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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产业振兴有助于提升广大乡村人民的收入，而数字普惠金融在其中发挥

着关键作用。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供更广泛、便捷和低成本的金融服务，不仅增

强了农村地区的金融可及性，还促进了农业及其产业链的多样化发展，有效激活

农村经济，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同时也帮助农民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增加收入。

因此，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整合成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策略之一，对于推

进乡村整体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具体实践发展构建乡村产业振兴指标评

价体系，旨在深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路径，比较不同维度

以及不同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情况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并对不同乡村产

业发展程度进行分组讨论，以期为金融服务乡村产业提供依据。

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长尾理论、金融排斥理论、

产业结构理论和产业聚集理论等理论与已有研究文献为基础，从理论层面分析数

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并提出研究假设。在实证研究中，采用

2012-2021 年我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除港澳台外）的面板数据，构建

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测算出相应的结果。在对相关变量进

行共线性、相关性等分析的基础上，将乡村产业振兴作为被解释变量，数字普惠

金融指数等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加入抗灾能力、医疗保健水平、生产资料价格水

平和财政支农水平等控制变量，构建了基准回归模型。运用更换解释变量和利用

滞后一期数据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并以农业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对模型

进行中介效应分析。最后从区域分类和产业发展程度两个角度对模型进行异质性

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各省份的乡村产业振兴指数呈现出逐年递增的态

势。（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乡村产业振兴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

数字化程度的提高对乡村产业振兴的作用效果最明显，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的作

用效果相当。（3）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农业科技创新进而影响乡村产业发展的中

介效应显著，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26.91%。（4）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

产业振兴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从地理区域异质性上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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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部地区影响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从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异质

性上看，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发展水平的乡村产业均起到了正向促进的作用，尤

其是在乡村产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其作用效果越明显。

基于实证结论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加强乡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第二，大

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第三，重视技术创新与数字转型；第四，促进数字普

惠金融与乡村产业的深度融合；第五，加强乡村金融监管。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 乡村产业 产业振兴 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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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vitalizing rural industries helps increase th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with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playing a crucial role in this

process. By offering a broader range of more convenient and lower-cost

financial service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not only enhances financial

accessibility in rural areas but also fosters the diversific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its associated industrial chains. This dynamic effectively

stimulates the rural economy, supports the growth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and aids farmers in improving their productivity and

increasing their incomes. Therefore,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ial services is crucial for promoting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playing a significant role in advancing overall rural revitalization effort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system for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indicators based on specific practical developments. It aims

to explore the impact pathway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compare its effects across different dimensions

and regions, and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levels of various rural

industries. Using panel data from 31 Chinese provinces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from 2012 to 2021, the study employs the

entropy method to derive its results and constructs a baseline regression

model with relevant control variables. Robustness checks are condu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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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ediating effect analysis is performed with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as the mediating variable. Finally,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s

cond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gional classific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level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he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index in various provinces of China shows an increasing

trend year by year. (2)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disaster resilience, healthcare level, production material price level, and

financi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all significantly promote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among the secondary dimensions of the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dex, the effect of digitalization is most pronounced, with

coverage breadth and usage depth having comparable effects. (3)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rough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is significant,

accounting for 26.91% of the total effect. (4)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exhibits heterogeneity.

The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dex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on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entral China, followed by western China, with

the least impact on eastern China;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positively

affects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t all levels, especially in regions

with higher levels of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empirical conclusions,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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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proposed: First,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Second, vigorously promote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ial

services; Third, emphasiz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urth,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rural industries; Fifth, enhance rural financial regulation.

Keywords: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Rural industry；Industrial revit-

alization；Mediat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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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2024 年 2 月 3 日，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指出要以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

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为重点，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为数字

普惠金融与乡村产业的结合打下锚点，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产业相互促进，可以

成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深远，尤其是在政府发布一系列相关政

策文件的背景下。这些政策的目的是利用数字化手段，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取性

和可负担性，缓解小微企业、农村地区和低收入群体所面临的金融排斥问题。2017

年由中国银监会等多个部门起草并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农业农村金融服务

的指导意见》，旨在优化乡村地区的金融服务，提倡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

手段，拓宽农民和农业企业的金融服务渠道。《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强调了数字经济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明确了利用数字技术推动农业

现代化和乡村经济发展的目标。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旨在推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的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

化发展。2023 年由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描绘出未来五年内普惠金融体系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专注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的金融服务。这些政策的实施，特别是在提高金融服务的数字化水平方面，已

经开始在农村地区取得成效，并有助于提高乡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改善生活质量，

并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多元化。

数字普惠金融是指利用科技手段和创新金融模式，将金融服务延伸到广大人

群，并满足其金融需求的方式。它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

低成本的金融服务，为传统金融无法覆盖的群体提供了机会，使这些长尾群体能

够更容易地获取贷款、保险和其他金融产品。这在农村地区尤为重要，因为传统

金融服务在这些地区往往覆盖不足。关于数字普惠金融，中国人民银行在 2016

年就积极推动出台《G20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为推进全球数字普惠金融发

展做出重大贡献。《“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优

先行动，为全面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建设与发展明确了重点方向。金融科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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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促成了数字普惠金融的萌芽与繁荣，展现出科技创新金融服

务的强大动力。由于数字经济具有普惠性，所以其能够更好的服务于长尾客户，

使长尾客户能够更容易获得金融所带来的便利性，在一定程度上打破金融排斥，

数字普惠金融不仅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还是社会公平和民生福祉的稳定器。

在此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被认为是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有力工具。它通过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解决了传统金融服务难以覆盖乡村地区的问题，为农民与乡

村企业提供了更加便捷和全面的金融服务。具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为乡村

地区提供融资支持，创新乡村地区的结算方式，拓宽农产品销路，提升农业生产

效率。因此，深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探讨数字普惠金融

在乡村地区的应用情况、机制和效果，为进一步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提供理论和实

践支持。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并根据实证结

果提出相应建议，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具体如下：第一，通过分析具体实

践发展和已有文献的研究，再考虑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构建乡村产业振兴指标

评价体系，以此来测量乡村产业发展水平；第二，通过对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乡

村产业振兴水平的相关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与实证分析，了解当前乡村产业

发展的现状与机制，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第三，通过对理

论分析和实证结果的总结，结合联系实际情况，并以乡村高质量发展为基础，提

出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相应策建议。

1.2.2 研究意义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也被学术界广泛关注。本文研

究的理论意义旨在剖析影响乡村产业振兴的各种可能因素，为乡村产业发展寻找

着力点。文章将以经典理论和以往学者的研究为基础，在充分考虑社会发展的情

况下构建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完善乡村产业振兴的理论分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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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程度上的理论价值。此外，目前在数字普惠金融相关研究中，通常是对乡

村居民增收减贫、城乡收入差距、缓解融资约束等方面进行侧重研究，而对数字

普惠金融与乡村产业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匮乏。本文旨在探讨数字普惠金融

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以丰富数字普惠金融对优化乡村产业结构、提升农业现

代化水平、促进乡村创业就业、实现乡村绿美发展等领域的研究。

本文研究的现实意义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提供了可能的路径。数字革命涌入金融领域，传统金融服务的时空局限性被迅速

突破，互联网科技的崛起高效赋能金融领域并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升乡村地区

金融领域的包容性和金融可得性。数字普惠金融的推广使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

够充分利用数字化优势，解决资金问题，从而促进了乡村产业振兴，实现了农村

产业的转型。其次，该研究有助于全面推动乡村振兴，促进乡村现代化发展。实

现乡村产业振兴不仅能提升乡村居民收入，还能促进乡村就业率，巩固脱贫攻坚

的成果。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可以促进农村产业的现代化，

引入新的农业现代化要素，从而改善传统农村条件。同时，这也有助于培育农业

经济的新发展增长点，帮助农户更好地吸收产业融合所带来的红利。另外，研究

成果也能够为相关公共部门制定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作用的可能性，有

一定的实践意义。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数字普惠金融成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策略之一，对于推进乡村整体振

兴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长尾理论、金融排斥理论、信贷配给理论、产业结构

理论、产业集聚理论等，利用北京大学与蚂蚁集团共同编制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

指数来客观度量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选用 2012 年至 2021 年的面板数据构

建乡村产业振兴水平综合评价体系，测算乡村产业的发展水平。在对相关变量进

行共线性、相关性等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基准回归、稳健性检验、中介效应分析、

异质性分析，以期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最后以实证研究为

基础，有针对性的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促进乡村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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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阐述文章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描述主要研究方法，总结

文章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第二章：文献回顾与整理。综述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产业振兴领域的相关文

献，分析现有研究的视角、方法和结论。

第三章：理论基础及作用机制。对相关的数字普惠金理论以及产业振兴理论

进行总结叙述，并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产业振兴之间的作用机理。

第四章：该章将详细解释本研究中所选取的变量以及模型的设定过程。首先，

构建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并采用熵值法对其进行测

算；其次，选取北京大学与蚂蚁集团共同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评价指标，

其他控制变量则来源于各类统计年鉴；最后设定相关研究模型。

第五章：实证结果详述。对实证结果进行详细的叙述，主要研究数字普惠金

融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及异质性分析。首先对前述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其次，

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振兴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最后进行异质性分析。

第六章：结论与建议。通过对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的总结，结合联系实际情

况，并以乡村高质量发展为基础，提出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相应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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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技术路线图

图 1.1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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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参考国内外学者对本文主题的相关研究文献，整合总结已有文

献资料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观点，为进一步的理论机制探究和实证研究奠定基础。

理论分析法。根据相关金融理论，对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振兴的作用机

制进行深入剖析，以理论阐释为基础，探索其影响途径和机理。

实证分析法。考虑到假设与相关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采用固定效应模

型对观察到的现象进行描述、解释，并进行相关预测。基于相关理论，通过实证

分析方法，对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进行量化分析，深入探讨各变

量之间的关联。

比较分析法。着重对不同地域的数字普惠金融以及不同的乡村产业发展水平

的进行对比研究，以此揭示其差异性和特点，为研究提供更深层次的理解。

1.4 可能的创新及不足

本文可能的创新是，引进绿色发展作为二级指标加入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

体系，并且对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的具体指标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改进。参

考学者们已经建立的指标体系，结合当前实际情况，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指标，通

过熵值法对乡村产业振兴水平进行测算。此外，现有文献研究大多集中于乡村振

兴，关于乡村产业振兴的研究较少，本文在乡村产业振兴方面可能会起到一个补

充的作用，并为乡村振兴的研究提供一个可能的机制路径。

本文的不足之处是，由于疫情的影响，可能会对数据原本的发展趋势造成一

定程度的冲击，影响实证结果的精确性。另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有

不同的体系，本文直接采用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因

此，对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还需要更全面的考虑。最后，由于学界对

乡村产业振兴的测度还没有统一的标准，故本文在对乡村产业振兴水平进行测度

时除了参考前有文献，还结合当前发展趋势构建了指标，这些指标的选择可能会

存在一定的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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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数字普惠金融相关文献综述

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带动实体经济也高速发展，当今社会，数字化已经渗透

进去各行各业，影响着社会经济的运行。结合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对数字普惠

金融在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三个方面来整

理文献。

2.1.1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融资约束的相关研究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缓解融资约束的文献中，Medhi et al.（2009）、Gupte et al.

