 

coverage_ breadth 固定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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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   
 

变量 模型 

usage_ depth 固定效应模型 

digitization_ level 固定效应模型 

 

  
 

本文选取 2011—2019 年，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相关数据进行实 

证分析。分别对上述假设进行检验。 

 

  
 

本文用 stata 对数据进行实证回归，结果如下： 
 

 5.18    
 

GAP  t P>|t| 

DIFI -0.0981161 -3.02 0.005*** 

IS -0.0601298 -0. 15 0.878 

UR -2.019329 -5.76 0.000*** 

GOV 0.00000217 2.68 0.012** 

PGGDP 0.0004962 0.28 0.779 

OPEN 0.0997259 1.59 0. 121 

IFI 0.0971856 0.36 0.722 

 

首先看普惠金融，系数为 0.0971856 ，且没通过 10%的显著性测试，说明普 

惠金融的发展不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没什么显 

著影响。再看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普惠金融与互联网技术的结合体，其系数为 

-0.09811 并且通过 1%显著水平下显著，证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 

距的缩小有极强的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每提高 1%时，城乡收入差 

距就缩小 0.0981161% ，这意味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特别是其中互联网技术的 

发展为推进普惠金融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普惠金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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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其 

本质在于借助数字技术使得农民通过一条网线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获得金融服 

务，一些金融机构也可以通过不铺设实体网点，利用在线业务为农村居民提供金 

融服务，这致使农村地区金融供给量增多，农村居民对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需求 

得到满足，相关云计算储存服务不断完善，加快了金融改革的步伐，使农村地区 

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多样化趋势，收入增长，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一定程度上 

实现最大化金融资源平均分配。再看其他变量，城镇化率也表现在 1%显著水平 

下显著，且系数为-2.019329，城乡化率每增加 1%，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2.019329%， 

城镇化率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极强的作用，城镇化率提高，意味着农村青年人 

口涌入城市，城镇就业机会多，城市潜力大，收入也相对来说比较高，因此从侧 

面提高农村人口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财政政府支出虽然通过 5%显著水平 

下显著但是其系数为 0.00000217 ，证明财政支出每增加 1% ，城乡收入差距就会 

扩大 0.00000217%，数值不大，但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仍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究其原因，财政支出的增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村地区居民收入，可能是由 

于农村地区基础建设设施较城市来说还很落后，造成同等程度的政府补助的增加， 

城镇居民收入增加幅度远远大于乡村居民，因此政府补助的增加会扩大城乡收入 

差距。产业结构系数为-0.0601298 ，但回归后未通过显著性测试，证明产业结构 

的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无显著作用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虽然系 

数分别为 0.0004962 、0.0997259 、均为正的，但是未在实证回归中通过 10%的显 

著性测试，因此这二者的变动与城乡收入扩大或缩小之间并无显著的影响关系。 

 

  
 

把我国分成东中西三个地区，并通过 4.3.2 模型，对我国 2011—2019 年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影响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下图： 

 5.19    
 

       

DIFI -0.032903 -0.0171283*** -0. 184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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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    
 

       

IS -0.5356034 -0.0531592 -0. 1461825 

UR -0.4911897 -0.7635097*** -2.674878*** 

GOV 0.000000726* -0.000000644 0.000000346 

PGDP 0.0042216*** 0.0023812 0.0324705 

OPEN 0.0717735* -0. 1858629*** 0. 1021165 

IFI 0.2686327 0.7948594*** 4.430595 

 

 

由图可知，在东部中，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是正相关系，数字普惠 

金融指数对城乡收入差距仍存在负相关关系，但普惠金融指数与数字普惠金融指 

数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均不显著，究其原因，首先我国东部大多为经济发达地 

区，城乡发展较为均衡，城乡收入差距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早已不用通过发 

展数字普惠金融来影响了；其次其经济发展快相关金融供给、金融需求、互联网 

技术普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已经很完善，上升空间较小，所以东部数字普惠金 

融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很小。中部地区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发展水平对 

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十分显著，其在 1%显著水平下显著，但方向略有不同，普 

惠金融每发展 1%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0.7948594% ，数字普惠金融每发展 1% ， 

城乡收入差距就会缩小 0.017%；西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 

响并不显著，但是数字普惠金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影响比较显 

著，通过了 5%的显著水平实验，数字普惠金融每发展 1% ，城乡收入差距就会 

缩小 0. 18% ，究其原因，首先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水平发展情况较东部地区相对 

来说比较缓慢，这两个地区城乡收入差距较大，互联网的普及程度较低，如果只 

是发展普惠金融，一些地区由于位置交通不便利的因素，不能很好的获得金融服 

务，致使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其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甚至会造成像城市地区 

