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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得到广泛

快速的发展，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同样面临着机遇与挑战。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城

市商业银行的深度融合，一方面促使城市商业银行更加注重服务方式的优化升级，

以满足多元化的客户需求；另一方面，在扩大服务覆盖面的同时，也加剧了行业

内外部的竞争压力，从而反过来对城市商业银行的盈利空间构成了挤压，城市商

业银行在面临数字化冲击时，经营模式必然会发生变化。因此，本文探寻数字普

惠金融与城市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探究二者之间作用机理，研究数字普惠金融

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具体作用机制，将有助于城市商业银行系统地运用数

字普惠金融提高自身的经营绩效，为城市商业银行提高自身硬实力发展提供建议。

本文针对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方面的研究主要采

用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在理论层面，通过从数字普惠金融的传导路径及其

内在作用机制出发，以揭示其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产生的影响；而在实证层

面，本文选取了 2012 年到 2021 年 77 家城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研

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总体上抑制了城市商业银行的经

营绩效。其次，长期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是非线性

的。再次，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具

体而言对上市城市商业银行抑制效果小于非上市城市商业银行；东部地区抑制作

用最小，其次是中西部地区。最后，城市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比和成本收入比

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影响的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因此，本文从两个方面提出如下几点建议：城市商业银行层面：一是强化与

互联网金融科技公司的战略合作；二是按自身特点合理研发创新性金融产品和服

务；三是不断提升和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风险管控能力，构建严密的风险防

控体系；四是大力培育具备金融科技专业素养的人才队伍。政府层面：一是全力

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优化；二是建立适应新型金融服务模式的监

管机制。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 城市商业银行 经营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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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experienced widespread and rapid development, and urban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are also facing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traditional urban

commercial banks has prompted urban commercial banks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optimizing and upgrading their service methods to meet

diverse customer needs; On the other hand, while expanding service

coverage, it also intensifies competition pressure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industry, which in turn squeezes the profit space of urban commercial

banks. When urban commercial banks face digital shocks, their business

models will inevitably chang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urban commercial

banks,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their interaction, and studies the

specific mechanism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the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of urban commercial banks. This will help urban

commercial banks systematically use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to improve

their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and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ir own hard power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mainly adopts a combination of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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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o study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the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of urban commercial banks.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starting from the transmission path and internal mechanism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to reveal its impact on the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of urban commercial banks; At the empirical level, this

article selected panel data from 77 urban commercial banks from 2012 to

2021 as the sample for research, and dre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Firstly,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as generally

suppressed the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of urban commercial banks.

Secondly, in the long run,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the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of urban commercial banks is non-linear. Once

agai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as a heterogeneous

impact on the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of urban commercial banks.

Specifically, the inhibitory effect on listed urban commercial banks is

smaller than that on non listed urban commercial banks; The inhibitory

effect is the smallest in the eastern region, followed by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Finally, the non interest income ratio and cost income

ratio of urban commercial banks play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the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of

urban commercial banks.

Therefo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from

two aspects: at the level of urban commercial banks: first, strength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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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cooperation with Internet financial technology companies;

Secondly, develop innovative financi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based on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in a reasonable manner; Thirdly, continuously

enhance and improve the risk control capabilitie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business, and build a rigorous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The fourth is to vigorously cultivate a talent team with professional

qualities in financial technology. At the government level, firstly, we will

ful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The second is to establish a regulatory

mechanism that adapts to the new financial service model.

Keywords：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City commercial bank；Business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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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在最近几年中，伴随着互联网的进步，新一代的科技如大数据和云计算逐渐

完善，普惠金融也进入到了数字化的新阶段。因此，数字普惠金融这一新的理论

应运而生。其以其低廉的运行费用、广泛的应用范围和高度的适用性，已然转变

为中国经济金融进步的重要驱动力。自从 2011 年以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

展，无论是在覆盖广度上，还是在使用深度上，亦或者在数字化程度上，整体都

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特别是 2016 年《G20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等系列

政策文件出台，显著加快了我国的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步伐，并且在发展质量上

也取得了重大飞跃，整体态势逐渐趋于正规化和成熟化。然而，在此背景下，城

市商业银行在应对数字普惠金融迅速发展的过程中，除了要把握其所带来的机遇

以外，还要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不可避免地会对城市商业银行既有经营模式产

生深远影响，并由此对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城市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银行业发展的第三梯队，作为商业银行体系发展的重

要力量，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银行业协会城商行工作委员会发布《城

市商业银行发展报告 2022》显示，截至 2021 年年末，城市商业银行总资产规模

达到 45.1 万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9.7%，占全国商业银行总资产总额

的比重为 13.1%。在该年度内，城市商业银行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9425 亿元，同

比增长 6.4%，净利润为 2394.3 亿元，同比增长 11.6%。到 2021 年末，城商行不

良贷款率为 1.90%，拨备覆盖率为 188.71%，其资产质量总体保持稳定状态。城

市商业银行总资产在银行业中的比重逐年增加，这一现象凸显了城市商业银行在

地区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并对其区域经济贡献度的增长提供了有力

的证据。

在零壹智库发布的 2022 年手机银行数字竞争力上，城商行数量最多，为 41

家。其中，有 9家城市商业银行进入了 TOP30 榜单。其中，宁波银行和江苏银行

稳居前列，分别以 64.17 分和 63.58 分位列第 14 和 16 名，中原银行 60.36 分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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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21，长沙银行（e 钱庄）进入榜单排在 24 名。上海银行、南京银行、杭州银

行和渤海银行跻身 TOP30,分别在 22、25、26、30 名；泰隆银行排名 28。

伴随着依托于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的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将通过多种渠道影响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在相比传统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在金融服务场景中表现出服务范围更广、渗透性更强，这将显著影

响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提升。在因此探讨数字普惠金融稳步发展与城市商业银行

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必要。

城市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银行业发展的第三梯队，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稳

定增长对地方经济稳健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兴起则加速

了城市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因此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市商业银

行经营绩效的影响有着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因其普惠性

和便捷性的特点，其发展推动了城市商业银行业务模式的创新升级，填补了城市

商业银行传统金融服务模式的空白，拓宽城市商业银行的服务边界，打破时空的

限制，从而有效扩大城市商业银行的服务范围，进而提高了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

效；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加剧了城市商业银行间的竞争，推高了负债

成本，给予了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一定的财务压力，从而导致对城市商业银

行经营绩效的提升产生了不利影响。

因此，本文计划首先通过查阅文献进行梳理归纳，从理论部分探究数字普惠

金融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内在影响机理，并提出研究假设，探寻非利息收入

和成本收入比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并基于城市商业银行上市与否以及所在地区差

异来进行异质性分析，丰富了针对城市商银行的经营绩效的研究。因此，本文的

研究目的是通过目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和结合已有文献，研究数字普惠

金融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内在影响机制，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非利息

收入和成本收入比在其中的中介作用，采用异质性研究分析是城市商业银行否上

市以及所处地区不同受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程度，为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发

展提供理论依据。

1.1.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3

学术界对于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的研究不在少数，但基于商业银行经营

绩效角度的研究鲜有，细致划分下的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且现如今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方面也取得一定成就。因此本文

将在参考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从数字普惠金融角度出发，研究其对城市商业银行

经营绩效的影响，有助于丰富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相关理

论。

（2）现实意义

第一，本文研究有助于深化城市商业银行对数字普惠金融的认识。所选样本

均属城市商业银行，基于当前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现状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

能够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具体影响，得出一个统一的结

论。相关结论对整体城市商业银行均具有一定的现实参考意义。

第二，通过对城市商业银行按照其所在的经济区域差异以及是否上市进行分

类，并开展异质性分析，旨在深入探究在不同地域下以及是否上市的城市商业银

行经营绩效受到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且所得结论更加具有针

对性，对不同经济区域的城市商业银行能够提供更为准确的参考，具有一定的现

实意义。

1.2 文献综述

1.2.1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主要从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对银行的影响来进行

的。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周思莹等（2022）在进行研究的过程当中，

通过专业的理论分析，针对山东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后，明确提

出山东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存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对滞后、投资者金融素

养提升的需求、区域发展差异明显以及政策支持体系尚待完善等问题，并针对这

些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策略。吕太升等人（2023）的研究揭示了数字普惠金融

在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中所起的显著作用，其中各个维度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都呈现出结构性差异，尤其是在中小企业群体中的效应尤为突出。徐巍巍（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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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有效降低企业的信贷成本，能够显著

减轻融资约束的压力，并减弱财务杠杆带来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于具有更强成

长潜力的企业，这种积极作用更为显著。李彦龙和沈艳（2022）采用泰尔指数回

归模型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

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缩减省级、市级乃至市区间的经济差距具有显著效

应，特别是在非直辖市以及南方地区的减小差距效果更为显著。陈清华等（202

2）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深入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内在作用机制的影响。

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与我国经济发展质量之间存在一种“U”型

曲线关系，即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推进和发展，其对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表

现出先降低在升高的过程，并且企业创新在两者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陈卫

雯（2022）研究显示，尽管西安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发展态势良好，但在深化应用

方面仍有提升空间。陈啸等（2023）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不仅通过促进数字创新从

而促使地区经济增长，而且其作用程度还存在着区域性差异，即数字普惠金融对

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较强，而对东部地区促进作用较小。Ernest Ak

paku（2022）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和信通技术密集度强度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

着正向效应,是必要条件，且信通技术监管并不调节数字普惠金融、社会经济发

展和信通技术密集度三者之间的联系。Rijia 等人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与门槛效应

模型对数字金融包容度对区域经济社会增长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究。研究结果显

示，数字金融包容性的提升对区域内经济活动的增长具有明显的直接推动作用，

并伴随一定程度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揭示，在中国，相较

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相对较弱。

数字普惠金融对银行的影响。Sun Y&Xinwei T（2022）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

性金融对中国宏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影响，确认其能有效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具体途径包括增加居民储蓄、刺激消费以及增强金融机构贷款能力等。Chinoda

和 Kapingura（2023）数字普惠金融与银行稳定性显著正相关,与不良贷款显著

负相关。研究还发现,银行竞争(HHI)对银行稳定性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宋科,李

振（2023）以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金融科技的发展，发现金融科技发展带

来的外部竞争效应大于技术溢出效应，对银行流动性创造产生抑制作用。贾雅茹,

陈俞全,郭沛（2023）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绩效水平提升；缓解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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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约束是银行数字化影响贷款企业绩效的重要机制。王志光，范志国（2023）数

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剧了地区商业银行竞争；消费需求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是数字

普惠金融影响地区商业银行竞争的中介效应；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商业银行竞争的关系中发挥调节效应。李曜,胡涛（2023）

