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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中国正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面建设，这一时期被视为中

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启动阶段。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对中国发展的历史条件和所处阶段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基于对中国及其

他国家现代化建设经验的全面认识，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从高速增长向高质

量发展转变的重要观点。据此，形成了一系列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政策决策，

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的首要任务。在这一战略背

景下，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融合了数字化和普惠性的金融服务形态，依托先进

的数字技术，能够有效地支持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求。因此，深入研究数字

普惠金融在促进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并充分发挥其普惠性和精准性，

对于推动陕西省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本文明确了数字普惠金融的特征和内涵，并基于数

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影响机制，对陕西省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

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了熵值化和标准化处理。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本文

详细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其三个主要维度（覆盖广度、发展深度、数字

化程度）对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深入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并

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验证了其影响效果。

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陕西省高质量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尤

其在经济发展较慢地区和财政支出较高的地区效应更为显著。特别是在陕南地区，

相较于陕北和关中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面影响更加突出。

进一步的影响机理检验揭示了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推动创新投入和网络发展等途

径促进陕西省的高质量经济增长。基于这些发现，文章最后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

议，包括加强技术创新支持、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战略和加强风险防范机制，

以期为陕西省乃至全国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 经济高质量发展 熵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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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China is vigorously advancing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untry, a period considered a

critical initiation phase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its core,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s conducted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stages of China's

development.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and

other countries' experiences in modernization, it has proposed a

significant viewpoint that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 is

transitioning from high-speed growth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nsequently, a series of major policy decisions aimed at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ave been formulated, clearly stating tha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the primary task in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modernized country. Against this strategic

backdrop,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tegrating digitalization and

inclusiveness in financial services and supported by advanced digital

technologies, can effectively meet the demands for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is crucial to undertake a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how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can foster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in Shaanxi Province, while maximizing its

inclusive and precision, as this holds immense importance in prop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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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vince towards a higher standard of development.

By meticulously analyzing the existing scholarly work,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distinct attributes and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Utiliz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that elucidate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enhanced economic progress, it

undertakes entropy and normalization procedures on the indic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lity and the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measure

pertinent to Shaanxi Province. By developing a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model, this study meticulously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the overall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dex and its three primary dimensions (coverage

breadth, developmental depth, and digitization level) on the advanced

economic progress of Shaanxi Province. It delves into the role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its impact effectiveness is corroborated through

various robustness test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significantly

foster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haanxi Province, with

more pronounced effects in areas of slower economic growth and higher

fiscal expenditure. Notably, in the Shaanxi Southern region compared to

the Northern and Central Shaanxi area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even more

distinct. Further investigation into the mechanisms of influence has

shown that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promotes high-quality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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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in Shaanxi through fostering innovation input and network

development among other pathways. Drawing on these insights,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a set of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imed at

enhanc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upport, formulating differenti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strengthening risk prevention

measures, all intended to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Shaanxi Province and beyond, through diverse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Keywords：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

ment; Entropy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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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我国正处于全面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阶段，同时，数字普惠金融也正经

历着关键的发展期。作为经济转型的关键环节，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经济的高质量成长

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金融力量。目前，我国在数字普惠

金融领域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服务的普及度、易用性和用户满意度均有大幅提升。

尽管如此，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依旧面临许多挑战，与成为金融强国的宏伟目标相比仍

有不小的差距。在中国特色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全民共富是核心目标之一，数字普惠金

融的进步为这一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撑。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普惠金融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持续改善小微企业、个体户、农户及新型农业主体的融资环

境，并且积极拓展面向老年人、农民、新城镇居民、低收入人群、残疾人等特定群体的

数字普惠金融产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然而，就目前实际情况来

讲，传统金融服务常常面临着很多种难题，例如融资难、信息不对称和渠道不畅等，这

些问题使得以前得不到融资的中小企业和贷不到款的边远地区居民的金融需求得到不

到该有的金融服务，使得其根本性问题客户群体范围没有改变。因此，关键在于提升金

融服务的目标、范围、客户群体等问题，从而提升实体经济的能力，把能推动实体经济

质量和效率能力的群体服务好，才能助力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稳步增长。

为了解决传统金融体系中存在的倾向于服务富裕群体而忽视贫困人群的问题，提升

金融服务的普及和包容性，中国政府近年来积极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加强对各类人群

的金融支援。2013 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其中明确了普惠金融发展的基本要求和目标。此后，政府各级和金融机构增加了对普惠

金融的扶持，推行了众多政策和措施，比如创建普惠金融特别资金、成立专门的普惠金

融服务机构等。到 2015 年底，国家对普惠金融发展做出了详细规划。该规划强调普惠

金融应遵循机会均等和商业持续性原则，为所有需要金融服务的人群提供适宜、高效的

服务，并推进金融服务平等化与普遍化，促使普惠金融持续发展。通过这一系列政策和

措施，中国正逐渐消除金融服务中的障碍，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和公平性，推动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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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和高质量增长，努力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和持续的金融环境。

根据《“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数据，我国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驱动效

应日益凸显，预计到 2025 年，其在 GDP 中的占比将达到 10%。这表明，发展数字经济和

释放数字普惠金融的潜能是加速陕西省经济增长的关键路径。通过对陕西省过去十一年

的经济增长进行研究，发现了如区域发展不均、财政投资体系不完善和经济结构调整缓

慢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结合陕西省政府发布的《关于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