（2012）认为数字技术的创新可以有效缓解传统普惠金融的明显短板，缓解信息

不对称问题，凭借低成本、广覆盖的优势打破金融排斥，并拓宽了资金流动的渠

道，为资金需求方提供信贷资金，带动农民参与创业。王馨（2015）从长尾理论

这一角度出发，认为数字技术的运用使得小微企业等银行“长尾客户”也可以拥

有高效的金融服务机会，从而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肖彬等（2018）在研究中发

现城乡两类家庭皆存在信贷约束现状，但农户受到信贷约束的程度要高于城镇居

民，其主要原因是农户在进行农业生产时的收入更低，家庭负担大。梁榜等（2018）

也认为普惠金融创新可以发挥长尾效应, 从而通过多渠道、降成本和提效率等途

径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滕磊（2020）认为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和覆盖广

度是其缓解融资约束的主要维度。雷辉等（2021）认为银行竞争程度与数字普惠

金融对小微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程度呈正相关。李懋堂（2022）在研究中发现供

应链金融也能有有效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难题，且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的调节

作用更强。卜亚（2022）认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减轻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杠杆

需求大的压力来缓解融资约束。

2.1.2 数字普惠金融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研究

在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中，唐文进等（2019）发现数字普惠

金融覆盖广度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长期且显著的促进作用。王哲威（2021）从空

https://202.201.82.241:9631/rwt/CNKI/https/PRYGG5ULNEYG63LV/kcms/author/detail?v=so7-vcwoEmcN0rdgEBRMRAq0W5UrR2aWKt-v_2apW-rJrfArMKrESDwC8ziaXsvwJ-S2KDxCCU8_8Cg4yUkh9wp0NN7J_ohqU09Lp-Sw0uw=&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Rda1fYUAxTmTKwRj0bs5aJqfRbrDeLOh8bQCgduwGByKZIStowmjWQeHgZGFREU6sS-mMRF8h2mgGD4wz4kcsbBhY6J12EHW5Y-UUXoKV1E=&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Rda1fYUAxTmwFjvTneVoB7W_iWh-uXKBUIYT-lu83ZEy0IaRqfyIwnHJjd_7hoQPFsWcm6YC-oHGjJ0uaLl6nhYYVAtVrgpAgTFInfnEGNc=&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Rda1fYUAxTkzwSmH_QexB9gte-sWrmFmn7uFsOnY4hLpMDjFyo5mAC2Gq0Pqmq2nQ0nL5yL31ALbbzDu9ogi1e1vwAXtLp3CzIKDJrO1qdY=&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eK9vp3Kgfwti5-1kKP7NjnPe0HCHn3WNLFCfVSmo2398eHeGuD8G3wBWTz3ga1WoMzAWUwtFjCi98JadlM3n1z4HXaBXIjiBXUNJE50wh6c=&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eK9vp3Kgfws15okon2ZmRV5W7kcDgYdTpeWlBFpUVU1dYsO3cnrHqdmm2KN72eDaxo12bhl0Dt-NA0LhlAPj2xdniHz6Am13GJAuqNEyXfs=&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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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相关性出发，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突破地域的限制，显著推动本地区及其

相邻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在对作用机制路径的研究中，高天天等（2021）认为，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主要表现为通过数字保险

业务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通过数字支付业务推动产业高级化。杨虹等（2021）

等通过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创新创业以及人力资源也能促进产业结构升

级。姬新龙等（2023）通过研究发现，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数字普惠金融

对产业结构化升级的影响表现出先增后减的倒 U形式，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资金

还没被有效利用就转移出去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也会存在异质性，

孙倩等（2021）认为由于各县域禀赋差异的存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非

贫困县产业结构升级,但对相对贫困县作用并不显著。

2.1.3 数字普惠金融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文献，项圆心等（2024）研究

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优化居民消费结构，推动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张新

月等（2022）认为借助数字经济优化资本配置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周林

洁等（2022）指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中小企业和乡村创新活力，缩小城乡差

距，从而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滕磊等（2021）和曹守新等（2023）研究发现数

字普惠金融能够拓展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并通过缓解农村产业发展的资本不足

问题来增加专业合作社及村庄企业的数量，以此来促进农村产业发展。王森等

（2022）通过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可以对农业高质量

发展的提高呈现出边际递增的特征。邓楚瑶等（2022）认为农业生产技术创新、

发展成果共享等也是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因素。覃朝晖等

（2022）从空间效应的角度出发，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存在

“正向边际效应溢出”作用，并且存在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异质性特征。

由于城乡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差异，农村的基础金融设施和数字电子设备也

都不及城市，金融服务和金融素质教育也没有跟上发展，故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不均衡问题依然存在。程风雨（2021）指出，虽说数字普惠金融在城乡的发展差

距有所缩小，但短时间内想实现跨越式发展存在一定难度。孙萌（2021）认为在

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程度不足会导致农户对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存在一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eK9vp3KgfwuUky0NdYqw01g3p6Bu9A8v_fYc1-aRQgGwaS5R8GYIq4WsT9aii2B8dYYjSopDFYd1yd7AIhDfuiO4SYxegt8L8dvDkxdOpRg=&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eK9vp3KgfwtcYMZV6kbHrjXlFqAyksgCKmcK2rYAqw6DPfpL-2ix-80CReMhdpXmwyXEG4Fl9CExukHfYgy1nklBV-GLE2g9KU1iUvqfG-o=&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eK9vp3KgfwuaC-NiM8FNUXvpsgAeQb8ZnL7b1HybRlbMsXTv0f16Gy2k-GpX9NR2dsr9Wp81VdhfY358qYDsYamr5OPepxFo1ataNs0bxy4=&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eK9vp3KgfwvJrRRDgwwHA5eglFwVpanbZAQtORAKXHkQDhCBng92mLTEN2p51S_FdRivfCEyCQZMqBYYIYsNtB9pDTohP1Gr6mTop8HKSwY=&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eK9vp3KgfwvJrRRDgwwHA5eglFwVpanbZAQtORAKXHkQDhCBng92mLTEN2p51S_FdRivfCEyCQZMqBYYIYsNtB9pDTohP1Gr6mTop8HKSwY=&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eK9vp3KgfwufOCWQSTnCg9Zxq6XuvGHC2NEzbjuqBlRiRXPCu7rml3c5KxgNmkD4QQkHC6gA2-e_OotnfGMDoqH7ICFQYv-PrGr634cuRXM=&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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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排斥心理。陈晓洁等（2022）在对欠发达地区农户的数字信贷行为研究中，

知识型和使用型数字鸿沟是农户数字信贷参与不足的主要原因，且大部分农户参

与数字信贷的年限都较短。纪丽娟（2021）认为征信体系也不够完善和监管滞后

也是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地区推进缓慢的原因之一。与此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在

乡村的推广离不开政府政策的引领，政府可以在金融基础服务设施、网络覆盖率

等问题上进行一定的指导，但更重要的是金融服务终端的使用意愿。农村居民的

贷款意愿与其金融素养息息相关，而金融素养的提高又是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和乡

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此外，金融素养还会影响经济体风险意识和信用意识的建

立，以及提高农村居民的普惠金融参与度（张润禾，2021）。李怡等（2021）认

为随着金融素养的提高，农村居民的金融行为的发生可能性就会越来越高。

2.2 乡村产业振兴相关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乡村产业振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分别为如何构建乡村产

业振兴综合指标评价体系以及乡村产业振兴发展路径选择。

2.2.1 乡村产业振兴综合指数测度的相关研究

乡村产业振兴指标体系的测度主要是利用相关衡量指标，在收集相关数据的

基础上进行量化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学界暂时还没有确定统一的产业振兴指标

体系的测度方法，但也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总体来说大致有四种，分别为赫

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法（HHI）、熵指数法、相关系数法、灰色关联度法。其中，

用于评价乡村产业振兴指标体系最常用的测度方法是熵指数法。

针对乡村产业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尚未形成统一的权威指标体系，但在学术

研究中已经涌现出一系列可供参考的研究成果。贾晋（2018）从农业效率化、农

业科技化、农业机械化、农产品品质化、农业融合化、农民组织化六个方面入手，

选择了九项二级指标评价我国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张挺和李闽榕等(2018) 则从

农村产业结构、农业科技水平、农村市场化程度等三个方面选取了九项指标进行

评价。杨菊（2019）选取乡村产业总值等指标衡量乡村产业发展情况。申云等（2020）

从农产品产业体系、农业多功能产业体系、农业支撑产业体系等三个角度，选取

了 18 个产业发展二级指标用于评估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卢京宇（2021）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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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金融对乡村产业发展的影响，选取了产业要素、产业产出、产业结构、产业

融合等四个维度进行评价。金婧（2022）基于共同富裕背景，从农业生产性服务

业占比、农产品加工值占比和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额三个维度构建乡村产业振兴

指标体系。张辽等（2024）从乡村产业生产、乡村产业延伸、乡村产业功能和乡

村产业支撑四个维度构建我国乡村产业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这些学者的研究

为本文建设乡村产业振兴指标评价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

2.2.2 乡村产业振兴发展路径选择的相关研究

关于乡村产业发展在全球范围内的研究也相当丰富。 McLaughlin K（2016）

指出，农村发展的趋势是农业专业化和经营产业化，这对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具

有积极意义。Michael（2008）等人认为，在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需要重视生

态资源的保护，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国内关于产业振兴的研

究也不遑多让。贾未寰等（2020）、黄凌云（2021）等人提出，旅游业具有较好

的带动效应，可以率先发展乡村本地旅游业，拓展产业链和融资渠道，从而带动

乡村地区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黄思（2020）也同样强调，乡村产业发展需要做

好各类要素的规划，充分发挥各项资源要素的作用，提升公共基础服务以及基层

治理水平。王轶和刘蕾（2023）认为乡村产业振兴在乡村产业发展初期对高收入

群体的增收作用更强，随后这个差距会随着产业的发展而缩小。蔡雪雄和王明溦

（2023）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不均衡、财政支出预算管理不强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财政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的力度和效率。张琦和曲盛恩（2023）认为县域

现代流通体系的发展、乡村就业、教育水平和居民增收都能够显著推动乡村产业

振兴。

此外，大部分学者认为在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过程中要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的

保护，加大绿色发展，减少用生态资源换取经济资源的做法，将生态环境保护被

视为乡村振兴过程中的重要任务。在关于乡村产业振兴发展路径选择的研究中，

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和行动方向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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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乡村产业振兴文献综述

数字技术与金融业务正在蓬勃发展。数字技术带来的长尾效应作用于乡村，

拓展了农村的金融市场。我国乡村基数庞大，但是金融渗透率却很低，乡村产业

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对推动中国农村发展具有越来越

明显的影响，对促进农业生产、推动农村产业结合也十分重要。

Bruhn等（2014）认为在各种金融科技加持下，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精准对接

各节产业链资金需求端，并提供契合的数字服务，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优化

乡村产业结构。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帮助金融达到更加“普惠”的目的，缓解对

乡村经营主体金融排斥（王瑶佩和郭峰，2019）与融资约束（张林和温涛，2020），

提升乡村地区产业发展的金融获得性（何宏庆，2020）。此外，马亚明等（2022）

认为，提升农村人力资源可以对数字普惠金融起到支撑性作用，促进农村产业多

元化发展。谢地和苏博（2021）认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促进乡村产业链

融合与价值链升级，进而推动乡村产业的结构优化和提升。邵智宝（2022）提出

从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角度来推动乡村振兴。陈良敏和张伟伟（2022）

认为现阶段农村金融市场发展使得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形成多元机构竞争的态

势，从未促进了县域产业结构升级。金婧（2022）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

业振兴存在显著促进效应和区域异质性，并提出了其对乡村第三产业的带动作用

被明显低估。康书生和杨娜娜（2022）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指标对乡村

产业振兴的促进效果更明显。杨慧和李波（2023）发现存在“数字普惠金融—乡

村产业振兴—共同富裕”的传导机制。曹守新等（2023）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

降低乡村地区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融资约束、提升资本使用效率，有效促进乡

村地区专业合作社数量及村庄企业数量。刘金硕等（2023）强调，虽然现在数字

普惠金融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支持乡村产业振兴，但是仍存在金融产品供需匹配、

“数字鸿沟”等问题。徐伟祁等（2023）认为在乡村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数字技

术水平高的地区和城镇化率低的地区对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更敏感，并表示

农村创业活力的提升也是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之一。张辽和刘成飞

（2024）认为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激活市场活力直接促进

乡村产业振兴，也可以通过创新农业科技、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促进乡村产

业融合间接影响乡村产业振兴。陈卓和赵洪坤（2024）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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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生态”协调振兴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并认为绿色技术发展水平、教

育与数字普惠金融之间存在互补效应。此外，唐文进等（2019）强调了数字普惠

金融在不同地区的发展具有异质性，要谨防数字普惠金融过度发展为乡村产业结

构升级带来负外部影响。

2.4 文献评述

总体上，学术界在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产业振兴研究两方面都有较为丰富

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新时代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发展的建设进程。