构造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数字金融服务平台能够显著

促进银行的信贷投放。陈永良,凌爱凡（2023）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信贷同时存

在显著的促进和抑制作用，数字金融广度发展会促进商业银行信贷，而数字金融

深度发展会抑制商业银行信贷。

1.2.2 关于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研究

国外早在十九世纪初就有不少关于商业银行经营绩效方面的研究，其经营绩

效主要是针对商业银行的整体收益情况。Copper（1978）在其学术研究中开创性

地将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引入到银行绩效测评中，并且率先构建了银行绩

效评价的理论构架，同时对投入产出模型中的非参数计算方法进行了改良升级。

West（1985）在此基础上继续拓展研究，他在设计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评价体系时，

着重考虑了诸如盈利能力、风险控制以及资本充足率等关键性评价指标，并创新

性地采用了因子分析方法构建了这一评价体系。Neely 和 Wheelock（1997）在研

究中首次运用回归分析法建立了针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评估模型，系统性地探

讨了外部环境因素如何对商业银行的整体运营绩效产生影响，并最终确认了外部

环境变化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重要作用，并具有显著性影响。Ram 团队（2008）

在先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并且强调在构建

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评估体系时，不仅应当包含传统的财务客观指标，还需纳入诸

如员工满意度等主观因素，以实现对商业银行运营状况的全面刻画。此外，George

Eiiabs（2011）采用了一套基于层次分析法（AHP）的新颖体系，并成功地将其

应用于立陶宛商业银行的现实案例分析，从而为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评估创建了一

个全新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评估框架。研究结果显示，该体系能够有效地量化估

计商业银行的绩效水平，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参考意义。Dluhopolskyi

Oleksandr 等人（2023）从新型冠状病毒影响的角度讨论了有关数字普惠金融综

合指数水平的所得结果：既直接通过影响消费者行为和有关数字金融服务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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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从更广泛的角度通过影响商业实体、金融服务提供监管。Mhlanga David（2023）

研究发现了区块链技术促进数字金融普惠的多种方式,包括其在金融交易中的应

用,其作为增加金融储蓄的工具的效用,其在提供信贷方面的使用,以及其在提供

保险方面的应用。

我国关于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研究文献较多且深入。傅勇等学者（2011）在

对一组包含 13 家银行的多元化财务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后指出，微观层面的因素

如股权结构和银行规模对中小银行的经营绩效影响并不显著，而宏观经济层面的

要素，例如市场环境和政策监管，则对中小银行的经营绩效产生了显著的实质性

影响。朱宏泉等（2011）对 12 家商业银行的数据进行分析，探究商业银行非利

息收入的构成及影响，发现手续费收入是银行非利息收入的主要来源，且非利息

收入与商业银行规模、存款占总资产的比重和管理水平等因素成正相关。尚妍等

（2016）研究表明多元化经营对中小型商业银行经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但显著

提高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水平。谢绚丽,王诗卉（2022）构建了一套涵

盖战略、业务和管理三个维度的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指标体系，实证结果显示，银

行的数字化转型不仅能提升银行的整体绩效，还能有效抵御新技术冲击，进而推

动银行渠道运营方式的革新升级。赵庆向（2023）绿色信贷与银行经营绩效正相

关，银行实施绿色信贷有利于提高经营绩效；绿色信贷与银行风险承担负相关，

银行实施绿色信贷能够降低其风险承担。翟胜宝,程妍婷,谢露（2023）的研究指

出，商业银行通过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地缓解银行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并

提高经营效率，进而降低其风险承担水平，且降低效果对于大中型商业银行以及

东部地区商业银行更为明显。

1.2.3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研究

现有文献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是降低还

是增加，结论具有不确定性，但总体呈现两种观点：促进和抑制作用。

（1）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带呈现促进影响

Beck（2016）等人经过严谨的实证研究后发现，金融创新不仅涵盖商业模式、

金融产品设计和服务模式等多个维度的变革，同时也涉及到技术层面的创新与升

级。这种全面的金融领域改革有力推动了银行产品种类的多元化发展，改善了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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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服务体验，并拓宽了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从而对商业银行的整体绩效产生了

显著的提升效果。Dong 等人（2020）的研究揭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商业银

行的整体绩效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与此同时，也可能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管理

形成一定的制约效应。陆龙飞和徐飞（2018）在中国银行业面临金融科技冲击的

大背景下，针对 2011 年至 2017 年间中国 16 家上市商业银行进行了深入研究，

结果显示，如果商业银行能够合理应用金融科技，则能够对其运营效率产生积极

推动，并有助于提升商业银行的整体经营绩效。刘笑彤和杨德勇（2017）在使用

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量化评估商业银行绩效时发现，在并购重组这一调节

变量的作用下，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绩效表现出积极的促进作用。陈正,韩亮

亮（2022）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提升了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并且银行风险承担水

平越高，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提高作用越明显。郭丽虹和朱柯达（2

021）研究表明银行可借助金融科技降低普惠贷款尤其是小微企业普惠贷款带来

的风险，提高业绩。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稳健性经营起着积极作用。

（2）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呈现抑制作用

邱晗等（2018）以利率市场化为背景的情况下，以 2011 年至 2015 年间 263

家银行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在金融科技发展的环境下，商业银行的负债结构受

到显著影响，它们愈发依赖同业拆借市场，导致负债成本上升，借款利息收益减

少，为了补偿这部分损失，银行倾向于选择更高风险的投资组合，这在一定程度

上加大了银行风险，从而降低了银行的整体经营绩效。游家兴,林慧和柳颖（20

23）发现金融科技虽然会降低销售费用，但这并不足以抵消由此带来的营业成本

与管理费用的提高，最终导致整体银行业绩下滑和成长停滞。王小华,邓晓雯和

周海洋（2022）用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发现由于金融

科技的“竞争效应”较“技术溢出效应”表现得更为明显，其发展不仅会降低商

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而且会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风险，不利于商业银行的经

营绩效提升。

1.2.4 文献述评

在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机制时，国内外研究者呈现

两种主流观点。一方面，众多学者指出，数字普惠金融机构通过战略性地布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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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科技，主要通过四条主要路径改善银行经营绩效，即降低信贷风险、提升普惠

金融服务水平、优化运营管理效能以及扩展中间业务范围。进一步研究表明，那

些信贷贷款占比较高之银行，在利用金融科技手段减少信贷风险并提升自身经营

绩效方面的效果尤为突出。然而，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学者提出，随着数字普

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它加剧了银行业的市场竞争，间接推高了商业银行的营业成

本和管理支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提升构成了潜在阻碍。

已有的相关研究虽然为本文研究数字金融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提供

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参考依据，但也暴露出如下不足之处：

第一，从研究视角的聚焦程度来看，当前文献对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综

合影响的研究中，对经营绩效这一特定维度的关注力度相对较弱。并且，大多数

现存文献的研究对象对所有商业银行进行研究，鲜有文献单独分析城市商业银行；

第二，从研究结论的一致性角度看，当前学术界对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经营

绩效影响的具体结论并未形成共识。一些研究者主张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有效

提升商业银行的整体经营绩效，而另一些研究则认为这种发展趋势在某种程度上

可能对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提升产生了抑制效应。鉴于这些研究现状，本文

研究的核心目标在于深入剖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确切影

响，并明确其究竟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还是消极的抑制作用。因此，选取城

市商业银行和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本文的研究主体，并从经营绩效的视角出发，进

行系统化的分析和研究。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学者有关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在大量阅读了相关文献后，

选取我国 77 家城市商业银行数据，运用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数字普惠金

融发展水平，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的影响，对转型存在

的问题做了深入剖析并提出了相关建议，为其他银行零售转型提供了启示。文章

具体分为以下五个章节：

第一章绪论。本章节旨在详细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及其重要价值。通过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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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普惠金融、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及其相互作用的现有文献进行系统性的回顾和深

入评估，剖析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在理论构建与实证分析方面的优势与不足。在此

基础上，本研究明确提出针对前人研究局限性所设定的研究路径与目标，旨在填

补当前研究的不足，并推动对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影响机制的更深

层次探索。

第二章阐述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本章首先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和数字

普惠金融的基本概念进行严谨定义。接下来，系统论述长尾理论、金融中介理论、

挤出效应理论以及信息不对称理论四项核心理论，以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坚实的理

论支撑。

第三章主要现状分析。本章将梳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历程和现状以及城

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发展状况。

第四章影响机制分析。本章深入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

的具体影响机制，在相关理论指导下，详细解析数字普惠金融如何通过不同途径

作用于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并基于此构建研究假设。

第五章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实证分析。第一，本章采用因

子分析方法，对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各项关键财务指标进行整合分析，构建出一个

能够全方位反映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综合性评价指标体系；第二，将以此为

基础，对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实际影响进行定量验证与深入

分析。第三，对数字普惠金融和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相关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

分析和相关性分析；针对研究的主要问题，即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

绩效的影响使用豪斯曼检验确定模型后进行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第四，通过加

入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二次项进行回归，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

绩效是否具有非线性影响效果；第五，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分析非利息收入比和成

本收入比在其中是否起到中介作用；第六，通过异质性检验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

是否上市的城市商业银行以及不同地区的城市商业银行的影响程度；第七，对实

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六章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在前文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并依据实

证结果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启示，为解决相关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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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技术路线图

1.3.2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本文首先采用系统化的方法，广泛搜集并深度剖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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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料，基于作者的个人理解，对本文所聚焦的核心概念及理论进行了细致而

全面的阐释。在理论层面上，通过对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潜在的多

元影响进行深入探讨，进一步归纳整理了国内外学者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商业银行

相互关系的不同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构成了本研究后续展开的坚实理论依据。

（2）实证分析法：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一个能够全面反映城市

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复合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变量，并选用北京大学发布的数字

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作为解释变量。在此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

应模型对数据进行了严谨的实证分析，以此深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城

市商业银行实际经营效果的影响机制及其程度。

1.4 本文的创新点

1.4.1 创新点

第一，研究内容方面创新。目前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的文献多是研

究分析大型商业银行，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之间关系的

研究较少。本文选取了涵盖中国 29 个省市（除西藏自治区和海南省之外）的 77

家城市商业银行作为研究样本，在 2021 年样本资产规模占所有城市商业银行资

产规模的 81.49%，样本选取具有较强代表性。以此充实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

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影响的研究内容。

1.4.2 不足之

第二，指标选取方面创新。目前关于商业银行绩效多从银行盈利能力进行研

究，很多学者对于绩效的评价体系也有不同之处，有直接采用 ROA 或 ROE 指标对

其进行衡量的，也有从经营原则进行考虑的。但本文选择从城市商业银行的四个

关键维度筛选相关指标，通过因子分析方法来综合评价商业银行的整体经营表现

。这种方法不仅使数据较为全面，而且所得结论更具信服力。

处

由于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数据公开性和透明度有限，不少银行的信息披露并

不完整，因此，本研究所采用的时间跨度相对较短的面板数据可能无法全面展现

商业银行的所有动态变化。此外，由于各家银行公开报告中各项指标的统计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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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尽相同，在进行数据收集、整合和合并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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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