由于金融网点多，金融服务获取便利，其居民收入越来越高，相比之下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但是数字普惠金融借助数字信息技术和 

互联网的发展带动起当地金融行业的发展，使其他行业办理金融业务也方便许多， 

对收入差距的缩小产生积极影响；其次中西部这种经济落后的省份，当地政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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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了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农业机构 

就有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可以大力发展农业，从而增加农民收入，减小城乡收入 

差距。 

 

  
 

 

 5.20   
 

    

coverage_ breadth 

usage_ depth 

digitization_ level 

 

IS 

 

UR 

 

GOV 

 

PGDP 

 

OPEN 

 

IFI 

-0. 1685559*** 

 

 

 

 

 

0.002243 

 

- 1.697538*** 

 

0.00000195** 

 

-0.0001895 

 

0.0628369 

 

0.0206998 

 

 

-0.0330663* 

 

 

 

-0.0957252 

 

-2.078377*** 

 

0.00000186** 

 

-0.0002298 

 

0.095872 

 

0.0254047 

 

 

 

 

-0.0062752 

 

-0. 1252519 

 

-2.08624*** 

 

0.00000184** 

 

-0.0007211 

 

0. 1070122 

 

-0.0223175 

 

在分维度的回归中，从上述图表可看到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 

影响没有通过 10%显著性测试，说明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 

显著，但是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通过了 1%显著水平下显著，系数为-0. 169 ， 

说明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每增长 1%，城乡收入差距就会缩小 0. 169%，数字普 

惠金融覆盖广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起着显著作用；使用深度通过了 5%的显著 

水平测试，其系数为-0.033 ，证明使用深度每增加 1% ，城乡收入差距就会缩小 

0.033%，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其影响效果远不 

如覆盖广度来得强烈；数字化程度虽然系数是负的，但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作用并不是十分明显，数字化程度每上涨 1% ，城乡收入差距只会缩小 0.006%， 

上述现象发生的原因为数字普惠金融的推广，第一步就是铺设金融机构，金融服 

务网点，增设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也就是本文的第一个维度：数字普惠金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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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广度，只有相关金融设施完善，才能谈得到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指标，因此 

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最大。控制变量与上文的数字 

普惠金融总指数对城乡差距的影响显著性相同，首先三个维度城镇化率均通过 

1%的显著性测试，且系数均为负，证明提高城镇化率可以强烈缩小城乡收入差 

距，这三个维度，数字化程度的实证回归中城镇化率的提高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 

响最为明显，每提高 1%的城镇化率，城乡收入差距就会缩小 2.09%；其次政府 

财政支出方面，三个维度的政府财政支出均在 5%显著水平下显著，系数均为正 

数且数值大小相差不多，证明政府财政支出不仅不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反而会 

扩大其差距，但效果很微弱，原因在于政府增加财政支出，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 

都会增加，但是由于城镇基础建设设施完善，收入增长幅度超过农村，所以城乡 

收入差距会被拉大。 

 

5.5  
 

根据上文回归数据分析，可知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正 

向激励作用，但此结论是否可靠，还要通过稳健性检验进行分析，提高结论的准 

确性，这里本文采用变量替代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方法，用城乡居民收入比代替泰 

尔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全国整体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如下图： 

 5.21   
 

  t P>|t| 

DIFI -0. 128918 -3.33 0.001*** 

IS 1.050468 0.64 0.525 

UR - 1.671403 -2.98 0.003*** 

GOV -0.0000067 -0.44 0.661** 

PGGDP -0.0019245 -0.23 0.807 

OPEN -0.6244895 -3.28 0.001*** 

IFI 1.071129 2.30 0.021*** 

 

变量替代结果与前文所述没有较大差异，证明该结果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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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全国层面角度，普惠金融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微乎其微，数 

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收敛作用显著。在控制变量角度，城乡收入差 

距随城镇化提高而显著下降，因为城镇化的提高，增加就业机会，从而增加农民 

收入，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 分区域来看，普惠金融只对中部地区的城乡差距缩小有强势收敛作用， 

东西部地区作用不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对东中西城乡收入差距起抑制作 

用，其中对中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缩减效果最显著，紧接着是西部地区，最后是 

东部地区，呈现一定的区域异质性差异。 

(3) 分维度来看，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无明显作用，构 

成数字普惠金融的三大维度的发展都对城乡收入差距都有一定的收敛效用，其中 

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改善作用最显著，其次是金融服务的使用 

深度，最后是数字支持服务。 

 

  
 
 

  
 