乡村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金融的进步也离不开庞大的乡村市场，两

者相互促进发展。

通过以上文献梳理来看：第一，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乡村居民的金融素养

也得到相应的提升，乡村居民对金融这一产物的接受度也随之提升，数字普惠金

融在乡村的渗透率更进一步，这有效地缓解了乡村居民这一银行长尾客户群体的

融资约束难题，并且在优化乡村产业结构、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方面也起到了关

键的战略性作用。同时，受制于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等因素，我国存

在着显著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异质性。第二，我国长期以来高度重视乡村发

展，将乡村产业发展视为乡村振兴的核心任务。在评价乡村产业振兴的过程中，

研究常采用构建指标体系、根据熵值法进行加权的方法，最终得出相应指标的指

数。这一评价方法有助于系统性地评估乡村产业的发展水平，为制定针对性的政

策提供了科学依据。第三，目前关于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证研究较

为有限，大多数研究仍停留在定性阶段。然而，近年来的研究逐渐增多，尤其是

定量研究的数量增加，反映出学界对数字经济对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视程度不断

提升。相关文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为乡村居民提供高效的金融服务，改善

乡村居民的金融包容性和提升乡村居民的融资能力，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提高

乡村居民增收能力，促进乡村产业升级和发展。然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仍面临

着数字鸿沟、信息不对称、金融教育需求等挑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

综上所述，农村产业振兴是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在传统金融供给无

法“普”“惠”到乡村经济主体的时候，数字普惠金融便发挥了它的优势，为解

决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发展难题提供了新思路。研究文献中对于数字普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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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评述较为积极，认为其在提高农村居民金融包容性、

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和改善农产品流通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然而，仍需进一步深

入研究和实证分析来全面评估其影响效果和应用场景。因此，在综合相关研究成

果和金融理论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建立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

量化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数，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旨在深入探究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为我国乡村高质量发展问题提供可靠的理

论支撑和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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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乡村产业振兴的理论基础及作用机制

3.1 概念界定

3.1.1 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界定

相比于传统金融来说，数字普惠金融更具有效率，也更具有深度和广度，“互

联网+金融”的发展方式也是现在以及未来金融重点的发展方向。郭峰等（2020）

将普惠金融定义为以落后地区和低收入群体为目标群体，通过不断完善金融基础

设施建设，减少金融排斥，提高传统金融服务的可得性，提供更为便捷的金融服

务。但是，数字普惠金融能否真正惠及到农村居民需取决于以下条件：第一，相

关支持数字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第二，智能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第三，居

民对了解以及使用数字普惠金融的意愿（胡联等，2021）。Shller（2013）认为

手机银行作为数字普惠金融推广使用最典型的代表，在拥有大量用户群体的基础

上，不但可以打破地域限制，同时还节省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和获客成本，以便

捷性的优势极大地提高了贫困地区金融服务的可得性。Hannig（2010）认为普惠

金融的重点在于提高金融服务的普惠性，使得更多社会群体得以享受高质量的金

融服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金融排斥。

基于以上描述，本文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界定是指利用数字技术手段和金

融服务模式，为低收入人群、农村地区、中小微企业等传统金融机构较难服务的

群体提供金融服务，以推进金融包容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型金融服务模式。数

字普惠金融包括但不限于通过移动支付、互联网金融、区块链等技术手段，为用

户提供便捷的存款、结算、消费、信贷、保险等金融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其日常

和经营活动的资金需求。

3.1.2 乡村产业振兴的概念界定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产业振兴”的内涵也越来越完善，国内众多学

者对乡村产业振兴也有了越来越全面的认识。朱启臻（2018）指出产业兴旺并非

利润最大化，而是实现效用最大化。黄祖辉（2018）认为要实现现代农业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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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旺与发展，就要重点关注产业融合、功能、质量等方面。韩长赋（2018）指出

产业振兴就是以产业发展为目标，引导各类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并调动广大农

户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进而形成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袁树卓等（2019）认为乡村

产业振兴要把握农村产业融合、农业高质量高效率发展以及农产品品牌的创新三

个方面。刘明月等（2020）则强调要根据各地区的资源禀赋发展种养业、农产品

加工业以及其他新产业新业态。

乡村产业振兴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战略导向，旨在推动农村全面发展与现代

化。该战略强调以农业为核心，依托农村丰富资源，促进现代种植业、养殖业、

乡土特色产业、农产品加工与流通业、休闲旅游业以及乡村服务业的有序发展。

乡村产业振兴强调产业链的延长、价值链的提升和供应链的完善。这些产业不仅

涉及传统的种植和养殖业，还包括与农业直接相关的加工、分销和服务行业。这

意味着不仅要发展原始农业生产，还要注重农产品加工、市场分销以及相关服务

的提供，从而提升整个乡村产业的经济价值和竞争力。

3.2 理论基础

3.2.1 金融相关理论

（1）金融排斥理论

金融排斥理论是指由经济学家拉格达于 2005 年提出的理论，用来解释金融

体系中存在的不平等和排斥现象。该理论认为，金融体系中的一些机制可能导致

金融资源无法充分利用，从而造成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现象。金融排斥理论的产

生部分源于亚洲金融危机对金融体系的负面影响。危机爆发后，银行债务违约和

金融体系崩溃，导致信贷市场的紧缩和金融资源的不足，拉格达在亚洲金融危机

后开始深入研究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后发现，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金融资

源的不充分利用可能是受到金融体系的影响。拉格达的研究表明，金融体系的混

乱和不稳定性可能导致金融资源无法有效分配。此外，金融体系中的一些机制（如

信贷限制、不完善的金融市场等）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排斥某些人群和企业，使

他们无法充分获得金融服务。在 2005 年的一篇论文中，拉格达正式提出了金融

排斥理论。他指出，金融体系中的某些机制和规则可能会限制某些群体（如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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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群体、小企业等）的金融准入和融资能力，从而进一步加剧不平等。主要引起

金融排斥的原因包括：地理、文化和社会因素、技术和信息漏洞、金融机构的限

制和障碍等。因此，受金融排斥影响的人群通常集中在农村和贫困地区、低收入

家庭、女性和移民等弱势群体。金融排斥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为我们理解金融体系

中的不平等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解释。

在农村地区，由于土地集中度较低、物流成本较高、信息技术不发达等原因，

加之金融机构的利益考虑，往往会存在金融排斥现象。金融排斥对农村产业发展

影响显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农村居民难以获得融资，金融排斥

导致金融机构对农村居民的融资需求缺乏关注，农村居民很难获得到贷款资金支

持，限制了农村产业的扩张和发展。其次是农产品价格难以得到保障，金融机构

在农村地区缺乏基础设施，运输渠道不畅，导致农产品价格波动较大，农民难以

得到稳定的收益，限制了农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最后是农村企业难以增强竞争

能力，缺乏金融服务和产品的农村企业往往无法获得资金支持，难以扩大规模、

提高生产效率和改进经营方式，使得农村企业难以增强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因

此，农村产业的发展需要打破金融排斥现象，实现金融服务在农村地区的覆盖和

普及。

（2）长尾理论

长尾理论是由克里斯·安德森提出的概念，该理论主张在数字化和互联网时

代，市场上的需求不再集中在一小部分热门产品或服务上，而是呈现出长尾形状

的分布，即有大量低需求、小众的产品或服务也能获得市场。传统的市场模式通

常偏向于关注销售量大、受欢迎的主流产品，忽视销售量较少的非主流产品。但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更方便地获取和传播信息，消费

者的选择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这就为小众市场和非主流产品提供了机会。

根据长尾理论，市场上有大量的小众需求，这些需求加起来可能会超过主流

需求的总和。在农村金融领域，也存在着长尾现象。由于农村地区人口较为分散

且金融需求较为多元化，传统金融机构在这些地区的经营成本较高，且传统金融

服务往往难以满足农村居民的多样化金融需求。然而，在互联网时代，随着互联

网金融技术的发展，新的金融服务模式正在农村地区得到广泛应用。例如，农村

地区的 P2P 网络借贷平台为居民提供了更加个性化和灵活的融资服务，这些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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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能够更好地满足农村地区的小额贷款需求，支持农村产业的发展。此外，移

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也使得农村居民可以更加便捷地使用基础金融服务，例如在

线支付和手机银行等服务。

因此，长尾理论对于农村金融和农村金融服务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启示。农

村金融机构可以借鉴长尾理论，以开放和合作的心态，与产业参与方共同探索新

的金融服务模式和商业模式，满足农村居民的多样化金融需求，激发农村经济潜

力，促进农村发展进步。

（3）信贷配给理论

在经济学中，信贷配给是指在固定利率条件下，由于各种条件限制了利率的

变动，银行面对超额的资金需求时不得不采取非利率性的贷款条件，致使部分资

金需求者退出银行借贷市场，以此消除超额需求并使信贷市场达到均衡状态。斯

蒂格利茨和韦斯（1981）在《不完全信息市场中的信贷配给》一文中对信贷配给

现象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着重从信息结构的角度揭示了信贷配给现象的本质。

本斯特和赫尔维格（1987）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道德风险行为对信贷配给

的影响，为了解信贷市场中出现的更为复杂的现象提供了有力的补充和解释。

信贷配给理论认为，金融机构在信贷配给过程中，往往会考虑一些非经济因

素，如政府政策、行业特点、地域差异等，从而对信贷资源进行不同程度的倾斜。

在农村金融中，信贷配给理论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传统金融机构往往偏向于向已

有资产和较为发达地区的企业和个人提供信贷资源，而对于农村地区以及农民、

农业相关企业等的金融需求则关注较少。这种偏向导致了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现

象。然而，随着对农村金融发展意识的觉醒和农村金融市场的改革，信贷配给理

论开始得到关注。政府和金融机构开始注重优化信贷配置，通过引入差异化定价、

政策扶持和金融创新等手段，提高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水平，满足农村居民和农

业企业的金融需求，促进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

3.2.2 产业发展理论

（1）产业结构理论

产业结构理论是从经济增长理论和宏观经济结构的角度探讨经济体系的组

成和相互关系的学术领域，也是产业经济学的基石。其源起可以追溯至 17 世纪，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D%E5%AE%8C%E5%85%A8%E4%BF%A1%E6%81%AF/5568222?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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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 W.配第首次发现了世界各国国民收入水平的差异及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

并将其归因于产业结构的不同。在配第之后，尽管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并

未明确提出产业结构概念，但他对产业部门、产业发展以及资本投入的论述为后

世研究奠定了基础。S.库兹涅茨在 1941 年的著作《国民收入及其构成》中详细

阐述了国民收入与产业结构之间的重要关系。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

共识认为，促进经济增长和调整经济结构需要符合产业发展及结构优化的原则。

通过产业结构理论，我们可以对农村产业结构进行分析和评估，找出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之处。然后根据资源禀赋、市场需求和地区特色，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推动农村产业的结构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理论也强调产业链条的问题。在乡村

产业振兴中，需要加强农业与农产品加工、流通、销售等环节的衔接。通过建立

完善的农产品产业链，提升整体竞争力和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总而言之，产业

结构理论为农村产业的发展、升级和调整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在实践中，结

合地方实际情况，科学运用产业结构理论，可以推动农村产业的优化升级，促进

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产业聚集理论

产业聚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中叶，主要由经济学家阿尔

弗雷德·马歇尔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的研究与倡导。马歇尔在其经典著作《经

济学原理》中提出了规模经济的概念。他认为，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带来成本降

低和效率提高的同时，企业也在特定地理区域聚集可以共享基础设施、劳动力和

市场等资源，从而实现规模经济的优势。弗里德曼在其著作《经济学家的词典》

中提出了区位理论。他认为，企业在选择生产地点时会考虑成本、市场和政策等

因素。聚集在一起的企业可以通过共享成本、开辟更广泛的市场和获得政策支持

来降低经营风险，并提高竞争力。马歇尔-乔恩森扩散理论是产业聚集理论的重

要分支，该理论认为产业集聚在特定地区的形成原因是企业间存在着有利于创新

和技术扩散的互动，通过技术创新和知识溢出的传播，提高了整个地区的经济效

益。产业聚集理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受到新经济地理学兴起的影响，发展出新

的研究视角。新经济地理学强调空间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将地理空间的特征

与企业的生产决策和经济效益联系起来。新经济地理学为产业集聚提供了更加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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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和具体的解释，强调了企业的互动、空间邻近性以及地方政策的影响。以上理