2.1.1 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

经营绩效这一概念指在特定经营期间内，企业经营绩效反映了企业的经济效

益和管理者的经营业绩。它涵盖了反映企业经营各方面状况的多项指标，如净利

润率、损耗率、营业收入增长率等。

对于专注于货币资金管理和运作的商业银行来说，其经营绩效的评判标准在

于对其在一个完整的会计周期内取得的经营业绩及其相应经营管理效率的考量。

通常情况下，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评估是一项基于多元化内部统计指标的复杂

过程，这些指标被设计用来精准衡量银行在盈利能力构建、资产配置与管理的有

效性、偿债能力的强弱以及维系可持续增长态势等方面的多项关键指标。通过严

谨的定量分析，确保对商业银行在复杂经济环境中所实现的经营成效给予全面而

准确的评价。例如总资产规模、运营成本、平均资产回报率等核心指标。通过对

这些指标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可以有效评估商业银行的业务运营水平及其经

营效率。伴随城商行业务领域拓宽和监管要求的变化，相应的考核指标也随之不

断调整。在此基础上，除了对城市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之外，对银行资源配置的

有效性、风险程度、资产质量和核心资本充足率进行综合评估至关重要。这种评

估不仅有助于市场各利益相关者全面洞悉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更能精准识别其

发展潜力，从而有助于各方参与者在决策时更好地降低投资风险、节省投资成本。

2.1.2 数字普惠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是一种旨在通过运用数字技术创新推进普惠金融事业发展的

战略，它借助移动互联、移动支付、网络通讯、云端计算等先进的数字化工具，

致力于降低金融服务的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并拓宽金融服务触及面，力求在遵

循公平公正基本原则下，使更多人群能在可控风险和负担得起的成本条件下享受

到金融体系所带来的益处。数字普惠金融本质上是普惠金融理念与数字技术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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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融合，它是在数字化时代对普惠金融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展现，既保留了普惠金

融包容性的精髓，又充分利用了金融科技的高度创新性。在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指

的是一切以互联网、大数据分析等数字技术为手段，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行为，

为传统普惠金融方式难以覆盖到的客户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为了确保数字普

惠金融的稳健与快速扩展，金融机构必须建立和完善严格的风险管理体系，利用

互联网技术实施实时的风险预警与管控，并凭借大数据分析技术和各类金融科技

解决方案，将金融服务无缝延展至社会大众群体。相较于传统的金融机构，数字

普惠金融在以下几个方面展现出独特的优越性：

第一，提高服务可获得性。相较于以前居民只能到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的营

业网点办理业务，受到时空和地域的双重限制外，办理流程也较为复杂，人工成

本较高。现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突破了地区限制，实现了金融服务远程化和

线上化，使客户无需亲临实体网点就能享受便捷的金融服务。

第二，扩大金融服务范围。2021 年，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非现金业务方

面实现了显著增长，全年共计完成交易 4395.06 亿笔，涉及金额达到 4415.56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上升了 23.90%和 10.03%。与此同时，非银行支付机构

在网络支付业务上的增速更快，总计处理了 10283.22 亿笔交易，交易总额达到

了 355.46 万亿元人民币，相较于上一年同期，交易笔数和金额增长率分别达到

了 24.30%和 20.67%，显示出移动支付领域依旧保持较高增速的发展趋势。2021

年共处理农村地区网络支付业务共 5876.9 亿笔，表明现如今普惠金融依靠数字

技术不仅只为城市居民带来了便捷的金融服务，也为农村地区的居民提供便捷的

金融服务。再加上许多金融机构都在进行适老化改造，如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指导全省银行进行线上线下适老化改造，如今全省大部分银行 APP 都完成了适老

化改造，这样无论你身处何处，年长与否，都能共享信息化成果，都能享受到同

等金融服务。

第三，融资费用低廉。传统金融体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服务网点的

规模化建设，并主要通过人工方式进行线下业务的手动审核与处理，这一模式致

使金融机构承受着高昂的物理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源成本压力。随着数字技术的日

益成熟与广泛应用，客户不再受限于线下网点办理业务，而是可以通过移动终端

随时随地高效快捷地获取金融服务，大幅节省了客户的时间成本，同时也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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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的服务效能，减少了人力、财力和物力投入。

第四，提高服务效率。传统金融机构可能因客户从未有过贷款记录而将其划

分为低价值客户群体，从而忽视了其未来可能转变为优质客户的潜力。商业银行

运用线上平台、大数据、云计算及区块链等先进科技手段，构建了智能化的服务

体系，能够是商业银行通过系统重新重视那些之前被忽视的有潜力的优质客户。

该系统还对支付结算等传统业务进行了创新优化，不仅显著简化了金融服务的操

作流程，而且通过深度分析和挖掘交易数据，银行能够精确评估客户的信用状况

及业务需求，从而在强化风险管理效能的同时，亦能大幅提升服务响应速度和服

务运作效率。

2.2 理论基础

2.2.1 长尾理论

长尾理论指在具备足够市场流通性的条件下，那些需求较低、销售量较小的

产品，其总市场份额有可能与主流畅销品相抗衡甚至超越。这一理论颠覆了传统

的“二八定律”，后者认为商业银行大约 80%的利润来自占客户总数 20%的高净

值客户群体。基于这一认识，传统商业银行倾向于优先服务此类高净值客户，从

而可能导致对剩余客户群的关注度不足。商业银行通常会集中力量服务那些规模

较大、经营稳健的企业，以及拥有较高存款额的储户，通过设立 VIP 卡、专享贵

宾室等方式吸引更多这类客户。而对于存款较少的个人客户和小微企业，则常常

被认为是自然增长的对象，受到的关注和服务较少。数字普惠金融的兴起改变了

这一格局，通过降低金融市场准入门槛并显著提升借贷服务的易得性和便捷性，

有力地促进了长尾市场的深度开发与尾部客户群体的有效激活。数字金融企业运

用这一新型的数字普惠金融模式，得以向过去常常被传统金融服务边缘化的尾部

客户提供便捷高效的借贷解决方案以及个性化的金融服务。这些客户无需受制于

时间和地点，只需借助智能手机、电脑等常用设备，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

平台，就能轻松完成对银行金融产品的交易操作。城市商业银行也可借由推行数

字理财产品，改善经营绩效，从而吸引更多长尾客户群体，提升他们所带来的价

值贡献。通过这种方式，城市商业银行能够拓宽客户基础，优化客户结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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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广泛的金融普惠，同时也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2.2.2 金融中介理论

金融中介理论指出，金融中介机构通过降低资本市场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

称性，从而增强了市场运行效率。一方面，金融中介通过汇集社会闲散资金，形

成规模化效应，最大化程度上利用了市场上的闲置资本；另一方面，作为资金流

动的双通道载体，金融中介通过匹配资金供需两端，显著提升了资金流转的灵活

性和效率。此外，凭借其专业知识和掌握的丰富资源，金融中介能够迅速响应并

满足各类客户的需求，从而显著减少了交易所需的时间成本。

在金融中介体系中，城市商业银行占据了重要地位，其功能体现在以下几个

关键方面：首先，城市商业银行作为支付中介，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为居民

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便利的支付途径，简化了支付过程。其次，城市商业银行作为

权威的金融机构，降低了交易成本，为资金供需双方提供了安全的交易支付平台，

减少了双方在寻求资金配置时的额外支出。最后，城市商业银行通过充当资金供

求双方之间的桥梁，通过精准匹配，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使得社会闲置资金得

到有效均衡利用。

在传统的金融市场体系中，城市商业银行扮演着至关重要的金融中介角色，

长久以来担当着连接资金供求双方的关键桥梁。然而，随着金融科技的持续革新

与发展，投资主体与筹资实体逐渐转向依赖互联网平台进行直接的资金融通与交

易操作。借助网络平台，资金的供给方和需求方能够跨越时间和地理限制，高效

筛选和匹配各自的交易意向，从而满足多元化的资金需求。此外，得益于大数据

技术、云计算以及高级搜索引擎技术的广泛应用，交易双方能够实时监控和解析

交易数据，显著增强了信息透明度，大大简化了传统融资过程中繁琐的审批步骤，

从而大幅提升了信息处理效能并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

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对商业银行的核心业务运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即资金供

求双方可以通过金融科技手段实现直接交易，减少了对银行中介服务的依赖，这

一现象逐步削弱了银行在传统金融中介职能上的原有地位，并同步加速了金融脱

媒过程的深化。从理论层面看，金融科技企业与传统城市商业银行已然形成了竞

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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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挤出效应理论

本文主要是金融科技新兴企业在市场上的崛起对城市商业银行市场份额的

挤占作用。首先，在这一进程中，金融科技公司的出现对城市商业银行的传统负

债业务构成了显著挑战，特别是在核心负债业务——存款业务方面，城市商业银

行遭受了来自数字普惠金融产品的强劲竞争，面临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如余额宝、

零钱通等带来的挑战，而这种类似的产品具有灵活便捷、收益率较高等特点，从

而降低了客户对传统城市商业银行存款业务的依赖性。导致城市商业银行迫不得

已采取提高存款利率的策略来维系原有客户，从而提高了其负债成本。

其次，在资产业务方面，金融科技企业同样对城市商业银行造成了影响。例

如，以京东白条、借呗等为代表的金融科技贷款产品以其便捷快速的特性，削弱

了客户对传统银行贷款业务的刚性需求。同时，这些新型信贷方式还成功吸引了

那些在传统银行难以获取贷款的“长尾”客户群体，从而导致城市商业银行客户

进一步减少。

综上所述，数字普惠金融的兴起和发展催生了一系列新型金融服务和产品，

这些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传统城市商业银行原有的业务空间，并对其盈利能

力构成削弱效应，进而对商业银行的整体经营绩效产生了负面的挤出效应，从而

对传统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2.2.4 信息不对称理论

在市场交易过程中，由于交易双方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占有信息优势

的一方往往会利用此种优势，采取相应行动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在市

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然而此种做法会干预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使得原本由

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产生偏移，进而导致商品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并最终引发

“市场失灵”现象。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还会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这两者均会导致信息劣势方的利益蒙受损失，从而进一步破坏市场的公平与效率。

在客户选择存款银行或投资理财产品时，尽管我国已实行了存款保险制度以

保护储户利益，防范潜在的资金损失风险，但众多客户仍偏好选择规模较大且信

誉良好的国有银行或股份制银行。这种选择偏好对城市商业银行构成了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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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其在吸收存款和筹集资金方面面临相对劣势，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城市商业银