数字化信息技术的传播与发展，使传统的普惠金融极大地摆脱了依赖线下实 

体营业网点才可进行业务办理的不便，但是它的普及及应用仍然离不开宽带，移 

动设备这些基础设施的支撑。数字普惠金融渗透性较低，由上述实证可知金融服 

务覆盖广度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十分显著，由于当前数字普惠金融的开展推 

广时间尚短，有关业务尚不完备，技术手段不够成熟，对应基础设施不健全，因 

此，如果要想数字普惠金融充分渗透到农村和其他偏远地区。数字基建成为重头 

戏。在以后的工作中，地方政府部门应与通信、电力等行业加强沟通，协同发展， 

完善农村基建，改善农村地区4G 和 5G 基站，提高宽带覆盖率，切实做到提速降 

费，保证数据传输质量，达到网络服务又好又快，必须继续着力推进数字普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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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建设。在数字技术支撑日益完善的大环境中，数字普惠金融已经成为普惠金融 

的主要发展方向。今后发展将以数字技术为突破口，要在普惠金融服务环节引入 

数字技术，并且针对互联网技术日益凸显的新情况，新特性，发掘数字技术和普 

惠金融契合点，利用互联网技术活力和效益，实现“普”,“惠”包容性发展的 

特点。尽管当前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居于比较领先的地位， 

但将数字技术和普惠金融融合，还只是刚刚开始，还存在不少需要研究的问题， 

再加上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稍显欠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 

展道路是漫长而艰辛的。 

 

  
 

目前我国农村边远地区的居民对金融产品的选择性较少，这需要金融机构根 

据不同种类特殊群体金融需求，积极开发创新的金融产品，推出个性化的服务， 

让农村居民更方便，更有效率地享受金融服务，最大限度地发挥数字金融服务的 

普惠效应，真正做到惠及大众。数字普惠金融包含支付、投资融资等众多领域， 

创新数字化产品要考虑全面，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从融资的角度讲，首先在 

银行提供贷款方面，地方政府部门应配合金融机构开展经营性贷款工作，乡镇中 

小微企业少抵押资产即可，减少融资难度；就个人贷款而言，以用户为教育对象、 

政府部门通过补助金融机构来缓解个人还贷压力、提升群众生活满意度，增强获 

得感，由此可推出一些创新性的贷款项目。 

 

  
 

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时应注意分清主次、有先有后。要摸透数字普惠金融的 

发展规律，也要考虑不同情况下金融排斥的大小程度，依据现实情况和环境，设 

计出具有符合数字普惠金融个性化的发展路径。 

数字普惠的发展应以覆盖广度为发展的重心，因为经过上述的实证回归检验， 

覆盖广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效应最强，并且覆盖广度有机会打破金融排斥问 

题。数字技术的支持应该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前提条件，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 

城市地区相较于农村地区，不仅互联网覆盖面更广阔，而且数字移动技术的使用 

频率也更高，农村地区居民在使用互联网时，会经常出现卡顿、掉线的情况，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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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的接触机会大大降低了。因而只有在城乡地区居民均能平等并广泛地使 

用互联网数字技术的大前提下，数字普惠金融才能作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力 

工具。以硬件设施匹配齐全、互联网服务覆盖率高的前提下，发展重点则可转移 

到注重利用深度的第二阶段，为了减轻金融条件排斥、价格排斥与市场排斥占据 

主导地位，基于获取数字普惠金融所提供金融服务，对数字技术渗透功能进行深 

度挖掘，打造出成本低，效率高、风险受控普惠金融产品，向农村居民提供性价 

比更好的金融服务。当前，数字普惠金融在中国的第一阶段还没有结束，数字技 

术的应用还没有完全涵盖，可以首先“以点带面”地大力宣传数字技术在我国的 

普及性，加强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普及数字支付功能，促进农村居民对数 

字金融服务的适应性，扩大数字普惠金融各项业务覆盖范围。第二个阶段也处于 

萌芽阶段，要通过数字普惠金融“以面带点”达到广覆盖、遍地开花的效果，开 

展普惠金融利用的深度研究，对各种用途简单的金融业务进行创新，加大各类型 

居民利用数字普惠金融的能力，在实际应用场景中不断完善，切实提高数字普惠 

金融使用深度。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要体现全方位，多角度。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要寻求更 