论与观点的产生和发展，为产业聚集理论奠定了基础。产业聚集理论的研究逐渐

深入并与实际应用结合，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了指导战略和政策制定的理论支持，

推动了许多地区产业的聚集和发展。并且随着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发展，产业聚

集理论也在不断地演变和适应新的经济环境。

产业聚集理论同样适用于农村产业的发展。农村产业聚集是指在农村地区内，

由于农业企业间的相互关联和互相吸引，形成一定规模的农业产业集聚现象。运

用产业聚集理论可以推动农村产业健康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收入水平。

同时，需要考虑农村产业聚集的特定情况和地区差异，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应的政

策和措施，促进农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3.3 作用机制

3.3.1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乡村产业振兴的机制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利用数字技术和金融手段，为低收入人群和农村地区提供普惠

金融服务。相较于传统金融服务来说，由于有互联网的支持，数字普惠金融突破

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降低了获取金融服务的门槛，以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完美

解决乡村地区的金融排斥问题和长尾问题。在乡村地区，传统金融机构往往无法

满足低收入人群和小农户的金融需求。而数字普惠金融打破了时空限制，为这些

群体提供了更广泛的金融服务，包括贷款、储蓄、保险等。这有助于减少贫困和

不平等现象，促进乡村地区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促进金融包容

性，让更多乡村地区的人员和产业受益，通过数字金融技术，可以巩固和扩大农

村产业的基础，激发农村地区的经济活力。

此外，数字普惠金融提供了跨地区的金融服务和人才流动，为乡村地区的产

业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促进农村地区的农产品供应链

金融，提供农产品质量追溯、风险管理和市场拓展等服务，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

行业竞争力。这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知识和决策依据，帮助他们更好地规划农业生

产和销售。而乡村产业聚集可以通过规模效应提高乡村产业的生产效率，形成现

代化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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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强化资金流动性、提供更广泛的金融服务等机

制，缓解了乡村地区的金融排斥、打通乡村地区金融市场、优化金融供给结构，

促进乡村产业升级与产业聚集产生的规模效应，提升乡村产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对乡村产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因此，本文提出了第一个研究假设：

H1：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振兴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3.2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发展的影响路径分析

当代社会面临着数字化和科技创新带来的深刻变革，而农村地区的产业振兴

亦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金融科技的一种重要形式，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渗透到农村经济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农业科技创新也

持续推动着农村产业的现代化转型和升级。因此，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如何与农业

科技创新相互作用，以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对于深化我们对农村发展的认识，推

动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焦青霞等（2022）认为，数字普惠金融

可以通过农业科技创新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并且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

地方，其促进作用越大。张辽和刘成飞（2024）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在激活市场活

力的同时，也在通过创新农业科技、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间接影响乡村产业振

兴。

创新是生产力发展的第一要素，也是产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在数字普惠金融

与农业科技创新的共同推动下，农村产业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数字普惠金融

与农业科技创新的出现，不仅是对传统金融和农业的革命性挑战，也是农村产业

振兴的新机遇。数字普惠金融的涌现使得金融服务不再受制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大大拓展了农村居民和企业获取金融服务的渠道，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更加灵活、

便捷的金融服务。农业科技创新为农村产业带来了更高的生产效率和质量，从智

能农业到农产品价值链的数字化升级，都为农村产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通

过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科技创新的有机结合，农村产业不仅在生产方式上实现了

革命性的转变，同时也在市场营销、金融管理等方面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从

而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在此过程中，产业聚集效应也在逐渐增强。数字普惠金融也为农业科技创新

创新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通过数字金融平台，农村企业和创业者可以更容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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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资金支持、市场信息和商业指导，从而促进了农村产业的创新和发展。特别

是在农业科技领域，数字金融为农村创新提供了更为便捷的资金支持和风险管理

工具，加速了农业科技的研发和应用，推动了乡村产业的现代化转型。产业聚集

增强了企业间的创新和技术扩散的互动，通过技术创新和知识溢出的传播，提高

了整个地区的经济效益。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H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农业技术创新，促进农村产业的发展。

3.3.3 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区域的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方面可能存在着地区异质性。郭峰等

（2020）的研究指出，尽管我国的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呈现增长态势，但受到经济、

教育和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的数字金融覆盖度和使用深度存在着明

显差异。一般而言，东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而西部地区则相对

滞后。因此，这种地区间的发展不均衡也会直接影响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

振兴的影响程度。在发达地区，由于金融资源和数字化基础设施更为充足，数字

普惠金融服务更加普及和便捷，因此对乡村产业振兴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与之

相反，欠发达地区可能面临金融服务和数字技术应用不足等问题，因此数字普惠

金融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可能相对较弱。此外，不同地区的数字技术普及程度、

产业结构差异以及政策支持情况也会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产生影响。

总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地区影响是复杂而多样的。不同

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政策支持程度以及数字技术的普及程度等因素

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产业振兴中的作用和效果。基于以上

分析，本文提出了第三个研究假设：

H3：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对于经济发展

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振兴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3.3.4 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乡村产业发展水平的影响

随着乡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加上生产活动更加繁荣，产业结构也更

加多元化，需要的资金和金融产品是不断增加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数字普惠金

融通过提供更广泛、更定制化的金融服务，能够更好地满足不同层面的需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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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促进乡村产业态势的快速发展。但是，由于各地区乡村产业发展水平的不一致，

各地区乡村所展现出来的金融排斥水平、信贷配给结构、产业结构以及产业聚集

规模大小的差异依旧存在。孙倩等（2021）的研究发现，不同县域之间存在着各

种禀赋差异，这直接影响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当地产业结构的影响程度。具体

而言，对于非贫困县来说，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一定的促

进作用，推动了当地产业的优化和提升。然而，对于相对贫困的县域来说，数字

普惠金融的影响则相对较弱，可能并不会带来明显的产业结构变革。

乡村产业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不仅企业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更为多样化，从

而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以便其快速发展。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利用数字

技术和互联网平台搭建了更多元的融资渠道，为乡村企业提供了更多融资选择的

机会，多样化的融资渠道为乡村产业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促进了产业

的升级和壮大。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使金融服务更加

便捷高效。乡村产业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通常基础设施和信息通信技术发达，居民

和企业更容易获取互联网服务，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更好地满足其快速、便捷、安

全的金融需求。通过移动支付、电子银行等数字化工具，居民和企业可以方便地

进行资金存取、支付结算等操作，提高了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效率。这种高效便

捷的金融服务有助于提升乡村地区的经济活力和竞争力，推动产业迈向更高水平。

因此，随着乡村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金融需求日益增长，需要更多元化的

融资渠道和更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创新的

金融模式，填补了传统金融服务在乡村地区的空白，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

动力和支持。因此，本文提出了第四个研究假设：

H4：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其促进作用将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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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乡村产业振兴的研究设计

4.1 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体系

4.1.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当前，乡村产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增加了对其发展水平进行全面评估的难度，

学术界对乡村产业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尚未形成统一标准。虽然近年来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促进了相关研究的增加，但目前主要的研究集中在宏观层面，而

针对乡村产业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尚显不足。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乡村产业

面临着独特的挑战和发展需求，因此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评价指标，以

确保评价体系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此外，随着时代的变迁，乡村产业发展的目

标和重点也在不断调整，这进一步加大了建立统一评价指标体系的复杂度。因此，

当前的学术研究需要加强针对乡村产业发展的具体指标和方法的研究，以推动乡

村产业的健康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基于此，本文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实际情况出发，结合贾晋（2018）、申云

等（2020）、陈金金（2022）、苏少叶（2023）等多位学者构建乡村产业振兴评

价体系的经验，选取 3个一级指标，3个一级指标，并在此基础上细化出 8个二

级指标以及 16 个三级指标，以构建出适用于我国乡村产业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

国保险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局官网的数据。具体指标体系如表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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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定义 单位
指标

属性

乡村产业体系 生产能力
农业机械化

水平 X1

农业机械总动力/主要

农作物播种面积

万千瓦/

千公顷
P

农药使用强

度 X2

农药使用量/主要农作

物播种面积

万吨/千

公顷
N

能源使用强

度 X3
总用电量/乡村人口数

万千瓦时

/人
P

设施农业水

平 X4

温室面积/主要农作物

播种面积
% P

产业结构
人均一产产

值 X5

农林牧渔业业总产值/

乡村人口数
元/人 P

人均二产产

值 X6

农副食品加工业主营

业务收入/乡村人口数
元/人 P

人均三产产

值 X7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乡村人口数
元/人 P

乡村产业多元

化发展体系
经济发展

人均可支配

收入 X8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元/人 P

城乡居民收

入比 X9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 N

社会发展
第一产业就

业率 X10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

乡村人口总数
% P

最低生活保

障人数占比

X11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人数/乡村人口数
% N

绿色发展
节水灌溉面

积 X12

节水灌溉面积/耕地灌

溉面积
% P

农业碳排放

强度 X13

农业碳排放量/农业总

产
吨/万元 N

乡村产业支撑

体系
投资强度

人均固定资

产投资 X14

固定资产投资额/乡村

人口总数
万元/人 P

融资强度
人均涉农贷

款 X15

涉农贷款余额/乡村人

口总数
万元/人 P

保险强度
农业保险深

度 X16

农业保险保费/一产总

产值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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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文献和相关理论基础上，结合乡村高质量发展战略，从乡村产业体系、

乡村多元化发展体系、乡村产业支撑体系三方面综合衡量我国乡村产业发展水平。

乡村产业体系是指在乡村地区形成的各种生产性和生活性产业的组合体系，

包括农业、农村工业、乡村旅游、文化创意产业、现代服务业等多种产业形态。

乡村产业体系的构建旨在实现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和乡村

全面振兴，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结构两个方面进行评价。

乡村多元化发展体系是以乡村高质量发展战略为核心构建出来的指标，主要

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绿色发展三个维度进行评价。经济方面，以乡村收入成

长性作为衡量指标，反映了乡村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社会方面，考虑

就业率和低保人数等指标，以评估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程度；绿色方

面，采用节能和减排等指标，以评估乡村产业发展的环境友好性和可持续性。

乡村产业支撑体系旨在对乡村产业起支持保障作用，主要从投资、融资和保

险三方面进行评价。投资方面，关注投资对乡村产业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配置的

改善情况，以及对农业和乡村产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的提升效果；融资方面，考

虑融资机制对解决乡村产业发展中的融资难题和推动技术创新、企业转型升级方

面的作用；保险方面，考虑保险机制在降低风险成本、提供稳定保障等方面对乡

村产业振兴的支持作用。

4.1.2 测算及赋权方法

乡村产业振兴测度的方法的有很多，常见的有主观赋权法、层次分析法、主

成分分析法、熵值法、灰色关联法、统计分析法等等，每种赋权方法都各具优劣，

现有文献使用最多的是熵值法。熵值法通过计算指标的相对熵值，能够直观地反

映各个指标对决策的重要程度。相比于主观赋权法，熵值法不依赖于指标构建者

的主观判断和偏好，并考虑了指标之间的关联性，适用于多指标决策问题，最重

要的是熵值法在计算熵值时，对于变异性大的指标权重会自动降低，对于变异性

小的指标权重会自动增加，从而对指标的差异性有一定的处理能力。不过，熵值

法对数据质量要求较高，因此需要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否则可能导致评

价结果的偏差，此外，熵值法主要关注指标的重要性和相对差异性，无法具体表

达指标背后的影响机理和因果关系。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使用熵值法对乡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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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评价体系进行赋权，其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数据标准化处理。解决不同指标之间量纲不一致的问题，使其具有

可比性，使用最小-最大规范化（Min-Max Normalization）处理方法。

对于正向指标， （4.1）

对于负向指标， （4.2）

第二步，通过熵原理计算每个指标的权重。

（4.3）

第三步，计算各项指标的信息熵和效用值。

（4.4）

第四步，计算各项指标差异系数。

（4.5）

第五步，计算各项指标权重。

（4.6）

第六步，计算乡村产业发展水平综合得分。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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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乡村产业振兴水平测算结果与分析

从一级指标的层面上看，乡村产业体系维度所占的权重较大，为 0.6435，

说明乡村产业体系对乡村产业振兴水平的影响程度较大，产业的生产能力和产业

结构决定了其产出和价值创造的规模，产业规模越大，所带来的经济带动效应越

大。当一个产业的生产能力较强、产业结构越合理时，它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和

资源，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带动更多的收入增长，进而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和