行的融资约束压力。从借款人的角度来看，由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而

导致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前的资格审查和征信查询时，不能对借款人的经营状况

和负债信息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特别是当贷款人有心想要隐瞒自己在经营过程

中暗藏的关键风险点时，会导致商业银行进行错误的操作，用与借款人风险情况

不符的低利率进行信贷业务，甚至给本不符合贷款条件的借款人进行了放贷操作。

由于低估风险而导致坏账后，银行就会提高平均贷款利率。在这种逆向选择的基

础上，导致原本信用较好的客户由于贷款利率过高从而选择退出市场，而风险较

高的借款人则会继续想商业银行贷款，直到其贷款利率和他的风险等级想匹配。

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商业银行的贷款质量不断下降。所以在商业银行进行信贷

业务操作之前中后所有时期，都有对借款人的风险变动识别和其资金用途用途的

进行有效监管的的需求。否则，这种监管的失察就会让借款人有机会将所得贷款

投入到禁止使用的领域，例如：房地产，股票基金市场等。而一旦借款人进行这

种操作，变会将经营风险转嫁给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这种情况一旦产生，除了

会对借款人的征信产生不良影响外，商业银行业承受了更多的信贷风险以及坏账

风险，由此导致了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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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现状

3.1 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普惠金融的概念已经显著超越了以往仅限于面向小规模实体和弱

势群体的传统信贷服务边界，演变为一个涵盖财富管理、保险保障、支付结算、

信贷等多个金融业务层次的综合性服务体系，广泛服务于社会各个阶层的参与者。

数字金融的迅速崛起有力地增强了金融的普适性和覆盖面，尤其是互联网科技企

业凭借其先进的数字化技术手段，积极构建普惠金融服务生态网络，通过不断创

新金融产品，成功吸引了大规模客户群体，且借助低成本的服务优势，有效地触

及并造福了更多低收入群体。因此，数字化的金融运营模式和服务方式不仅已成

为普惠金融领域不可或缺的竞争优势核心，而且为普惠金融的持续深化和发展提

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随着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体系不断深化发展，精确衡量其发展状况成为一项迫

切的研究需求。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数凭借其高度的专业性，在衡量我国数字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该指数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与

蚂蚁科技集团研究院共同组建的课题组精心编制而成，旨在全面而系统地评估我

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该指数综合运用了涵盖 33 个具体指标的评价体系，

对全国绝大部份区域内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了严谨的科学计量与评估。

（1）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

从全国整体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展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如图 3.1

所示，以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参照基准，从 2011 年至 2021 年的十年间，

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经历了稳步提升的过程，并取得了显著成果。具体

而言，在增长量方面，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中位数由最初的 33.58 增长至

363.61，增长倍数超过十倍；同时，平均值也由 40.00 攀升至 372.72。在增长

率方面，2012 年至 2013 年期间，我国省级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平均增长率

超过了 50%，这一显著增长数据有力地证明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正处于启动阶段

并经历了快速的爆发式扩张。接下来的 2014 年至 2017 年期间，虽然增长率相较

于前一阶段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着高于 15%的高水平增长速度，显示我国数字

普惠金融在此阶段呈现高速且全面的发展趋势。到了 2018 年至 2021 年阶段，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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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增速逐渐趋向稳定，但这一平稳的增长态势标志着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之前的

高速增长阶段顺利过渡到相对稳定增长的状态。这一转变进一步验证了我国数字

普惠金融体系在这段时间里正在稳步地迈向成熟发展阶段。

图 3.1 2011-2021 年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均值、中位数和增速（%）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报告》

（2）数字普惠金融二级指数

图 3.2 展示了 2011 年至 2021 年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三个构成分指数（覆

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各自的发展水平，并将其与总指数的表现进行

了对照。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三个分指数尽管增速存在差异，但整体上均呈现出

上升趋势。在 2012 年到 2015 年间，数字化程度这一分指数的增幅还是显著，其

次为覆盖广度，而使用深度的增长相对滞后。并且数字化程度无论是指数值还是

增长幅度明显超过其他两个分指标，这表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早起阶段，

数字化程度。

然而在 2016 年到 2021 年间，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虽然三个分指标仍然保

持总体增长，但数字化程度中位数在 2016 年开始大幅度降低，并在 2017 年继续

下降，在 2019 年至 2021 年数字化程度的才趋于平稳，而使用深度在 2016 年就

超越了覆盖广度，虽然在 2018 年使用深度指数下降，但仍然超过了覆盖广度。

此现象说明当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达到较高阶段时，依赖数字化程度单一因素

推动增长的空间已大减小。因此，未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发展将更

加依赖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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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2012—2021 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分指数的省级中位值

资料来源：本图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报告》

（3）各省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

由于我国各省级行政区在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源配置等方

面的显著差异，导致各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并不均衡。图 3.3 展示了 2021

年度我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分布特征。根据指数反映出的不

同发展层次，我们可以将这些省份大致分为三个层级。位于首层梯队的省份有北

京、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和广东，这些区域由于其坚实的经济基础和高度发

达的金融市场，其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显著优于其他省份，体现了高水平的发展状

况。第二层级主要包括中东部地区的一些城市，其中包括不少一线及新一线城市。

尽管这些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目前尚不及第一梯队，但其经济发展潜力

巨大，而且在增速方面展现出赶超第一梯队的趋势。至于第三梯队，则涵盖了诸

如西藏、甘肃、黑龙江等位于西部或东北部边远地区的省份，由于其地域广袤而

人口密度较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加之地理位置带来的物理局限性，致使这些

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普遍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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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2021 年各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布

资料来源：本图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报告》

3.2 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在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快速扩展的进程中，城市商业银行所承受的竞

争压力亦随之显著增大。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各类创新金融模式不断涌现，

使得身处激烈竞争格局的城市商业银行逐步认识到对其运营管理模式进行适应

性转变的紧迫，以便其在金融市场中稳固乃至提升竞争优势。为此，本研究将立

足于我国 77 家城市商业银行详实的财务数据集，深度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如何作

用于城市商业银行的运营绩效及其内在影响机理。所选取的这 77 家城市商业银

行在 2021 年总资产占到了我国全部商业银行总资产的 81.5%，因而具有较强的

代表性，以此样本进行的研究结果足以揭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

效的影响。

为了系统且全面地评估我国商业银行当前的经营绩效状况，本文设计了一个

包含十三项指标的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综合评价体系，该体系围绕盈利能力、发展

能力、偿债能力和资产质量这四大关键维度展开，并采用因子分析方法进行量化

分析（计算方法、过程及结果见 5.2 被解释变量计算）。基于此计算结果，图

3.4 描述了 2012 年至 2021 年间 77 家样本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时间序列变

化趋势，从中可见，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总体呈现逐步下滑的趋势。这一现象的

出现，主要原因可归纳如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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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国经济已步入新常态阶段，相较于先前的高速增长期，近年来经济

增长的驱动力减弱，增速也趋于平缓，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产

生了间接的负面影响。其次，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行，城市商业银行以

往依靠较大的存贷款利差来维持主要利润来源的商业模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考验。在这样的背景下，商业银行迫切需要寻找新的业务拓展路径，以确保在市

场中的稳固地位。然而，在这一业务转型的过程中，城市商业银行因为转型的不

确定性因素，从而导致其受到更大的风险。由此导致了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

降低。

图 3.4 2012 年至 2021 年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均值

资料来源：根据计算结果由作者绘制

图 3.5 展示了在 2012 年至 2021 年的时间内，上市城市商业银行与非上市城

市商业银行之间经营绩效变化趋势的对比情况。从整体走势可知，不论是上市还

是非上市城市商业银行，其经营绩效均呈现出相似的走向，即整体上均呈现出下

降趋势。并且，在 2019 年至 2021 年间，上市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显现出了

相对稳定的特征，即上升和下降区间都在 5%的水平上波动。而非上市城市商业

银行则在 2016 年至 2018 年经历了较为明显的下滑趋势，且在 2021 年其经营绩

效下降也较为明显。

分开来看，非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始终低于上市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

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上市城市商业银行通常拥有较大的资产规模，而较大

的资产规模能令其在一定程度上对其盈利能力和风险管理提升等方面优于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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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市商业银行。因此，从整体上看，上市城市商业银行相较于非上市城市商业

银行在经营绩效上的表现更为良好。

图 3.5 是否上市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

资料来源：根据计算结果由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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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机制

近年来，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持续深化发展发展，数字金融对城市商业银行

的经营绩效产生了显著而深远的影响。相较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

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在规模、客户基数、业务处理量及业务种类等方面均相对较

小。这种规模差异限制了城市商业银行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方面的资源投入，表

现为数字化建设水平相对低下，特别是在互联网技术的采纳与应用方面表现出一

定的滞后性，尤其体现在对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及云计算等尖端技术的应

用尚处起步阶段，所提供的线上金融产品和服务较为有限。在当前银行业激烈的

竞争环境中，城市商业银行在数字化转型的速度与程度上明显落后于国有商业银

行和股份制银行。本文旨在从替代效应、竞争效应、滞后效应和缓解信息不对称

四个不同维度出发，系统性地探讨数字金融的发展如何作用于城市商业银行经营

绩效的改进及其内在作用机制。

4.1 替代效应

替代效应是在消费者实际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某一商品价格的变化对其

替代商品需求量所带来的影响。当前，新兴的数字金融科技企业正在涉足传统存

贷款业务领域，其提供的服务通常更为便捷高效，从而对城市商业银行的存贷款

业务形成替代压力，对城市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和经营效率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

具体来说，从存款层面看，支付宝理财、微信理财通等便捷型基金理财服务

的快速发展，导致商业银行尤其是城市商业银行面临着活期存款大量流出及定期

存款成本上升的双重挑战。尽管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通过手机客户端研发多元

化的互联网金融产品以适应市场变革，但城市商业银行在这方面却表现出相对滞

后的态势。互联网数字普惠金融企业之所以能提供更具吸引力的存款利率，是因

为它们得益于相对较低的运营成本优势，从而在存款利率竞争中展现出了更强的

竞争力。城市商业银行不得不通过提高存款利率以挽留和吸引客户，虽然短期内

有助于吸储，但长期来看，这会导致经营成本持续上涨，从而削弱整体经营绩效。

另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普惠金融企业利用其在大数据处理与技术创新方面的

优势，大力扩展信贷业务，例如花呗、借呗、微信分付等快捷小额信贷产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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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抢占了城市商业银行因流程繁琐而在信贷服务市场的份额。这些互联网数字普