大金融支持领域，有针对性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切实满足弱势群体金融需 

要。在金融产品设计中，要考虑到服务对象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文化观念，金 

融知识水平等现实因素的影响，可根据不同场所不同目标，因地制宜，制定不同 

类型具有个性化的业务，有效彰显数字普惠金融普惠性质。目前，中国数字普惠 

金融在经营中，移动支付占据了主体，我国大部分城乡区域都已经实现了基础性 

移动支付的覆盖，但是有些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尚未能够享有方便的支付体系， 

因此移动支付业务要不断普及。以此为基础，信贷，投资，保险、理财业务也要 

不断发展，虽然受众群体各异，但是，从整体上看，发展水平还比较薄弱，其中， 

小额保险与小额信贷的发展态势较为良好，说明与追逐高额收益，却又具有高风 

险的投资业务相比，农村居民更加需要确保基础生活安全和低风险产品，同时也 

需要获得资金，设计数字普惠金融产品，一定要把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数 

字征信业务能力变弱，是由于监管信息体制不够完善，私人资料有时在非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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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到利用，因此居民个人并不想提供更多隐私数据，居民征信体系建设任务仍 

有待突破。金融服务产品的设计要做到简化服务流程，做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 

跑腿。继续降低使用门槛，让数字普惠金融产品更加符合弱势群体的需求，让数 

字普惠金融产品能惠及更多中低收入人群。 

 

  
 

在数字普惠金融深度发展方面，要释放更多居民金融需求，促进数字金融知 

识的传播。当前多数农户金融知识匮乏，对数字化认识不足，对数字普惠金融这 

一新概念而言，更有很少人知道，因此，他们往往难以作出合理的决定，稳健金 

融决策，主要因为在农村教育资源相对落后，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因此，应 

先普及数字金融的通识教育，具体的措施是两大方向的：一方面，加大向广大农 

村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居民普及移动互联网相关教育的力度，并落实到具体操 

作细节上，向以往几乎没有接触过互联网的人演示了用可动客户端上网的技术， 

为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奠定基础。另一方面通过激励农村群众对数字普惠金融的认 

同感，加强金融知识的普及和教育，使得农村居民的观念有所转变。以银行等金 

融机构为主，要定期举办金融知识讲座，加强农村居民的知识储备，提高防范风 

险意识，动员广大群众投入到金融发展中来，加强情感接纳。二是针对广大农村 

群体传统的金融服务保守倾向，让大众接受新兴事物，势必要经历一个渐进而漫 

长的过程，所以，通过请一部分人免费参加某些金融服务，切实体会金融服务带 

来的好处，数字普惠金融的推广可通过教育平台，同时，这有助于满足更大金融 

需求。最后，数字普惠金融推广应逐步向更边远区域推进，增加他们接触金融服 

务以及金融产品的机会，从而增加收入。 

 

  
 

信用记录作为个人、企业的身份证明，这对于信贷服务的供给方和接受方构 

建信用体系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当前征信系统多服务于传统金融领域，在农村 

地区，征信体系不够完善，许多农村居民由于长时间只是进行第一产业原始农产 

品的活动，他们的信用记录是欠缺的，信息不对称使形成合格的借贷关系的困难 

重重，数字普惠金融同样很难真正落地。如今，数字化技术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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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征信系统亟待变革，在某种程度上不仅要解决个人的融资难题，更要帮助 

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识别风险，为他们扩大经营规模营造了良好环境，达到双赢。 

构建新的征信系统，一是加大征信系统在全国的普及率，特别是在征信体系尚未 

健全的农村，对于个人征信，许多农村居民并不了解，对于信用记录，更是一头 

雾水。因此央行应把征信的内涵、重要性及查询方式作为宣传普及要点，增强企 

业及个人征信意识。二是着重发展网络的作用，利用大数据及其他技术所具有优 

势，搭载传统的信息载体，扩大信用信息的获得途径，促进征信信息在企业间互 

通。最后为了对征信行为进行规制，要加快推进信用信息立法。凡涉及信用，均 

应当经法律许可，征信机构依法收集信用数据是非常必要的，防止资料的误用和 

泄露，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要有意识地保护好自己的信用。 

 

  
 

应持续改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环境，完善监管体系。数字普惠金融虽在高速 

发展，但在这当中所显示出的问题，仍不可低估。一方面是目前的一些区域、一 

些产业“数字鸿沟”现象的出现，已经对“普惠”本质产生不利的影响。在大力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今天，要狠抓贫困地区政策扶持教育工作，尤其要强化弱势 

群体金融知识，加强互联网知识教育，在需求与供给两个层面上形成合力，减缓 

金融排斥。另一方面，由于相关监管制度不完善，数字普惠金融部分业务存在较 

大金融风险，频繁发生的 P2P 暴雷的风险，更加说明互联网金融具有先天的脆弱 

性，弱化了群众对数字金融信心，对于缺乏金融知识的农村居民来说，这种冲击 

尤为明显。简言之，就是制度，监管与创新要同步进行，并行不悖，才能使数字 

普惠金融又好又快又安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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