产业的振兴；其次是乡村产业支撑体系维度，为 0.1968，产业支撑能力强的地

区，能够拥有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更好地满足乡村产业发展的资金和技术需

求，推动产业的技术升级和转型，这有助于乡村产业从传统经济向现代化转型，

以适应市场需求和经济趋势发展。

从三级指标上看，能源使用强度（农村人均用电量）所占的权重较大，为

0.2604，电力供应是现代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之一，对于乡村产业的生产和运营

都是至关重要的，乡村产业振兴需要大量的电力支持，包括农业生产、加工制造

和服务业等，对于农村来说，提高人均用电量意味着电力供应能力的增加，能够

满足产业发展对电力的需求，推动农村产业的振兴；其次是设施农业水平，为

0.1486，设施农业通过建立相对完善的农业生产设施、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

理经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利润水平，形成一种现代化农业生产形

式。设施农业不仅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同时也可以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更

好的发展条件；然后是农业保险深度，为 0.1260，农业保险的普及可以减轻农

民因灾害或其他风险而遭受的损失，降低农民经营风险感受，鼓励农业投入，稳

定农业生产，这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优化农产品结构和质量，推动农业的

现代化和提高乡村产业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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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熵权法构建的乡村产业振兴指标体系权重水平如表 4.2 所示。

表 4.2 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权重表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权重

乡村产业体系 0.6435 生产能力 0.4794 农业机械化水平 X1 0.0641

农药使用强度 X2 0.0063

能源使用强度 X3 0.2604

设施农业水平 X4 0.1486

产业结构 0.1641 人均一产产值 X5 0.0401

人均二产产值 X6 0.0656

人均三产产值 X7 0.0584

乡村产业多元

化发展体系
0.1597 经济发展 0.0766 人均可支配收入 X8 0.0645

城乡居民收入比 X9 0.0122

社会发展 0.0336 第一产业就业率 X10 0.0213

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占

比 X11
0.0123

绿色发展 0.0494 节水灌溉面积 X12 0.0391

农业碳排放强度 X13 0.0103

乡村产业支撑

体系
0.1968 投资强度 0.0277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X14
0.0278

融资强度 0.0430 人均涉农贷款 X15 0.0430

保险强度 0.1260 农业保险深度 X16 0.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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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测得乡村产业振兴综合得分情况如表 4.3 所示。

表 4.3 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得分表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北京 0.2670 0.3044 0.3095 0.3251 0.3508 0.3601 0.3868 0.4153 0.4279 0.4401

天津 0.2740 0.2740 0.2914 0.3054 0.3005 0.2736 0.2658 0.2613 0.2877 0.3088

河北 0.1656 0.1724 0.1781 0.1837 0.1777 0.1862 0.1865 0.1928 0.2076 0.2202

山西 0.1134 0.1223 0.1322 0.1355 0.1261 0.1251 0.1325 0.1359 0.1507 0.1641

内蒙

古
0.1598 0.1707 0.1770 0.1820 0.1924 0.1893 0.1876 0.1827 0.2061 0.2072

辽宁 0.2468 0.3114 0.3044 0.2905 0.2580 0.2483 0.2327 0.2326 0.2558 0.2649

吉林 0.1393 0.1497 0.1527 0.1523 0.1585 0.1568 0.1536 0.1458 0.1738 0.1918

黑龙

江
0.1446 0.1465 0.1498 0.1567 0.1645 0.1635 0.1654 0.1678 0.2139 0.2889

上海 0.2241 0.4061 0.4225 0.4049 0.4138 0.4223 0.4521 0.4834 0.5047 0.2951

江苏 0.1965 0.2231 0.2462 0.2618 0.2815 0.2919 0.2965 0.3063 0.3211 0.2795

浙江 0.1854 0.1956 0.2120 0.2156 0.2207 0.2276 0.2487 0.2445 0.2520 0.2365

安徽 0.1001 0.1070 0.1178 0.1235 0.1346 0.1381 0.1435 0.1480 0.1562 0.1693

福建 0.1412 0.1556 0.1722 0.1779 0.1939 0.2114 0.2228 0.2325 0.2369 0.2454

江西 0.0927 0.0847 0.0933 0.0981 0.1036 0.1087 0.1164 0.1242 0.1442 0.1526

山东 0.1984 0.2118 0.2223 0.2322 0.2417 0.2451 0.2432 0.2404 0.2572 0.2762

河南 0.1111 0.1160 0.1227 0.1270 0.1356 0.1391 0.1458 0.1518 0.1591 0.1694

湖北 0.1120 0.1288 0.1442 0.1507 0.1668 0.1747 0.1839 0.1912 0.1999 0.2220

湖南 0.0976 0.1044 0.1130 0.1191 0.1312 0.1451 0.1542 0.1635 0.1713 0.1889

广东 0.1107 0.1131 0.1209 0.1244 0.1312 0.1394 0.1489 0.1588 0.1709 0.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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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3 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得分表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广西 0.1002 0.1084 0.1223 0.1262 0.1342 0.1414 0.1482 0.1533 0.1627 0.1799

海南 0.1451 0.1126 0.1231 0.1327 0.1509 0.1618 0.1730 0.1881 0.1918 0.2061

重庆 0.0758 0.0941 0.1024 0.1074 0.1137 0.1177 0.1244 0.1293 0.1360 0.1489

四川 0.0994 0.1128 0.1185 0.1225 0.1289 0.1332 0.1378 0.1387 0.1495 0.1625

贵州 0.0636 0.0667 0.0787 0.0900 0.0978 0.0982 0.1091 0.1138 0.1223 0.1328

云南 0.0753 0.0820 0.0912 0.0962 0.1041 0.1118 0.1147 0.1225 0.1321 0.1446

西藏 0.1037 0.1087 0.1169 0.1261 0.1384 0.1460 0.1658 0.1746 0.1863 0.1924

陕西 0.1184 0.1308 0.1424 0.1476 0.1555 0.1699 0.1820 0.1928 0.1938 0.2031

甘肃 0.1018 0.1085 0.1188 0.1296 0.1318 0.1470 0.1521 0.1625 0.1683 0.1801

青海 0.0998 0.1193 0.1261 0.1349 0.1379 0.1391 0.1487 0.1646 0.1589 0.1622

通过建立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 31 个省份（除港澳台地区外）

的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展开了深入测算。测算结果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省份

的乡村产业振兴指数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

4.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4.2.1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文章选取的被解释变量为乡村产业发展水平，通过上述

指标评价体系测得。

（2）解释变量。文章选取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以郭峰

等编制的 2012—2021 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表示。

（3）控制变量。综合考虑有可能会对乡村产业振兴产生影响的因素以及数

据的可得性，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以下控制变量：

抗灾能力。虽然乡村地区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也在飞速发展，但第一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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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旧是乡村地区产业最大的支柱，鉴于第一产业较为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

提高抗灾能力可以有效减轻灾害对乡村产业的破坏和损失。

医疗保健水平。良好的医疗保健水平可以有效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健康水平，

减少因疾病或健康问题引起的生产力损失，从而推动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促进

乡村产业振兴。此外，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也有助于加强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信息

和资源交流，推动农村与城市的融合发展，促进农村产业的协同发展。

生产资料价格水平。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提高会直接增加农业生产的成本，

导致农业经营的难度增加。当农产品价格无法与成本的增加相匹配时，农民可能

会减少生产规模或放弃经营农业，进一步削弱农村产业发展的潜力。高昂的生产

成本会使乡村居民的利润受到挤压，减弱农民的积极性和动力，对乡村产业振兴

造成阻碍。

财政支农水平。本文模型用农林水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作为衡量政府

治理水平的指标，农林水财政支出是指政府为了促进农业、林业和水利事业的发

展而进行的财政支出。通过农林水财政支出的投入，政府能够提供必要的财政支

持和政策保障，对农业和农村经济进行扶持和引导，推动农业产业的升级和转型，

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实现农村产业的振兴和可持续发展。

（4）中介变量。数字普惠金融为农业科技创新创新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农村企业和创业者可以更容易地获得资金支持、市场信息和商业指导，加速现代

化农业科技与农业管理的发展，从而促进了农村产业的创新和发展。

考虑到数据集可能具有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对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其二级指

标取对数。通常情况下，取对数可以使数据更加符合正态分布，从而减少异方差

的影响。具体变量定义如表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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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主要变量设定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乡村产业发展水平（Rural）

衡量乡村产业振兴的指标，利用上

文所述的评价指标体系所求得，然

后取对数

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Index）

省级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取

对数

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

（Cover）

省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

指数取对数

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

（Usage）

省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

指数取对数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

（Digit）

省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

度指数取对数

控制变量 抗灾能力（Anti）
未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的比重，然

后取对数

医疗保健水平（Cure）
乡卫生院设点的村卫生室个数，然

后取对数

生产资料价格水平（Price）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然后取对

数

财政支农水平（Gov）
（农林水财政支出+城乡社区财政

支出）/财政总支出，然后取对数

中介变量 农业科技创新（Patent） 农业科技专业数量，然后取对数

4.2.2 数据来源

本文以乡村产业振兴为主要研究对象，数据选取来自 2012-2021 年我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除港澳台外）的相关数据，其中被解释变量数据与控制变量

来自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

局官网的数据。解释变量的数据来自于北京大学和蚂蚁集团编制的省级中国数字

普惠金融指数，此指数是采用“层次分析法”的指数编制方法共同编制。此外，

在总指数的基础上，报告还包含了覆盖广度指数、覆盖深度指数和数字化程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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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以及使用深度指数下的各类分类指数。本文所采取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

2012—2021 年的省级的面板数据。中介变量数据来自于中国知网专利数据库。

4.3 模型设定

为了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根据所得到的面板数据，以

乡村产业振兴综合指数为被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解释变量，然后加入

各个控制变量，构建如下模型：

（4.8）

（4.9）

（4.10）

（4.11）

上面各式中，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 代表 i地区第 t年的乡村产业

发展水平； 代表 i地区在第 t年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代表解释变量

i地区在第 t年的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指数； 代表 i地区在第 t年的数字

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指数； 代表 i地区在第 t年的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

指数； 表示控制变量的集合，包括抗灾能力（Anti）、医疗保健水平（Cure）、

生产资料价格水平（Price）、财政支农水平（Gov）；不可观测的地区个体效应

用 表示；随机扰动项用 表示。

itiitjit10it ontrolndexural    CIR

itiitjit10it ontroloverural    CCR

itiitjit10it ontrolsageural    CUR

itiitjit10it ontroligitural    CDR

ituralR

itndexI itoverC

itsageU

itigitD

itontrolC

i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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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证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与检验

5.1.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使用 stata18.0 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表 5.1 展示了对模型中

的所有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结果。

表 5.1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数 中间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乡村产业发展水平（Rural） 310 2.8213 0.3771 1.8494 3.9214

数字普惠发展水平（Index） 310 5.4443 0.4132 4.1185 6.1290

抗灾能力（Anti） 310 3.9333 0.3527 2.3026 4.6052

医疗保健水平（Cure） 310 6.9618 1.4266 1.0000 9.6466

生产资料价格水平（Price） 310 4.6267 0.0286 4.5549 4.7950

财政支农水平（Gov） 310 3.0658 0.1636 2.6746 3.5651

5.1.2 统计检验

（1）相关性分析

5.2 相关性分析结果

Variable Rural Index Anti Cure Price Gov

Rural 1.0000

Index 0.5143* 1.0000

注：* 表示在 1%的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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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2 相关性分析结果

Variable Rural Index Anti Cure Price Gov

Anti 0.1357 0.2007* 1.0000

Cure -0.2824* -0.0511 0.0553 1.0000

Price -0.0760 0.0676 0.1615 0.1647* 1.0000

Gov 0.3220* 0.2155* -0.1608 -0.0543 -0.2188* 1.0000

注：* 表示在 1%的水平下显著

根据所述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Index）

与乡村产业发展水平（Rural）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0.5143，

并且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初步验证了假设 1 的成立，即数字

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发展具有正向影响。此外，其他控制变量中，抗灾能力（Anti）