惠金融的小额信贷产品已在短期借贷市场上实现深度渗透，致使城市商业银行的

利息收入显著减少。由于互联网数字普惠金融公司主要依赖互联网和移动终端提

供金融服务，它们能提供更多样化的贷款选择，小微企业因此享受到更为灵活多

元的贷款安排，且部分城市商业银行的融资成本相对较高。这种差异使得城市商

业银行在贷款层面流失了大量的小微客户群体，进一步降低了其经营绩效。

4.2 竞争效应

从存款角度来看，一方面，商业银行之间内部的竞争。受到数字金融企业发

展的影响，信息逐渐公开化，城市商业银行原有的利益空间受到挤压，银行为了

提高自己的利益，各银行之间也在被动地进行更加激烈的争抢，不得以提高存款

利率使得城市商业银行的收益减少，推高了负债成本，从而最终导致了城市商业

银行经营绩效的降低。另一方面，城市商业银行与金融科技企业、其他银行类金

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伴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迅猛发展，一系列具有操作便利和高

收益等特点的新型理财工具开始兴起，例如“余额宝”这类短期货币基金，由于

这些产品的利率不受中央银行管制，而且这些金融产品具有交易方便、利率市场

化的特点，比受利率管制的银行存款更具有投资导向性，为居民提供了投资银行

间市场的渠道，吸引了大量居民储蓄存款，导致城市商业银行尾部客户群体减少，

从传统存款市场中获取资金更加困难，盈利能力下降，进而一直了城市商业银行

经营绩效的降低。

从贷款角度来看，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资金的供应者和需求者以互联网

科技公司为信用中介，借助例网络借贷平台为融资渠道，实现 P2P 网络借贷，与

传统的银行贷款相比，不仅能使一些不符合城市商业银行放贷要求的中小微企业

和村镇企业能够筹措到资金，解决其融资困难的问题，还能减少办理贷款业务所

需时间，提高放款到账效率，使那些在城市商业银行有资格贷款但觉得商业银行

贷款繁琐，耗时长的企业选择了网络接待平台，使城市商业银行的尾部客户减少，

降低了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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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滞后效应

随着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加速发展，城市商业银行欲追平与国有银行和股份

制银行之间的差距，亟需加大其在数字化转型和互联网技术升级方面的资金投入

力度。无论是互联网技术的迭代更新，还是数字科技的创新突破，乃至技术研发

与平台基础设施的构建，均属于典型的资本密集型投资活动。在当前银行业内外

部竞争态势日趋激烈的大环境下，城市商业银行必须加强对技术革新、软件创新

及平台构建等多元项目的投资力度，而此类项目的启动阶段往往伴随着高昂的初

期投入成本，并且投资回报周期相对较长。在投资初期，银行的运营管理费用和

研发支出通常会大幅攀升，进而无形之中抬高了经营成本。此外，数字普惠金融

对城市商业银行的潜在正面效应，例如运行效率提升、产品创新能力增强、市场

边界拓宽以及管理水平优化等，往往并非立竿见影，而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从短

期经济效益的角度看，银行的投资增速有可能超过产出增速，从而可能导致城市

商业银行在短期内的经营效率出现暂时性下滑。

4.4 释缓效应

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不断发展，城市行业银行运用数字技术加强其征信查询

能力和风险监管方式，且监管部门和征信系统运用数字技术加强其监管和查询能

力，使其监管措施和征信查询得以正确有效的运作后。城市商业银行和于借款人

和借款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将会得到缓解。城市商业银行将会运用更好的评估

借款人和借款企业的风险等级，从而给出与借款人相应的放贷利率，避免逆向选

择的发生。同时，城市商业银行可以对借款人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全方位的监控，

确保放款资金用于正确途径，减少了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坏账风险，从而提

高其经营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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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机制图

经过上述论述与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H2：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不断发展，其对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会由抑制

转向促进作用，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非线性影响。

H3:非利息收入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发挥着中介作用。

H4：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通过改变成本收入比来间接影响银行的经营绩

效表现。

H5：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不同类型的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存在差

异性：上市城市商业银行与非上市城市商业银行之间可能有不同的响应机制；对

于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城市商业银行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也可

能因地域特性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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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实证分析

5.1 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设计

5.1.1 数据来源

考虑到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以及商业银行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投入应用

和数据获取性。截止 2021 年底，我国共有 128 家城市商业银行，本文选取

2012-2021 年中国城市商业银行财务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并剔除相关指标缺失的

样本后，选取样本银行共 77 家，其中包括截止 2021 年底 26 家已经成功上市的

城市商业银行以及 51 家未上市的城市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的相关财务数据

来源于万得数据库以及个别银行官网发布的年度报告；数字普惠金融数据来源于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关宏观数据来源于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和各地市年鉴，本文最终利用

Stata 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

5.1.2 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在借鉴我国现有城市商业银行经营业绩评价体系的基础之上，

结合城市商业银行当前的具体运营实况以及可获得的实际指标数据，本文从城市

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发展能力、偿债能力和资产质量四个方面选取相应的指标。

由于这些财务指标之间有较高的相关度，能用因子分析法根据各个变量之间的相

关性大小进行分类重组，依据特征性选取主成分因子，参考傅勇（2011）等选取

的相关财务指标，本文利用因子分析法选取的 13 个指标衡量样本城市商业银行

的经营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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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城市商业银行绩效指标

变量

类型
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盈利

能力

X1
资产回报率（RO

A）%
税后净利润/总资产

X2
净资产收益率（R

OE）%
净利润/平均净资产

X3 总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总资产平均余额

X4 每股净资产 股东权益 / 总股数

发展

能力

X5 净息差 净利息收入/平均生息资产规模

X6 总资产增长率 （今年总资产总额-去年总资产总额）/去年总资产总额

X7 净资产增长率 （今年净资产总额-去年净资产总额）/去年净资产总额

偿债

能力

X8 存贷比 期末贷款余额/期末存款余额

X9 拨备覆盖率

X10 资本充足率
（资本-扣除项）/（风险加权资产+12.5 倍市场风险资

本）

资产

质量

X11 贷款增长率

X12 存款增长率

X13 不良贷款率 （次级类贷款+可疑类贷款+损失类贷款）/贷款总额

核心解释变量：借鉴邱晗（2018），本文的解释变量为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

究中心发布的“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该指数涵盖中国 31 个省（或直辖市）、

337 个地级市以及约 2800 个县三个层级。除了总指数，该课题组还编制了数字

金融覆盖广度指数、使用深度指数和数字化程度 3个二级指数，从金融科技服务

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选取 33 个指标构建而成，定量刻

画了我国各省份、城市、县域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

控制变量：借鉴邱晗（2018），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银行层面：（1）城

市商业银行资产规模 SIZE，为城商行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理论上，银行总

资产的数值与其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即总资产数值越大，意味着银行的规模越大，

进而拥有更多可投入的资源用于业务拓展和风险管理活动。这样大规模的资源配

置能力对银行的盈利能力和风险承受水平产生直接影响。（2）净利差 RIA，为

城商行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之差；(3)资产负债比，为总负债/总资产。宏观层面：

（1）地区 GDP 增长率 gGDP，为城商行注册地所在的城市 GDP 增长率；（2）M2

增长率，M2 是广义的货币供应量，指流通于银行体系外的居民、企业存款和现

金等，是衡量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也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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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变量：非利息收入比 NIR，为城市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比上营业总收入；

成本收入比 CIR，为城商行营业费用比上营业收入。

表 5.2 变量指标汇总表

类型 指标名称 指标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 PCB 因子分析所得

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Index
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自然对

数

控制变量

银行规模 SIZE 银行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净利差 RIA 生息率－付息率

资产负债率 ALR 总负债/总资产

GDP 增长率 GDP

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率 M2

中介变量
非利息收入比 NIR 非利息收入/营业总收入

成本收入比 CIR 营业费用/营业收入

5.1.3 模型设计

（一）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构建

见后文 5.4.1 基础回归分析，由于 Hausman 检验拒绝了原假设，故本文通过

构建如下模型以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

其中，β为各变量回归系数，ε为残差项。t=1，2，……10，分别代表 2011

年，2012 年，……2021 年；i=1，2，……78，代表 78 家城市商业银行，αi为

个体固定效应，γt为时间固定效应。

（二）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在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构建并检验中介效应模型，

旨在深入探究非利息收入与成本收入比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

效影响过程中是否扮演了中介角色。参照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了逐步回归分析技术进行此类中介效应的检验，令 Y表示被解释变量，

X为解释变量，M为中介变量，CV 为控制变量，ε为残差项，检验流程如下：

1、对式（5.2）进行回归，判断 c是否显著，若 c显著，则进行下一步。

 ε+M2βGDPβLARβtRIAi,β+SIZEβIndenxβγαPCB ti,ti,6,5,43,2,1ti,  tititititi （5.1）

（5.2）ε1+βCV+c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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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行中介检验。分别对式（5.3）和式（5.4）进行回归，若 a、b 均显著，

则说明中介作用显著，且为部分中介效应；若 a 和 b 中至少一个不显著，则进行

Bootstrap 检验。

（5.3）

（5.4）

综合上述过程分析是否存在中介效应。在本文中，Y为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

效（PCB），X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Index），M为银行的非利息收入比（NIR）

和成本收入比（CIR）。经过 hausman 检验后拒绝原假设，上述三个方程均采用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将本文的变量带入上述流程后，得到本文的中介效

应回归模型：

（5.5）

 ε+M2βGDPβLARβtRIAi,β+SIZEβIndenxβγαPCB ti,ti,6,5,43,2,1ti,  tititititi （5.6）

5.2 被解释变量计算

本文选择了 13 项反映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关键财务指标，基于这些指

标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本文从盈利能力、发展能力、偿债能力和资产质量四个基

本维度出发，运用 Stata 统计软件进行了因子分析，对表明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构

建银行经营绩效评估体系是适宜的。如下表 5.3 所示，借助 Stata 软件计算出的

KMO 值为 0.678＞0.5，表示本文借助因子分析法构建银行经营绩效体系是可行的。

而 Bartlett 检验的显著性 P值为 0.000，小于 0.05，也证明了因子分析的有效

性。

表 5.3 KMO 和 Bartlett 检验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KMO 0.678

Bartlett test of sphericity
Chi-square 8721.764

Degrees of freedom 78
p-value 0.000

资料来源：根据 Stata17 计算整理而得

提取公因子的具体结果见下表 5.4，该方法采用变量特征值大于 1的标准提

 ε+M2βGDPβLARβtRIAi,β+SIZEβIndenxβγαM ti,ti,6,5,43,2,1ti,  tititititi

 ε2+βCV+aX=M

ε3+βCV+bMV+X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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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主因子，得到相应的特征向量，4 个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了 70.77%，

代表了大部分变量的信息，可以较好地反映商业银行经营绩效。

表 5.4 主成分分析结果

Factor Eigenvalue Difference Proportion Cumulative
Factor1 4.55622 2.47255 0.3505 0.3505
Factor2 2.08366 0.59480 0.1603 0.5108
Factor3 1.48886 0.41761 0.1145 0.6253
Factor4 1.07125 0.20645 0.0824 0.7077
Factor5 0.86480 0.11464 0.0665 0.7742
Factor6 0.75015 0.17882 0.0577 0.8319
Factor7 0.57134 0.02319 0.0439 0.8759
Factor8 0.54815 0.15589 0.0422 0.9180
Factor9 0.39226 0.04993 0.0302 0.9482

Factor10 0.34234 0.09671 0.0263 0.9745
Factor11 0.24563 0.16157 0.0189 0.9934
Factor12 0.08406 0.08277 0.0065 0.9999
Factor13 0.00129 . 0.0001 1.0000

LR test: independent vs. saturated: chi2(91) = 9074.59 Prob>chi2 = 0.0000

基于四个主成分因子的选择，通过执行正交旋转操作，旨在确保各因子间具

有较高的统计独立性。经过旋转处理后的特征向量结果列于表 5.5 中，其贡献率

详情如下所述。

表 5.5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

Factor Variance Difference Proportion Cumulative
Factor1 3.93399 1.48357 0.3026 0.3026
Factor2 2.45042 0.74289 0.1885 0.4911
Factor3 1.70753 0.59949 0.1313 0.6225
Factor4 1.10804 . 0.0852 0.7077

LR test: independent vs. saturated: chi2(66) = 9074.59 Prob>chi2 =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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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Variable Factor1 Factor2 Factor3 Factor4
X1 0.26470 -0.08731 0.00159 -0.03004
X2 0.24082 -0.00574 -0.06694 0.06863
X3 0.25451 -0.05316 0.00507 -0.03203
X4 0.01015 -0.00087 0.00173 0.79373
X5 -0.03482 0.32929 0.04825 0.00314
X6 -0.01637 -0.04476 0.53378 -0.01881
X7 -0.01860 -0.23778 0.06861 0.09618
X8 0.13904 0.03294 0.01183 0.15115
X9 -0.03520 -0.06847 0.56447 0.01992

X10 -0.08170 0.34038 -0.04559 0.02164
X11 -0.05825 0.38957 -0.06411 0.01632
X12 -0.13441 -0.06439 -0.01544 -0.30803
X13 0.20674 -0.15449 -0.01446 -0.39046

根据表 5.6，四个主成分因子计算公式如下：

F1=0.26470X1+0.24082X2+0.25451X3+0.01015X4-0.03482X5-0.01637X6-0.01860X7+0.1

3904X8-0.03520X9-0.08170X10-0.05825X11-0.13441X12+0.20674X13 (5.7)

F2=-0.08731X1-0.00574X2-0.05316X3-0.00087X4+0.32929X5-0.04476X6-0.23778X7+0.0

3294X8-0.06847X9+0.34038X10+0.38957X11-0.06439X12-0.15449X13 (5.8)

F3=0.00159X1-0.06694X2+0.00507X3+0.00173X4+0.04825X5+0.53378X6+0.06861X7+0.

01183X8+0.56447X9-0.04559X10-0.06411X11-0.01544X12-0.01446X13 (5.9)

F4=-0.03004X1+0.06863X2-0.03203X3+0.79373X4+0.00314X5-0.01881X6+0.09618X7+0.

15115X8+0.01992X9+0.02164X10+0.01632X11-0.30803X12-0.39046X13 (5.10)

根据上述 4个计算公式，分别计算出各因子的具体得分后，以各主因子的方

差贡献率与累计方差贡献率的比值为权重计算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综合得分，从

表 5.5 可以看到四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具体模型如下：

PCB=(0.3026F1+0.1885F2+0.1313F3+0.0852F4)/0.7077 (5.11)

5.3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5.3.1 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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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N Mean SD Min Max
PCB 770 -8.18e-16 0.5502 -2.4809 5.4504
Index 770 5.3205 0.3358 4.1278 5.8852
SIZE 770 7.3980 1.0820 4.1942 10.3284
RIA 770 2.6000 1.0912 0.0818 10.3691
ALR 770 92.7247 1.8230 67.4902 95.8031
GDP 770 7.7675 2.8156 -6.5500 22.6500
M2 770 10.8200 2.1927 8.1000 13.8000
NIR 770 25.3496 32.2916 -32.0622 369.1300
CIR 770 33.1775 7.2981 14.8300 75.7000

通过下表5.7可以看出，商业银行绩效（PCB）的最大、最小值值分别为5.4504

和-2.4809，极值相差 7.9313，均值趋近于 0，标准差为 0.5502，这一统计结果

揭示了样本中各城市商业银行在经营绩效方面存在显著的不均衡性。具体来说，

某些商业银行的绩效表现卓越，而另一部分则明显落后，甚至出现了亏损的状态。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Index）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别为 5.8852 和 4.1278，标准差

为 0.3358，这一数据显示出不同地市级别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之间存在较

大的差距。至于银行资产规模的（SIZE），其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别为 10.3284

和 4.1942，平均值为 7.3980，标准偏差为 1.0820，这意味着各城市商业银行在

资产规模方面的差异较为突出。净利差（RIA）极值分别为 0.0818 和 10.3691，

平均值为 2.6，标准差为 1.0912，表明各城市商业银行净利息水平差异很大；资

产负债比（ALR）最大、最小值分别为 95.8031 和 67.4902，标准差为 1.823，表

明各城市商业银行之间的资产负债比差距较大。

宏观经济方面，市级 GDP 增长率极值分别为 22.65 和-6.55%，均值为 8.86%；

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率（M2）极值分别为 8.1%和 13.8%，均值为 10.82%，说明

中国的经济仍然保持着稳定的增长态势，宏观环境较为乐观；

中介变量：非利息收入比(NIR）极值为-32.0622%和 369.13%，这表明样本

中的各城市商业银行之间非利息收入差异明显，甚至有些城市商业银行非利息收

入为负值；成本收入比（CI）最大、最小值分别为 75.7%和 14.83%，标准差为

7.2924，这一统计信息表明各城市商业银行在盈利结构及盈利效率方面存在较大

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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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相关性分析

表 5.8 相关检验结果

PCB Index SIZE RIA ALR GDP M2
PCB 1

Index -0.444*** 1

SIZE -0.228*** 0.553*** 1
RIA 0.152*** -0.467*** -0.339*** 1
ALR -0.309*** -0.029 0.186*** -0.007 1
GDP 0.332*** -0.533*** -0.295*** 0.237*** 0.049 1
M2 0.384*** -0.803*** -0.353*** 0.413*** 0.074*** 0.394*** 1

表 5.9 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

Variable VIF 1/VIF
Index 4.32 0.231448
M2 2.96 0.338327

SIZE 1.60 0.625349
GDP 1.41 0.711706
RIA 1.31 0.765705
ALR 1.07 0.936942

Mean VIF 2.11

如表 5.8 所示的数据显示，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与净利差、地区生产总

值（GDP）以及广义货币供应量（M2）则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数字普

惠金融指数、资产规模以及资产负债比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进行回

归分析之前，为了确保所选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本研究采用了变量膨

胀因子（VIF）检验。根据表 5.9 中所示的 VIF 检验结果，所有变量的平均 VIF

值为 2.11，且均低于临界值 10，从而表明模型中的各变量之间并无多重共线性。

5.4 实证分析

5.4.1 基准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回归，在进行实证回归之前，首先要选取合适的回归方法。

学术界主流面板回归方法有三个：混合回归、随机效应模型以及固定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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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通过进行 F检验以判定面板数据应采用混合回归模型还是个体效应模型。

检验结果显示，F 统计量值为 F(76, 679) = 6.62，Prob>F = 0.0000，据此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说明存在个体效应。排除混合回归模型后，进

一步采用 Hausman 检验以确定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该检验结果

显示 chi2(6) = 74.41，其 P-value=0＜0.05，从而拒绝了原假设，所以选择双

向固定效应模型。

在利用上述确定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首先进行基准回归和控

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 5.10 所示， 第一列是不加任何控制变量，第二列是在

第一列的基础上加入所选控制变量后的结果。由回归结果可知：

从第一列和第二列可知，在不加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前的

系数为-1.204；在添加控制变量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前的系数为-2.105，并且

两个系数都在 1%的情况下显著，说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市商业银行的经

营绩效产生了负向效用。验证了假设 1。从微观层面变量来看，银行规模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系数为 0.390，说明在一定程度上扩大银行规模会使得商

业银行绩效得到提升。资产负债比（ALR）1%的水平上与商业银行绩效呈显著负

相关关系。地区生产总值（GDP）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而

广义货币供应量（M2）则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银行绩效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

关系，这表明 M2 的上升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对商业银行绩效的提升形成制约。

表 5.10 基础回归分析结果

(1)
PCB

(2)
PCB

Index -1.204*** -2.105***
(-2.84) (-5.46)

ALR -0.148***
(-15.51)

RIA -0.0775***
(-4.17)

SIZE 0.390***
(4.40)

GDP 0.00736
(0.89)

M2 -0.157*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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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10 基础回归分析结果

(1)
PCB

(2)
PCB

_cons 6.098*** 23.84***
(3.09) (7.93)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770 770
r2 0.183 0.409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0.1, ** p<0.05, *** p<0.01

5.4.2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非线性影响

通过上述的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起到了抑

制作用。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研究是否存在非

线性影响，参考熊健,张晔,董晓林（2021）的研究框架，向式（5.1）中加入解

释变量 Index 的平方项 Index2，并进行回归，其回归结果如表 5.11 所示，数字

普惠金融一次项结为-4.367，二次项结果为 0.3，且都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这

个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长远来看是非线性的，

即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商业银行的影响先显著为负，后显著为正。验证了假设 2

其原因可能在于：首先，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监管体系和征信系统在加入

了数字技术之后会变得更加完善，这就会削弱城市商业银行和借款人之间的信息

不对称，从而使得城市商业银行可以准确的识别借款人的风险等级，并以此给出

合适的借款利率。其次，通过数字技术，城市商业银行可以实时监测借款人的资

金使用情况，从而减少其坏账风险，从而提高了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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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非线性影响结果

(2)
PCB

Index -4.367***
(-4.09)

Index2 0.300***
(2.65)

ALR -0.0769***
(-9.23)

RIA -0.0565***
(-3.48)

SIZE 0.399***
(5.17)

GDP 0.00795
(1.1)

M2 0.0176
(0.21)

_cons 18.67***
(5.71)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N 770
r2 0.366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0.1, ** p<0.05, *** p<0.01