和生产资料价格水平（Price）与被解释变量乡村产业发展水平（Rural）没有有

显著的相关关系，除此之外的每个控制变量都在 1%水平的显著性。在各个自变

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中，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系

数最高，为 0.5143。尽管相关系数小于 0.8，表明两者之间共线性的可能性较小，

但为了进一步确认，需要通过方差膨胀因子（VIF）进行共线性诊断。

（2） VIF 多重共线性检验

多重共线性指的是自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或线性关系的情况，可能导致

回归模型的不稳定性和解释力下降，而 VIF 检验是一种用于检测多重共线性问题

的方法。VIF 的数值越大，表示自变量与其他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越高，可能存

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一般来说，VIF（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的阈值通常

被设置为 10。当某个自变量的 VIF 值超过这个阈值时，就可能表明存在多重共

线性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VIF 检验并不能提供多重共线性的直接原因和解决

方案，它只是对多重共线性的定性诊断。本文采用方差膨胀因子对各个自变量间

的共线问题进行诊断，结果如表 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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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方差膨胀因子（VIF）多重共线性诊断结果

Variable VIF 1/VIF

Index 1.13 0.8849

Anti 1.11 0.9042

Cure 1.03 0.9672

Price 1.11 0.9047

Gov 1.15 0.8682

Mean VIF 1.11

从上表可知，各变量 VIF 中间值为 1.11，VIF 最小的为医疗保健水平（Cure），

数值为 1.03，最大的变量是财政支农水平（Gov），数值为 1.15，都远小于 10，

所以不必担心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5.2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

5.2.1 基准回归分析

根据 Hausman 检验，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而非随机效应模型。本文首先对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乡村产业振兴综合指数进行回归，随后再逐一加入控制变量

进行回归。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振兴的影响如表 5.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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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振兴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1）

Rural

（2）

Rural

（3）

Rural

（4）

Rural

（5）

Rural

Index
0.343***
(0.0131)

0.338***
(0.0132)

0.330***
(0.0134)

0.327***
(0.0132)

0.309***
(0.0140)

Anti
0.0330**
(0.0161)

0.0302*
(0.0160)

0.0225

(0.0159)

0.0332**
(0.0159)

Cure
0.0368***
(0.0136)

0.0348***
(0.0133)

0.0314**
(0.0132)

Price
0.639***
(0.196)

0.751***
(0.196)

Gov
0.163***
(0.0495)

_Cons
0.954***
(0.0714)

0.850***
(0.0873)

0.649***
(0.114)

-2.243**
(0.896)

-3.185***
(0.927)

N 310 310 310 310 310

R2-within 0.712 0.716 0.724 0.734 0.744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下显著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列（1）中在没有加入控制变量时，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的回归系数为 0.343，并在 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振兴

具有显著的正向的作用，再次验证了假设 1。随后，控制变量的逐渐加入，从列

（2）到列（5）可以看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逐渐变小，这种变化是因为

当控制变量被引入时，一部分解释变量与响应变量之间的关系被转移到了控制变

量上，因此解释变量的解释力会被削弱，系数也会变小，不过这只是稍微下降，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依旧具有很强的解释性，并且上述 5 个模型的解释变量都在

1%的水平下显著，进一步佐证了假设 1：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振兴具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

在列（5）中，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为 0.309 且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且回归系数为正，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被解释变量乡村产

业振兴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在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由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

及数字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乡村的“长尾问题”被逐渐解决，数字金融所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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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惠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由于金融排斥所引起的融资约束等问题，推动金

融资源流向乡村居民及企业，从而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以下

是模型 M5 中所涉及各解释变量的讨论。

抗灾能力的回归系数为 0.0332 且通过了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抗灾能

力对乡村产业振兴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农村地区拥有更强的抗灾能力时，可

以更好地应对灾害带来的冲击，减少生产损失，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推动农业的

可持续发展。其次，抗灾能力的提高可以促进乡村地区实施多元化的产业发展战

略。通过推动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农民可以减少对农业的过度依赖，并分散风

险。此外，抗灾能力的提高鼓励乡村地区采用新技术和创新解决方案，以应对灾

害和风险。这样乡村地区可以更加安全、有序地推进生产和进行乡村产业结构的

调整，促进产业振兴。

医疗保健水平回归系数为 0.0314 且在 5%水平下显著，表明医疗保健水平对

乡村产业振兴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医

疗保健水平对地区引流人力资源的作用越来越大。乡村能否留得住人才，医疗保

健水平很重要。高水平的医疗保健服务可以吸引和留住医疗专业人才，提供更多

就业机会和培训机会，促进人力资源的发展。这有助于乡村地区建立一个健康人

口和专业人才的生态系统，为乡村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支持。重要的一点是随着

人们越来越关注健康问题，乡村的食品产业和旅游产业也迎来了更好的发展。优

质的医疗服务有助于提高乡村地区居民的健康意识和保健需求，促进健康食品和

健康生活方式的兴起。这为农村地区的农产品附加值提升提供了机会，如有机食

品、健康食品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生产资料价格水平的回归系数为 0.751 且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

明抗灾能力对乡村产业振兴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注意到生产资料价格水平的系

数为正，表明生产价格水平越高就越能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一般来说，农业生产

资料价格的提高会直接增加农业生产的成本，乡村居民需要更多的资源去投入生

产，这会挤压利润，从而抑制乡村产业的发展。然而，较高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

可以刺激技术创新和研发，激发农业科研机构和企业加大投入研发，提供更先进

的农业生产技术和设备，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其次，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可能促使农民改变农业经营方式，加速农业的转型升级，采用更现代化的农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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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和管理模式,提高农业的竞争力和农产品的附加值，推动农村产业的振兴和可

持续发展。此外，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上涨，将促使农民更多地选择进行农产品的

加工和价值增加的环节，如农产品深加工、包装加工、物流运输等，创造更多的

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点，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最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促使

农民更加注重农产品的差异化和品质提升，更加关注育种、种植、养殖等环节，

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安全性和环保性，促进农产品的升级和市场竞争力的发展。

也就是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水平的上涨可以刺激农业技术创新和研发，推动农

业经营方式的转变，进而加速了农业的转型升级与乡村产业结构的优化，使农产

品加工业与乡村旅游业等高附加值的产业快速发展，进而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财政支农水平的回归系数为 0.163 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财政支农水

平对乡村产业振兴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乡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政府

的支持。首先，财政支农资金可以用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农田水利、农

村道路和农村电网等，从而提高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条件，这使得农村地区更具竞

争力和吸引力，为乡村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次，财政支农资金可以被用

于种植新的、高产、高效、优质的作物，帮助农民提高收入和改善生活水平。同

时，资金也可以用于发展农村旅游业等新的产业，促进当地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再次，财政支农还能够用于培养和吸引人才。由于人才在乡村地区相对稀缺，因

此提供资金来促进人才发展和留住人才，可以支持现有的产业以及发展新的产业，

从而为乡村地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创新性。最后，财政支农可以用于加强城

乡经济和社会一体化，促进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解决城市和乡村经济

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以及促进城乡间人口和资源的协调流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

为乡村地区的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通过对各项变量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不同程度的显著性水平下，各个变量

均对乡村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这一研究结果为深入探讨乡村产业发

展的关键因素提供了重要线索，也强调了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对乡村产业发展的复

杂性和多样性。此外，这一结论为进一步研究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启示，有助于

制定更加精准的政策和措施，推动乡村产业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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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影响效果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二级维度包括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其中，

覆盖广度衡量了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范围，使用深度则表示使用数字普惠金融进

行各项金融服务的程度，数字化程度表示在进行金融服务时所涉及到的数字设施

的实用程度。因此，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各个二级维度指标对乡村产业振兴

的效果影响分析，本文将三个二级维度指标一一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表 5.5 不同二级维度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回归结果

（1）

Rural

（2）

Rural

（3）

Rural

Cover
0.104**
(0.0515)

Usage
0.111**
(0.0476)

Digit
0.229**
(0.104)

Anti
0.109***
(0.0259)

0.105***
(0.0257)

0.104***
(0.0258)

Cure
0.0825***
(0.0215)

0.0830***
(0.0214)

0.0822***
(0.0214)

Price
1.351***
(0.321)

1.361***
(0.320)

1.295***
(0.322)

Gov
0.572***
(0.0759)

0.566***
(0.0758)

0.571***
(0.0758)

_Cons
-6.742***
(1.543)

-6.802***
(1.537)

-7.211***
(1.586)

N 310 310 310

R2-within 0.300 0.303 0.302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下显著

从以上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Cover）、使用深度

（Usage）、数字化程度（Digit）指数均在 5%的水平下显著，其中数字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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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归系数最大，为 0.229，覆盖广度（0.104）和使用深度的（0.111）回归系

数较为接近。数字普惠金融的核心是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数字化程度较高的

普惠金融系统能够提供更加高效、便捷、个性化的金融服务，有助于农村产业的

振兴。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高，能够提供更加便捷的金融服务和更广泛的

金融支持，激发乡村居民创新与创业的活力。通过数字化的金融平台，创业者可

以更快速地获得资金支持、支付和结算服务，支持乡村居民开展农村电商、农业

科技等新兴业务，促进乡村产业的创新发展。

另外，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作用效果相当也是因为在实际应

用中，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覆盖广度指的是数字金融服务涉及的用户范围，

在乡村产业振兴方面，拓宽覆盖广度可以让更多的农村居民和农业企业受益。使

用深度指的是用户对数字金融服务的使用程度和频率，深度使用能够更好地发挥

数字金融的潜力。也就是说，覆盖广度的提升能够扩大受益群体，而使用深度的

加强可以确保受益群体能够充分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因此，两者共同作用下，

可以更全面、有效地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5.2.3 稳健性检验

（1）替换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别关注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金融

普惠的情况。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更广泛地考虑了数字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影响，包

括电子商务、数字化生产和服务等，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则更加专注于数字金融

服务的普及和普惠程度。因此，使用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可以提供更全面的视角来

评估数字化发展的整体情况。此外，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更能反映数字经济的潜在

增长和创新能力。它考虑了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包括在农业、制造业、服务业

等各个领域中的数字化转型。相比之下，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更注重金融服务的普

及与覆盖度，无法完全涵盖其他数字化经济活动的发展潜力。不过，数字经济发

展指数可能将金融普惠作为其中一个方面考虑，但无法充分反映数字技术对金融

普惠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更专注于测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和覆盖范围，对

于评估金融包容性的具体效果可能更为准确。

综上所述，借鉴何地（2023）等的研究，选择数字经济发展指数（Dig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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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解释变量替代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考虑到数据可得性，该指标体系的构建不

包括西藏地区），并以此进行稳健性检验。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

各省份统计年鉴和公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官网、《中国经济白皮书》、《中

国统计年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少量缺失数据通过线性插

值法所得。具体指标构建体系如下。

表 5.6 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单位 指标属性

数字基础设施 硬件设施 长途光缆线路长度 万公里

P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个数 十万个

软件设施 域名数 万个

网页数 千万个

IPV4 地址数 百万个

数字产业发展 数字化产业 电信业务总量 百亿元

邮政业务量 亿元

快递量 百万件

数字环境 应用环境 移动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互联网普及率 %

创新环境 R&D 经费支出 十亿元

专利数 千项

利用熵值法计算出各个三级指标的权重，再计算出各个具体三级指标的得分，

以此构建数字经济指数（与测算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过程一样，由于此非

文章重点，因此不再赘述），用于替代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具

体回归结果如表 5.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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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振兴影响的稳健性回归结果

（1）

Rural

Digeco
0.370***
(0.0192)

Anti
0.0313*
(0.0182)

Cure
0.0455***
(0.0140)

Price
-0.361

(0.226)

Gov
0.0481

(0.0558)

_Cons
3.150***
(1.090)

N 300

R2-within 0.703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下显著

在进一步研究中，本文决定通过引入数字经济指数作为解释变量替换数字普

惠金融指数，并探索其他可能的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回归模型表明，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 1%的水平下显著地与被解释变量相关，并具有积极的影响。

这表明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也呈现出相应的增长趋势。这一

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本文的基准回归实证结果具有一定的稳

健性。

（2）数据滞后一期

在回归分析中，选用滞后一期的数据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通常是为了

处理可能存在的滞后效应或动态关系。滞后一期的数据作为自变量，可以捕捉到

当前因变量与前一期因变量之间的关系，这对于涉及时间序列数据或面板数据分

析中的动态经济模型是特别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当前的因变量可能受到前一

期的因变量影响，滞后一期的数据可以帮助模型更好地描述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

此外，滞后一期的数据还可以用来处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当存在内生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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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因变量可能同时受到当前的自变量以及前一期的因变量的影响，通过引入

滞后一期的数据，可以控制这种内生性，并提高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生产资料价格水平、财政支农水

平三个变量对乡村产业发展的影响可能并不在当期发生，也就是说其具有滞后性，

因此选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生产资料价格水平、财政支农水平的滞后一期的数

据作为新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并以此进行回归。

表 5.8 滞后一期数据的稳健性回归结果

（1）

Rural

L.Index
0.245***
(0.0145)

Anti
0.0299***
(0.0148)

Cure
0.0448***
(0.0122)

L.Price
0.936***
(0.188)

L.Gov
0.238***
(0.0513)

_Cons
-3.961***
(0.881)

N 279

R2-within 0.730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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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滞后一期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回归系数为 0.245，

并在 1%的水平下显著地与被解释变量相关，其余解释变量也分别在 5%或 1%的水

平下显著且回归系数均为正，这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的结果的稳健性，表明数

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与基准

回归结果一致。

5.3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机制分析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路径，本文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

分析。基于前文对影响路径的分析：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影响农业科技创新，进而

影响产村产业发展。文章选用 2012 年-2021 年 31 省（市、自治区）的农业科技

专利数量代表农业科技创新作为中介变量，并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5.1）

（5.2）

上述两组方程中， 表示 i 地区在第 t年的农业科技创新， 表

示解释变量 i 地区在第 t年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表示 i 地区在第 t年的

乡村产业发展水平， 表示控制变量的集合； 表示不可观测的地区个体效

应； 表示随机扰动项。模型具体估计结果如表 5.11 所示。

itiitjit10it ontrolndexatent    CIP

itiitjit2it10it ontrolatentndexural    CPIR

it
it

itatentP
itndexI

ituralR

it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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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农业科技创新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1）

Patent

(2)

Rural

Index
0.868***
(0.0453)

0.229***
(0.0278)

Patent
0.0611***
(0.0184)

Anti
-0.0133

(0.0514)

0.0340**
(0.0156)

Cure
0.0906**
(0.0425)

0.0258**
(0.0130)

Price
0.802***
(0.633)

0.635**
(0.196)

Gov
0.330**
(0.160)

0.142***
(0.0490)

_Cons
-10.09***
(2.992)

-2.568***
(0.929)

N 310 310

R2-within 0.815 0.754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下显著

在以上实证结果中，列（1）表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科技创新的影响，解

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正，并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列（2）表明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介变量农业科技创新系数都为正且都在 1%的水平下显著，

表明中介效应成立且为部分中介。这也验证了本文的第二个假设，数字普惠金融

可以通过推动农业科技创新，进而促进乡村产业发展。随后，为检验中介效应是

否显著成立，对此中介模型进行 Soble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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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 中介效应的 Soble 检验

z值 P>|z|

Soble 检验 3.324 0.000889

Goodman 检验 1 3.314 0.000920

Goodman 检验 2 3.333 0.000858

中介效应系数 3.32354 0.000889

直接效应系数 5.47462 0.000000

总效应系数 9.07235 0.000000

中介效应比例 0.2691

在以上检验结果中，Soble 检验的 z值为 3.324，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表

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农业科技创新进而影响乡村产业发展的中介效应显著存在。

此外，通过结果可以看出，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26.91%。

由于 Soble 检验是假设变量呈正态分布，本文为进一步验证中介效应的合理

性，放宽数据呈正态分布的假设，使用 Bootsrap 抽样法进行 1000 次随机抽样，

从而对中介模型进行检验。具体结果如表 5.13。

表 5.11 中介效应的 Bootsrap 检验

z值 P>|z| 95%置信区间

间接效应 3.98 0.00 （0.0513，0.1591）（P）

（0.0554，0.1631）（BC）

直接效应 5.51 0.00 （0.1920，0.3959）（P）

（0.1824，0.3918）（BC）

注：（P）表示未经偏差调整的置信区间，（BC）表示经偏差调整后的置信区间

从以上 Bootsrap 抽样检验结果可以看出，经偏差调整后间接效应的置信区

间为 0.0554 至 0.1631，该区间不包含 0，进一步说明了中介效应显著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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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异质性分析

5.4.1 地理区域异质性分析

我国领土辽阔广阔，地势复杂多样，人口众多，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存

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而这种异质性也反映在金融服务和金融可得性方面。东部

沿海地区和一线城市作为经济发达区域，拥有先进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中心，集聚

了大量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专业人才。这些地区的金融服务与金融可得性较高，金

融机构种类丰富多样。金融科技的普及和应用也更加广泛，为居民和企业提供高

效、便捷的金融服务。与此同时，这些地区还享有更多的金融资源和资本流动，

使其具有较大的资金规模、更多的金融产品选择和更好的金融环境。然而，中西

部地区和一些偏远地区的经济相对滞后，金融服务和金融可得性相对薄弱。由于

地理位置偏远、发展基础较弱以及金融资源有限，这些地区的金融机构数量较少，

金融服务覆盖面相对较窄。金融科技的应用和普及相对滞后，居民和企业对金融

服务的可及性有限。

本文将中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划分为四个

区域：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天

津市、河北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省、河南省、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西部地区，

包括四川省、重庆市、陕西省、贵州省、甘肃省、青海省、云南省、广西壮族自

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以此

分别将每个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乡村产业振兴指数进行回归，实证探究两

者之间的关系。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5%B8%82/12606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9%E6%B4%A5%E5%B8%82/21382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9%E6%B4%A5%E5%B8%82/21382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B3%E5%8C%97%E7%9C%81/15377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A%E6%B5%B7%E5%B8%82/12774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9F%E8%8B%8F%E7%9C%81/32093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99%E6%B1%9F%E7%9C%81/19027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E7%9C%81/12253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B1%E4%B8%9C%E7%9C%81/20982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F%E4%B8%9C%E7%9C%81/13247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B1%E8%A5%BF%E7%9C%81/36526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B3%E5%8D%97%E7%9C%81/5947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9%E5%BE%BD%E7%9C%81/52635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9F%E8%A5%BF%E7%9C%81/1943811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9%96%E5%8C%97%E7%9C%81/21006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9%96%E5%8D%97%E7%9C%81/29317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9B%E5%B7%9D%E7%9C%81/1562692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8D%E5%BA%86%E5%B8%82/43662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95%E8%A5%BF%E7%9C%81/1965713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B5%E5%B7%9E%E7%9C%81/2047564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8%E8%82%83%E7%9C%81/68437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92%E6%B5%B7%E7%9C%81/1942891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1%E5%8D%97%E7%9C%81/1866475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F%E8%A5%BF%E5%A3%AE%E6%97%8F%E8%87%AA%E6%B2%BB%E5%8C%BA/16317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F%E8%A5%BF%E5%A3%AE%E6%97%8F%E8%87%AA%E6%B2%BB%E5%8C%BA/16317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85%E8%92%99%E5%8F%A4/17374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1%E5%A4%8F%E5%9B%9E%E6%97%8F%E8%87%AA%E6%B2%BB%E5%8C%BA/112298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7%96%86%E7%BB%B4%E5%90%BE%E5%B0%94%E8%87%AA%E6%B2%BB%E5%8C%BA/906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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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数字普惠金融对四大经济地区乡村产业振兴的回归结果

东北地区

Rural

东部（不含

东北）地区

Rural

中部地区

Rural

西部地区

Rural

东部（含东北）

地区

Rural

Index
0.0952

(0.124)

0.264***
(0.0263)

0.405***
(0.0366)

0.382***
(0.0139)

0.227***
(0.0275)

Anti
-0.0182

(0.0927)

0.0366

(0.0251)

0.0960**
(0.0410)

0.0433**
(0.0165)

0.0247

(0.0273)

Cure
0.102

(0.184)

0.0743***
(0.0174)

-0.00344

(0.0264)

-0.0226

(0.0177)

0.0719***
(0.0205)

Price
-0.168

(0.995)

0.894*
(0.477)

0.942**
(0.391)

0.626***
(0.173)

0.611

(0.433)

Gov
0.100

(0.298)

0.230***
(0.0782)

-0.204

(0.146)

0.0187

(0.0547)

0.230***
(0.0782)

_Cons
2.287

(4.842)

-3.798*
(2.262)

-3.698**
(1.810)

-2.372***
(0.816)

-2.221

(2.078)

N 30 100 60 120 130

R2-within 0.216 0.711 0.868 0.913 0.561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下显著

根据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其中中部地区的回归系数最高（0.405），其次是

西部地区（0.382），最后是东部地区（0.264），这表明在我国乡村产业振兴中，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西部地区，而对东部地区的影

响相对较小。本次回归结果接受了假设三前半段——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振

兴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的猜想，但拒绝了假设三后半段——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

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振兴的正向影响越显著的猜想。东部地区通常相对

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来说，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基础设施更为完善，产业结构更加

多样化。由于经济基础较为扎实，东部地区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的需求和适应能力

相对较弱，因此其回归系数较小。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乡村产业结构和特色

产业方面可能更加突出。中部地区可能具有较为丰富的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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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领域，乡村产业发展潜力与需求较大。西部地区可能在资源、旅游、农牧业等

特色产业上具有一定的优势，数字普惠金融在这些地区的发展积极影响和促进乡

村产业振兴，因此回归系数相对较大。此外，中央政府针对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

和扶贫开发给予了一系列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提升了中西部地区乡村产业振

兴的数字普惠金融效应。相比之下，东部地区乡村振兴基础比较好，发展已经相

对成熟，提升空间较小。

由此可见，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发展存在地区异质性。由于地区经济发

展的不平衡，东部地区更倾向于依赖传统金融服务和个人储蓄等资源，因而对数

字普惠金融的需求相对较低。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的金融机构分布和能力相

对较弱，因此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新兴金融服务模式，在这些地区的应用和普

及程度相对较高。此外，由于东部地区乡村产业规模整体较大，所以数字普惠金

融对其促进效果较小，而中西部地区的乡村产业规模相对较小，故而数字普惠金

融对其促进效果较大。值得注意的是，数字普惠金融对东北地区乡村产业的发展

影响并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样本量太少，将东北地区加入东部地区后，数

字普惠金融指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且系数为正。

总体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不同地区的乡村产业振兴均有不同程度正向

的影响，传统金融服务的发展水平可能会对数字普惠金融造成一定的制约关系，

而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特征，有效的缓解了“长尾”问题和金融排斥问题。

5.4.2 分位数回归

分位数回归是一种用于估计条件分布的回归方法，与传统的 OLS（最小二乘

法）回归不同，它可以通过对数据的不同分位数进行估计，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

解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传统的 OLS 回归通常是对因变量的条件均值进行建模，

而分位数回归则能够估计在不同分位数下的条件分布情况。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

捕捉数据分布的特征，特别是处理因变量分布可能受自变量影响不均匀的情况。

也就是说，分位数回归的结果可以提供更为全面的结论，而不仅限于平均倾向。

因此，考虑到分位数回归在处理异方差性和离群值等问题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借

鉴蒋中裕（2022）的做法，对模型进行分位数回归，以此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处

于乡村产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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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分位数回归结果

1/4 分位数

Rural

1/2 分位数

Rural

3/4 分位数

Rural

Index
0.349***
(0.0532)

0.392***
(0.0571)

0.460***
(0.0870)

Anti
0.0780

(0.0617)

0.0694

(0.0661)

0.0446

(0.101)

Cure
-0.0363**
(0.0147)

-0.0562***
(0.0158)

-0.0744***
(0.0241)

Price
-0.362

(0.762)

-0.485

(0.817)

-0.414

(1.245)

Gov
0.503***
(0.136)

0.430***
(0.146)

0.593***
(0.222)

_Cons
0.781

(3.581)

1.672

(3.839)

0.972

(5.854)