5.4.3 中介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依次根据模型（5.6）（5.7）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5.12 所

示。其中针对非利息收入比（NIR）和成本收入比（CIR）的中介效应验证，分别

体现在表中的（1）（2）（3）列和（1）（4）（5）列。

首先，关于非利息收入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在第（1）列中，发现 Index

与 PCB 间的关系在 1%的显著水平上表现为负相关，证实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会降低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在第（2）列中，进一步确认 Index 对 NIR 的

影响同样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表现为负相关，这说明数字普惠金融的扩展会减

少城市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比例。而在第（3）列中，在模型中加入 NIR 变量

后，NIR 对 PCB 的影响转为显著正相关，同时 Index 对 PCB 的影响仍然保持显著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40

负相关。根据逐步回归分析的逻辑推断，这证实了 NIR 在此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

介效应。

其次，关于成本收入比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第（1）列如前文所述。在第

（4）列中，数据显示 Index 对 CIR 的影响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表现为显著的正

相关，揭示数字普惠金融的进步提升了城市商业银行的成本收入比。在第（5）

列中，加入 CIR 变量后，CIR 对 PCB 的影响变为显著负相关，同时 Index 对 PCB

的影响依旧保持显著负相关。根据逐步回归分析的逻辑推断，这证实了 CIR 在此

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

综上所述，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揭示了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两个传导渠道——

降低城市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比例和增加其成本收入比，最终导致城市商业银

行经营绩效的下降，从而验证了假设 3和假设 4。

表 5.12 中介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1） （2） （3） （4） （5）
PCB NIR PCB CIR PCB

Index -2.105*** -51.12*** -1.906*** 16.02*** -1.953***
(-4.17) (-12.69) (-1.74) (-7.66) (-4.84)

ALR -0.0775*** -10.76*** -0.0354* -1.653*** -0.0932***
(-5.46) (-2.91) (-4.99) (3.58) (-5.05)

NIR 0.00391***
(4.71)

CIR -0.00952***
(-2.90)

SIZE 0.390*** -3.316 0.403*** -8.428*** 0.310***
(4.40) (-0.82) (4.61) (-8.19) (3.35)

RIA -0.148*** -0.664 -0.145*** 0.592*** -0.142***
(-15.51) (-1.52) (-15.45) (5.34) (-14.70)

GDP 0.00736 -0.775** 0.0104 0.100 0.00831
(0.89) (-2.06) (1.27) (1.05) (1.01)

M2 -0.157* -9.122** -0.121 1.259 -0.145*
(-1.93) (-2.46) (-1.51) (1.34) (-1.79)

_cons 23.84*** 511.5*** 21.84*** -53.82 23.32***
(7.93) (3.73) (7.30) (-1.54) (7.79)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770 770 770 770 770
r2_a 0.409 0.156 0.427 0.0785 0.416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0.1, ** p<0.05,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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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异质性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与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之间存在着负向关联，

即普惠金融的提升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城商行绩效的下滑。为进一步探究这

种关系的异质性，本文将从城市商业银行是否上市以及地域差异两个视角出发，

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关系。

（1）银行上市情况异质性分析

城市商业银行上市对银行本身防范风险具有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首先，上

市使得城市商业银行能从资本市场吸收更多的优质资金。同时，充裕的资金供给

有助于城市商业银行拓展金融服务业务和增加服务覆盖范围。其次，上市过程改

善了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有助于提高其盈利能力。最后，上市城市商业银

行必须严格遵守更高级别的信息披露规范，此举对强化其内部风险管理系统的构

建和运行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本文使用分组回归方法，用来证实城市商业银行的上市情况是否对数字普惠

金融与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差异性影响。分析结果如表 5.13

所示，其中，上市城市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的系数为-1.865，资产规模为 0.305，

都在 5%的水平下显著，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上市城市商

业银行的经营绩效，且随着上市城市商业银行资产规模的增加，其经营绩效也会

随之增加。而关于 51 家非上市城市商业银行的回归结果中，数字普惠金融的系

数为-2.248，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也显著为负，资产规模为 0.426，在 5%的水

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数字普惠金融抑制了非上市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即对于

数字普惠金融抑制经营绩效方面，上市城市商业银行好于非上市城市商业银行，

从资产规模促进经营绩效方面，非上市城市商业银行好于上市城市商业银行。

对比分析结果显示，相对于非上市城市商业银行来说，上市城市商业银行受

到数字普惠金融再来的负面效应影响更小。这可能归因于两点：一是上市银行凭

借其更大的资产规模和更多的融资渠道，由此来优化其数字普惠金融业务，以此

增加客户对其数字普惠金融产品的信心和青睐，有更多的准备金来应对数字化转

型时所带来的风险；二是上市城市商业银行在上市时便被要求更详细的信息披露

和组织结构的优化，以此更运用其组织结构的优势和更多的准备金来化解其有更

多的准备金来化解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带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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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银行是否上市异质性回归结果

(1) (2)

上市 非上市

Index -1.865** -2.248***

(-2.13) (-4.79)

ALR -0.109*** -0.158***

(-4.17) (-14.25)

SIZE 0.305** 0.426***

(2.00) (3.73)

RIA 0.0315 -0.0921***

(0.79) (-4.25)

GDP 0.00652 0.00515

(0.55) (0.46)

M2 -0.163 -0.173*

(-0.96) (-1.72)

_cons 19.31*** 25.55***

(3.09) (6.90)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260 510

r2_a 0.304 0.452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0.1, ** p<0.05, *** p<0.01

（2）不同地区银行的异质性结果

本文将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以便

进行分区域检验。其中，东部 11 个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辽宁、

江苏、福建、山东、浙江、广东、海南共 11 个省份；中西部地区涵盖 20 个省份，

其中中部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山西、安徽、河南、江西、湖北、湖南；西部

地区包括内蒙古、重庆、广西、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甘肃、青海、陕西、

宁夏、新疆。

结果如表 5.14 所示：无论是位于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商业银行，

其经营绩效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之间在 1%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上皆显示出

明显的负相关联系，这证实了数字普惠金融对这两个区域的城市商业银行经营表

现均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其中东地区城市商业银行受到的影响程度相对更小。

主要原因在于，东部地区拥有较高的金融专业化水平和集聚了大量的科技创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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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这使得东部地区城市商业银行更易于接纳并应用新兴技术，为客户提供更

加多元化、高质量和高效的金融服务。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发展相对缓慢，在面

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冲击时，城市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会变得更加困难，

使其转型的风险相比于东部地区城市商业银行面临的转型风险更大，因此该地区

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受到的影响更为显著。验证了假设 5。

表 5.14 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地区城市商业银行的回归结果

(1) (2)

东部 中西部

Index -1.724*** -2.424***

(-3.70) (-5.18)

ALR -0.0149 -0.116***

(-0.87) (-12.99)

SIZE 0.215 0.173

(1.81) (1.84)

RIA 0.0365 -0.0133

(1.63) (-0.63)

GDP -0.0160 -0.00268

(-1.42) (-0.29)

M2 -0.177 -0.226*

(-1.77) (-2.25)

_cons 10.92** 24.75***

(2.91) (6.95)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440 340

r2_a 0.286 0.698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0.1, ** p<0.05, *** p<0.01

5.4.5 稳健性检验

本文将采用替换相应的变量方法和缩尾方法来检验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

之间的系数显著性变化结果。如表 5.15 所示，（1）列是本文选取净资产回报率

（ROA）作为商业银行绩效（PCB）的替换变量，第（2）、（3）、（4）分别是

选取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二级指标覆盖广度得的对数（width）、使用深度的对数

（depth）、数字化程度的对数（digital）替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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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列是经过缩尾处理过后的结果。从回归结果发现，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

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数字化程度对城市商业

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表 5.15 总样本稳健性结果

（1） （2） （3） （4） （5）
ROA PCB PCB PCB PCB

Index -1.284*** -1.602***
(-5.46) (-4.29)

width -1.784***
(-6.83)

depth -1.671***
(-6.48)

digital 1.088***
(6.10)

ALR -0.0113* -0.147*** -0.145*** -0.143*** -0.0788***
(-1.93) (-15.66) (-15.44) (-15.10) (-6.81)

SIZE -0.0657 0.416*** 0.323*** 0.247*** 0.378***
(-1.22) (4.77) (3.80) (2.92) (4.76)

RIA 0.101*** -0.0764*** -0.0759*** -0.0619*** -0.0615***
(8.91) (-4.18) (-4.14) (-3.39) 0.378***

GDP 0.00121 0.00878 0.00426 0.00942 0.0123
(0.24) (1.08) (0.52) (1.16) (1.44)

M2 -0.201*** -0.0889 -0.0490 0.529*** -0.0720
(-4.07) (-1.53) (-0.89) (10.10) (-0.92)

_cons 11.06*** 21.14*** 20.58*** -0.0280 13.82***
(6.04) (9.88) (9.56) (-0.02) (4.65)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770 770 770 770 770
r2_a 0.544 0.423 0.419 0.416 0.329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0.1, ** p<0.05,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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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建议

6.1 研究结论

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崛起对商业银行而言兼具挑战与机遇。一方面，数字普

惠金融为城市商业银行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数字科技硬件设施的投入，银行服

务模式得以显著优化和完成智能化升级，金融服务边界得以扩展，进而吸引了大

量新增客户群体；另一方面，这一趋势也加剧了银行业内及跨行业的竞争态势，

相应地压缩了商业银行的传统利润空间。本文结合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两个维度，

深入剖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及相关性。并且结合理

论分析，设定了相应的分析模型，并以 2012-2021 年中国城市商业银行为研究对

象，实证分析了商业银行运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

并且以非利息收入和成本收入比两个中介变量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商业银

行经营绩效的影响机制，最后研究分析了城市商业银行是否上市与不同地区城市

商业银行所受到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是否具有差异。因此，本文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总体起到了抑制作用。

但是通过进一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呈先抑制

后促进的非线性关系，即在数字普惠金融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对城市商业银行的

经营绩效起到抑制作用，一旦数字普惠金融水平超过一定的临界值，就会转而促

进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在经过更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以及缩尾处理等

方法的稳健性检验之后，发现实证结果依旧显著。具体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二

级指标层面，数字化程度对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具有显著的正面提升作用，

而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则显著降低了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然而，尽管数字

化程度对经营绩效的积极效应明显，但其正面作用未能完全抵消覆盖广度和使用

深度对城市商业银行产生的负面影响。

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通过改变城市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和成本

收入比这两个财务指标，间接引发了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下滑。在本次研究

中，选取了城市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比和成本收入比作为中介变量，以探究数

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影响的中介效应。通过中介效应检验，

证实数字普惠金融不仅直接作用于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同时也通过非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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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占比和成本收入比这两个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其经营绩效。因此，非利息收入