N 310 310 310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下显著

从以上实证结果可以看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提升一个单位，乡村产业发

展指数 1/4 分位数提高 0.349 个单位，乡村产业发展指数 1/2 分位数提高 0.392

个单位，乡村产业发展指数 3/4 分位数提高 0.460 个单位。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

四的猜想，即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乡村产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具有更强的促进作

用。数字普惠金融在各个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上均呈现出正向作用，尤其在乡村产

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其作用效果更为显著。乡村产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通常会有农民和农企产生金融服务需求，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满足他们的融资需求、

风险保障以及支付结算等方面的金融服务需求，有效提升乡村产业发展的活力。

此外，乡村产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通常具备较为完善的技术基础设施，比如互

联网覆盖广泛、通信网络畅通等。这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应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环

境，使得金融服务更加便捷高效，进一步促进了乡村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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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以全国 31 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2012 至 2021 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

旨在深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文章首先选取了乡村产业体

系、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体系、乡村产业支撑体系 3个一级指标，再从中细化出

8个二级指标，16 个三级指标，以此构建出本文我国乡村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接着，采用熵值法对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乡村产业振兴水平进行测算。

随后，构建关于乡村产业振兴发展水平与数字普惠金融之间的面板回归模型，深

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振兴发展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具体得出下研究

结论如下：

（1）通过对我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乡村产

业振兴指数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各省份的乡村产业振兴指数呈现逐年增长的趋

势。然而，对于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发现，各省份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

异，但并未显示出明显的特征。

（2）根据 2012 年至 2021 年的面板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在促

进乡村产业振兴方面发挥着显著的作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乡村地区提供了

便捷和高效的金融服务，从而加快了乡村产业的发展步伐。此外，抗灾能力、医

疗保健水平、生产资料价格水平、财政支农水平的提高也均对乡村产业的发展起

到了显著促进作用。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生产资料价格水平的提高也对乡村产业

振兴产生了积极影响。这种现象可能源于生产成本的上升刺激了农业技术创新和

研发，推动了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进而加速了农业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生

产成本的提高也推动农村产业链的发展，比如农产品加工、农业旅游等，从而在

很大程度上抵消了高成本带来的不利影响，以达到提升效益的结果。

（3）针对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的二级维度指标——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

数字化程度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首先，高度数字化的普惠金

融系统能够提供更高效、个性化的金融服务，从而促进农村产业的发展。通过技

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数字普惠金融有望克服传统金融系统的种种局限性，提高

金融包容性，并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不断创新。因此，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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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产业振兴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其次，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

作用效果相当。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乡村产

业的发展。提升覆盖广度有助于扩大金融服务的受益群体，而增加使用深度则确

保了乡村居民和农业企业能够充分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这两者相互作用，构

成了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动力。

（4）通过机制检验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农业科技创新进而影响乡

村产业发展这一机制路径存在，经过 Soble 检验和 Bootsrap 抽样检验后中介效

应仍显著存在，并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26.91%。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金

融科技的代表，在金融业态上实现了革命性的创新。农业科技创新则改变了传统

农业的生产方式和效率。

（5）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在地

理区域异质性分析中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我国中部地区的乡村产业发展影

响最为显著，其次是西部地区，而对东部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小。总体来看，数字

普惠金融在不同地区都对乡村产业发展产生了正向的影响，这表明了数字普惠金

融的普适性特征。然而，传统金融服务的发展水平可能会对数字普惠金融产生一

定的制约，尽管如此，数字普惠金融仍然有效地缓解了“长尾问题”和金融排斥

问题。此外，在对分位数回归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中，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发展

水平的乡村产业均起到了正向的作用，尤其是在乡村产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其作用效果越明显。

6.2 相关政策建议

6.2.1 加强乡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乡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地区的全面发展的

基础，也是关键一步。通过加大对乡村金融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可以提升乡

村地区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效率和质量，推动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在硬件基础设施方面，首先提高宽带和移动网络的覆盖范围和质量，这是数

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基础。其次建设必要的数据处理中心和服务器，确保金融服务

数据处理的安全性和高效性。最后确保农村地区有稳定的电力供应，这对维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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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设备的正常运行至关重要。此外，可以在乡村地区建立数字普惠金融互助站点，

与传统金融服务形成互补，建议多层次，广覆盖的乡村数字金融模式。

在软件基础设施方面，开发适合农村用户的数字金融服务平台，包括简化的

用户界面、本地语言支持等，以提升用户体验，建立一个集金融服务、信息交流

和产业资源分享于一体的数字平台。该平台可以提供乡村产业的金融需求定制化

服务，包括贷款、融资、支付结算、保险等，同时提供产业信息、市场监测、培

训等服务。与此同时，加强软件的安全性，包括加密技术和防欺诈系统，以保护

用户的金融信息和隐私。在相关的软件上还可以提供在线培训资源和客户支持，

帮助农村用户理解和使用数字金融服务。在金融产品的设计方面要适合农村市场，

如小额信贷、农业保险等，以满足当地居民的特殊需求。

实施这些措施需要政府、金融机构和技术公司的共同努力。政府可以提供政

策支持和资金投入，金融机构和技术公司则负责具体的技术开发和服务提供。通

过这种多方合作，可以有效地提升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基础设施，提高数字普惠

金融的发展，从而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6.2.2 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服务

鉴于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振兴的显著促进作用，政府应进一步推广数字

金融服务，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是一项重要的政策举措，

农村地区通常面临金融服务不足的问题，这限制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潜力，通过数

字技术扩大农村地区对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和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访问性，促进乡

村产业的振兴。在乡村地区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服务首先要做的就是提高乡村

居民的数字金融意识。通过举办讲座、培训班、宣传活动等方式，向乡村居民普

及数字金融知识，展示数字金融带来的便利和机会。

此外，还可以通过社区广播、电视节目等传媒渠道，加大宣传力度，扩大数

字金融意识的覆盖面。通过以上措施，可以帮助乡村居民更好地了解数字金融服

务的意义和便利性，提高他们的数字金融意识和使用能力，从而推动数字普惠金

融服务在乡村地区的推广和应用，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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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重视技术创新与数字转型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新的机遇。通过重视技术创新与

数字转型，可以有效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活质量。为

了全面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必须从建设数字农业生态系统、支持创新创业、实施

智慧乡村战略三方面入手，综合施策，系统推进。

构建集成化的数字农业平台是关键，这些平台应提供从生产到销售的一体化

服务，涵盖在线市场、供应链管理、农产品追溯系统等功能。此外，鼓励农业生

产者、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数据共享与合作，能够有效推动形成开放的数字农

业生态系统，通过数据驱动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在支持创新创业方面，设立农村创业基金和搭建创新创业孵化器尤为重要。

专项基金可以为农村创业项目和创新企业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而孵化器则能够

为创业者提供办公场所、技术支持和融资对接等服务，从而构建一个有利于创新

创业的生态环境。这不仅有助于农村地区新兴产业的发展，还能吸引更多年轻人

返乡创业，促进农村人口结构优化和人才回流，为农产品加工业、农业旅游业等

产业提供支持。

实施智慧乡村战略是推动农村全面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政府应推进智慧农业

示范区建设，在有条件的农村地区集中展示和推广最新的数字农业技术和模式，

如智能灌溉系统、无人机监测、数据驱动的农业决策支持系统等。同时，发展农

村电商，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不仅能够提升农产品的市场覆

盖面和附加值，还能帮助农民增加收入，进一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通过构建数字农业生态系统、支持创新创业和实施智慧乡村战略，能够有效

推动技术创新和数字转型在农村地区的应用，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实现农村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这些综合措施的实施，不仅有助于提

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还能推动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现代化发展。

6.2.4 促进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产业的深度融合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能够优化乡村产业结构，提高农业、林

业、渔业等乡村产业的效益与发展水平。数字普惠金融为乡村产业提供了更为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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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和便捷的融资和保险方式，能够缓解乡村产业的资金短缺和风险压力，促进乡

村产业创新和升级。

政府应该制定相关政策，鼓励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产业的融合。政策可以包

括财政资金支持、税收优惠政策、创业补贴等，鼓励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发展适

合乡村产业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对于金融机构来说，金融机构需要深入理解

农村产业，包括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等产业的特点和金融需求，基

于对乡村产业需求的了解，设计和提供符合这些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这可以

通过市场调研、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合作等方式进行。例如，为小型农业企业提

供定制化的贷款服务，为农产品销售提供供应链金融支持。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

服务的过程中，可以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提高金融服务的效

率和精准度。通过数据分析预测农业贷款的风险，或者利用移动平台为农村居民

提供便捷的金融服务。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与农村电商相结合，通过数字支

付、供应链金融等方式支持农产品的销售和流通。政府可以支持农村电商平台的

建设和运营，提供金融支持、资金担保等，引导农民和农村企业积极参与农村电

商、农产品电商化。

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数字普惠金融在该地区对乡村产业振兴的促进作用要

更加明显，因此更要积极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政府可以制定相关政策，鼓励金融

机构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金融支持力度。通过提供贷款、融资等金融服务，支持

当地的农村产业发展，特别是重点扶持当地的农产品加工业和农村旅游业等新兴

产业，推动数字技术在农村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应用，提高农村产业的生产效率和

竞争力。

6.2.5 加强乡村金融监管

乡村金融是支持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力量。加强监管可以规范金融机

构的经营行为，防范金融风险，确保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乡村经济多元化

和可持续发展。此外，乡村金融是支撑“三农”工作的重要保障，加强监管有助

于落实国家对农业、农村、农民工作的各项政策举措，推动乡村产业全面振兴，

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加强乡村金融监管，首先要制定明确的乡村金融监管法规和政策，确保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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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合法性和透明度。这些法规应涵盖农村金融机构的运作、金融产品的设计、

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等方面。其次加强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确保它们具

备健全的内部控制机制和风险管理体系。这包括加强资产质量评估、信贷管理和

不良贷款处理等方面。再次，鼓励金融机构参与乡村振兴，支持农业和乡村产业

发展，同时履行社会责任，防止过度借贷和不合理收费行为。最后，加强对乡村

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监管，提高金融机构业务运作的透明度，使农民和投资者更

清晰地了解投资渠道和风险。此外，要建立健全的合规审查制度，对乡村金融机

构的经营行为进行全面审查，并采取执法监督措施，确保金融机构依法合规开展

业务。

通过以上措施，可以有效地加强对乡村金融的监管监督，促进金融市场的稳

定和健康发展，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持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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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岁月如歌，转瞬之间，三年的硕士研究生求学生涯即将结束。来日方长，说

的也只是弹指之间。段家滩路 496 号和连接这座象牙塔的众多小路承载了我太多

跌跌撞撞的脚步，而今回看这一路的脚印，我也在一步步成长。

从顽劣村童至于今天，我受过太多人恩惠。感谢我的家人，他们常教导我对

一切要常怀敬畏之心，又要勇于探索，是他们在背后默默无言的支持，无论从经

济上还是精神上，他们都不计代价的为我付出。感谢我的恩师马雪峰老师，对于

我来说，导师更像是我们师门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她不仅给予我们学习研究上的

帮助，更在生活上对我们无微不至，这对一个南方来的学子也感到了家的温暖。

感谢我的室友，我们两个就像是多年未见的老友，我们可以从星空聊到钓鱼，从

三国聊到假面骑士......不变的是每个星期必吃的一次牛肉面。感谢同门的师兄

师姐以及同届的四个小伙伴，师兄师姐更像是我们在这里的导游，生活上他们真

情相助，学问上他们不吝指教；同届的四个小伙伴虽然表面嘻嘻哈哈，但是他们

每个人都很有自己的想法，明白自己该走的路并且会坚持走下去，跟他们在一起

永远也不会感到落寞，也许往后我们会散落在天南海北，但总会有一件事让我们

重聚。感谢在兰财认识的各位老师和新朋友，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值得我学习的

东西。最后在此特别感谢我的“学术伙伴”——肯德基、牛肉面、羊肉泡馍......

感谢你们的无私陪伴，也见证了我这三年的成长。

随着毕业论文的落笔，我深知自己即将迈向新的人生阶段。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就用这句话作为论文的结尾，也是一段生活的结束。对于在兰

州的生活时光，我终有不舍。希望在往后的时光里，大家都能够事事胜意。最后

的最后，祝愿祖国统一，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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