比和成本收入比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整体影响过程中扮

演了部分中介角色。

第三，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上市城市商业银行的影响小于对未上市城市商

业银行的影响，且对东部地区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抑制作用弱于对中西部地

区城市商业银行的影响。通过从城市商业银行是否上市及其地理分布差异两个维

度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上市城市商业银行在应对数字普惠金融对信贷业务冲击

时表现得更为稳健，其风险管控能力更强，经营绩效受到的抑制程度相对较低；

此外，东部地区城市商业银行受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导致的经营绩效变化小于中西

部地区城市商业银行。

6.2 建议

6.2.1 城市商业银行层面

（1）加强与互联网金融科技公司合作

数字普惠金融被视为未来金融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城市商业银行的核心优

势在于其根植地方的特性，长期以来，它们主要致力于为本地企业和居民提供金

融服务，并通常受益于地方政府提供的相应政策扶持。然而，由于技术设备相对

滞后、业务结构相对单一、操作流程较为复杂，加之时空局限性等因素，城市商

业银行在吸引客户方面的竞争力有时不及互联网金融科技公司，发展数字普惠金

融时往往因为投入过大且回收期长从而导致其经营绩效的降低。相比之下，互联

网金融科技公司凭借先进的技术基础设施，在技术创新和客户连接方面展现出明

显优势，但其业务运营则需严格遵循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更为严苛的规定。因此，

双方在各自领域各具优劣势，城市商业银行与互联网金融科技公司若能寻求合作

互补的战略模式，充分利用彼此的优势资源，克服各自的不足之处，将是双方实

现最佳发展的理想路径。

首先，城市商业银行可以借助互联网金融科技公司的客户流量平台可以提供

多种场景的金融服务和生活服务，极大的降低了城市商业银行的获客难度和获客

成本，并通过综合分析，可以得出出不同客户的日常习惯、风险偏好以及金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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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需求的不同，并根据这些信息设置个性化的服务。其次，城市商业银行与互联

网金融科技公司合作，就可以掌握到前沿的专业技术,将先进金融技术赋于普惠

金融业务,改变传统金融服务的复杂过程,从而加快城市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

进程，在降低风险的同时减少经营成本，并最终提高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

最后，互联网金融科技公司在和城市商业银行合作后，不仅能借助城市商业银行

牌照扩展自己的金融业务范围，还能获得地方政府的一些政策支持，从而增加其

收入来源。

（2）按自身特点合理开发创新金融产品服务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商业银行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上市城市商业银行和非上

市城市商业银行结合市场需求和自身禀赋进行差异化，特色化开发创新金融产品。

上市城市商业银行对数字普惠金融体系的建设运用相对来说更为完善，而非上市

城市商业银行对数字普惠金融的运用不够全面，研发力度不够，网点设立数字普

惠业务布局不广，没有完全发挥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商行经营业绩的促进作用。

城市商业银行应当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结合当地政策导向以及自身特性，构建出

灵活的组织框架，上市城市商业银行相对来说资金更加充裕，可以加大对数字普

惠金融的投入，设立数字普惠金融研究中心，对银行各方面进行分析，将原有的

多数线下服务产品转为线上服务，完善管理体系、创新金融产品服务、控制普惠

业务风险，从而使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更加高效快捷。非上市城市商业银行应深耕

本地，深度挖掘当地长尾客户及小微企业，加大对农村、农业的数字化服务，创

造出更加符合自身发展的数字普惠金融产品服务，提升自己的经营效率，降低成

本，从而提高经营绩效。

（3）提升对新型风险的管理能力

随着全球数字化进程加快，数字化不仅带来了便利也带来了风险，加快建设

国内数字信用体系是预防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有效途径。近些年大力推行的银

行数字化转型正是商业银行当今时代的发展方向，城市商业银行必须紧跟数字经

济的步伐，否则将面临逐渐丧失市场竞争地位直至被淘汰的命运。然而，在技术

革新的进程中，城市商业银行不可避免地要承受着创新尝试失败而导致受到损失

的风险，而这方面的风险概率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高于不进行数字创新。其次，

在城市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战略中，与互联网科技企业的合作占据关键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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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联手互联网平台，挖掘潜在客户群体，是城商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主要创

新之一。线下向线上转型，让同样为城市商业银行带来巨大挑战的跨领域发展方

式——城市商业银行不得不尝试进入互联网领域开拓新业务。

因此，城市商业银行在运用数字普惠金融来提高其经营绩效的同时，更需要

考虑到数字技术所带来的风险。首先，城市商业银行需要针对数字普惠金融领域

的组织结构进行优化，设立专项部门，制定从业标准和管理准则。其次，建立数

字普惠金融预警机制和风险应急预案，可运用数字技术对普惠业务事前、事中、

事后进行全方面的监控，运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强化数据处理能力，实

时关注客户信息，对于风险能及时预警，及时干预。最后，设立风险保证金、储

备准备金等补偿机制。若数字普惠金融引发坏账风险，城市商业银行应及时根据

风险源方式进行处理，并通过保证金、准备金对损失进行弥补。

（4）培养金融科技专项人才

再高的技术水平也不是靠程序就能替代人类行为的。话说回来，技术毕竟只

起辅助作用，还是银行从业者起决定作用。而城商行的专业员工，必须紧跟数字

经济时代的步伐，掌握金融科技领域相关技术。实际情况是，虽然大多数城市商

业银行近几年已经扩增金融科技部门，通过系统化培养计算机方面的金融科技复

合型人才，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也要有对兴新的数字技术具有把控能力。

但分析现状发现，虽然现在多数城市商业虽然已经意识到需要培养金融科技复合

型人才，但在该项人才储备方面仍存在缺口，因此在城商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

培养金融科技专项人才成为关键一环。现就培养专门得科技人才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城市商业银行可与本地高等院校合作，根据行业所涉及的领域增设金

融科技相关专业，并根据实际课程比例合理增加，制定合理的人才培养计划。调

查显示，城商行招聘金融科技人才主要是通过校园招聘应届生渠道，所招员工缺

乏相关经验，所以高校要有针对性地根据社会需求进行人才培养，为社会发展输

送优质人才。第二，金融机构要积极策划培养方案，通过组织员工参加集中培训、

专业讲座、提高解决复杂问题能力、降低银行风险等方式，让员工接触和熟悉当

前最新技术和相关操作，提升现有金融科技从业人员的技能水平。第三，城商行

和地方政府要相互协调合作，进一步完善吸引人才加盟、为员工创造良好舒适工

作环境的金融科技人才发展体系和金融科技人才薪酬制度。第四，行业组织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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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考促学的方式，推出金融科技从业者的资格认证，对金融科技专门人才进

行更专业的培养。

6.2.2 政府层面

（1）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经济地区的城市商业银行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东部地区

城市商业银行比中西部城市商业银行更为完善。目前，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

区，数字普惠金融仍存在着“数字鸿沟”，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要远高于

中西部地区，地区之间仍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充分重视区域经济发

展不协调问题，在东部地区实施数字普惠金融推进方案，选择符合条件的地区推

进科技金融、普惠金融试点，不断降低数字技术使用成本，稳步推进 5G 网络建

设，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加大对移动金融业务的宣传推广力度。东部地区

要继续加大金融业改革创新力度，在助力中西部和欠发达地区的同时，打造创新

型金融服务，保持自身优势，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新型数字化人才向欠发达

地区流动；中西部地区要继续培育和扶持新型数字产业，在完善金融素养培养机

制、吸引数字化人才、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协同发展的同时，通过政策补贴、

税收减免等鼓励措施，促进更多市场主体投身数字普惠金融建设。

（2）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监管

监管部门应加强对数字普惠金融的监管，金融监管部门应该根据金融机构的

发展状况有针对性的完善相关管理体制。首先，我国数字普惠金融虽然起步时间

较晚，但其发展速度较快，使得我国相应的监督管理体系以及法律法规未完全跟

上。因此，监管部门需适时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各金融主体在

执行数字普惠金融业务活动时，能够遵循明确且有效的准则，以便在其实务操作

中有据可依。其次，鉴于传统监管手段在应对新兴业务全面覆盖方面的局限性，

以及对传统业务模式监管效率不高的现状，监管部门应当积极探索将数字技术融

入监管过程，如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革新监管举措。此举旨在实现

对监管对象各项关键指标的实时监控，从而大幅提高整体监管效率。最后，建立

严格的出发措施，加大对金融机构违规违法的处罚力度，促使金融机构自己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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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业务管理体系，提升对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监管，从而提高监管机构对金

融机构的监督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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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三年时光说长不长，即使在现在，能然能时常会想起考上研究生时的喜悦，

辞职前领导的祝福；三年时光说短也不短，这三年里，我从湖南常德来到了甘

肃兰州，经历过疫情，进过方舱，登过兰山，去过刘家峡，领略了我国西北地

区的大好河山和民族文化，更让我学到了本科所未学到的知识和独立思考能

力。

首先，感谢母校给与了我攻读研究生的机会，尽管我所在校区不大，却依

然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住宿和读书环境，疫情期间老师不顾危险，坚守在楼道

守护我们健康的身影，我铭记于心；学校老师专业功底之厚，让我心悦诚服。

感谢在学位论文开题到答辩过程中所有答辩老师给予我的宝贵意见，有了你们

的批评指正才让我的论文变得越来越好。

其次，感谢我的导师，感谢您在这三年间对我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上的帮

助。在生活中，您给了我很多工作和情感上的帮助，您从研一开学就关心我是

否适应西北的气候；在疫情期间，在我被确诊后要去方舱之前，您及时发现了

我情绪的不对并每天都给我打电话，安抚我的情绪，这一幕幕让我记忆犹新。

在学习上，您培养了我独立思考和认真钻研的能力，从学位论文开题到完成学

位论文，都离不开您帮忙的身影。使我的研究生生活多姿多彩。

再次，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是你们时时刻刻的关心让我有继续学下去的动

力和信心，我受伤时你们的担心，我考砸时你们的鼓励，仍记得在高中之后就

没再打骂过我；在我考研失败跟你们说想要继续二战考研时，你们笑着支持我，

并表示钱不是问题。到现在，即使母亲您已经退休，我已快研究生毕业，您却

依旧考虑着我的未来。

最后，感谢我的室友、同学。这三年时光，一起玩耍，一起旅游、一起学习，

互帮互助。

在读研期间，我收获到了一段珍贵的师生情、善解人意的室友、互帮互

助的同学。我收获了珍贵的师生情谊和美好的友谊，让我永葆初心去追逐梦

想。青山不改，绿水长流！相信我们再相遇时，生活比现在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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