策措施》，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及通过哪些途径影响陕西的经济高质

量增长，这对于提升陕西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层次有着重要意义。

1.1.2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数字普惠金融概念的提出时间相对较短，当前学术界主要集中于探讨其

对居民消费行为、企业创新活动、城乡一体化以及乡村振兴策略等方面的作用。近两年

来，对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研究虽逐渐增多，但大部分研究仍旧依赖

于省级数据来分析其对全国经济的贡献，较少关注地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具体影响。考

虑到中国各省份发展水平和特点的差异，全国层面的发展策略并不总是适用于所有省份。

因此，本研究旨在结合理论与实证分析，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在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中

的作用，并基于此提出针对性的策略和建议。这不仅拓宽了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

增长关系研究的范围，也为区域经济发展研究贡献了新的见解。

现实意义：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数字普惠金融在这一过程中

扮演着至关重要的推动角色。本研究选取陕西省为研究对象，通过充分的数据分析，深

入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为陕西省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建议，

旨在促进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在经济发

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研究结论明确指出，陕西省经济发展离不开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持，

这一结论也为其他省份在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

1.2 文献综述

1.2.1 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的起源于小额信贷，在过去的发展历程中，小额信贷逐渐演变为微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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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最终发展成为普惠金融这一更加广泛的概念，最终通过金融科技的加速，快速转

变为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普惠金融的进一步演化，数字普惠金融不仅继承了普惠金融旨

在广泛服务的核心理念，而且在服务范围、深度及数字化水平方面实现了显著扩展和深

化，得益于数字技术的应用，它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正在不断增强。

在 2005 年，联合国在“国际小额信贷年”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了“普惠金融”这

一概念，鼓励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改革金融体系，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以使不同社会阶

层能够获得金融产品和服务。从那时起，普惠金融的发展逐渐受到全球的关注。

Valenzuela（2002）的研究表明，传统金融机构在小额信贷和普惠金融业务方面具有优

势，这是因为它们拥有庞大的网络和丰富的支付经验。Claessens（2004）定义普惠金

融为以合理成本获取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可行性。国际学者如 Shahrokhi（2008）视数字

普惠金融为一种创新的金融模式，它依托数字技术和网络平台，提供创新的金融产品和

服务。谢平和邹传伟（2012）将互联网金融视为数字普惠金融的一个代表，它作为一种

新型的“金融模式”，通过改进信息处理、支付方式和资源配置，提升社会效益，实现

更高效、便捷和包容的金融服务。Anzoategui（2014）等学者探讨了汇款对萨尔瓦多金

融包容性的影响，发现汇款显著提高了这些家庭开设银行账户和使用其他金融服务的概

率。研究表明，汇款不仅在经济上支持了家庭，还在促进金融包容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吴晓求（2015）不仅确认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特性，还阐述了其运行逻辑。数字

普惠金融通过技术应用，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为个体和企业提供更灵活、便利、

安全和高效的金融解决方案。其创新之处在于利用技术手段提升金融服务的可达性和可

负担性，推动了金融行业和金融体系的发展。总的来说，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

金融形态，以其创新性和普及性获得广泛关注，为更多人提供了平等、便捷的金融服务，

为金融行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

在 2016 年，G20 峰会期间，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首次在全球伙伴金融包容性合作伙

伴组织（GPFI）的白皮书中得到正式定义，随即引发了学界对数字普惠金融研究的高度

兴趣。王晓（2016）针对该年度 G20 峰会背景，讨论了数字普惠金融新模式普及引发的

金融风险，回顾了国际金融机构就数字普惠金融风险监管制定的规则，为中国数字普惠

金融的发展提供参考。Allen（2016）等学者分析了全球范围内个人和家庭对正式金融

账户的拥有和使用情况。研究发现，收入、教育、性别和地理位置是影响金融包容性的

主要因素，政策和金融基础设施的改进可以显著提高金融服务的普及率，促进经济发展

和减贫。胡滨（2016）提出数字普惠金融面临的三大挑战，包括监管体系与金融混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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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的不匹配、法规滞后及金融创新与风险控制之间的矛盾。孔祖根（2016）等通过研究

丽水农村金融改革的案例，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效减轻了农村地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促进了农村信用体系和产业发展。宋晓玲（2017）的省级数据分析显示，数字普惠金融

有助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Christopher、Himmelstein（2018）等人研究发现，高额医

疗费用加剧了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特别是对低收入家庭造成沉重负担，凸显了控制医疗

成本和制定公平医疗政策的重要性。易行健（2018）等基于家庭数据的研究表明，数字

普惠金融对于减轻居民的资金流动性压力和增强支付便捷性在推动消费增长上起到了

显著的作用，特别是对于负债率较低的家庭来说，其效果更为突出。随着数字普惠金融

的不断发展，它在经济增长、创新能力提升及减贫效应方面的作用逐渐被认可。郭峰、

白志红（2020）等学者认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扩大了金融服务的普

及和覆盖面。杨刚（2022）等人的创新能力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区域

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尤其是在区域经济实力较强的地区，这种促进效应更加显著。刘

雅欣（2023）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显

著提高了就业质量。叶文辉和龚灵枝（2023）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增加金融服

务可获得性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包容性经济增长，并强调了完善数字普惠金融

政策的重要性。

1.2.2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

在 2017 年的党的十九大上，高质量发展被首次提出，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方

向从追求速度的增长转向注重质量和效率的提升。这一转变强调了未来发展的核心在于

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激发经济增长潜力，并致力于构建一个多维度的、可持续发展的模

式，明确了国家发展的未来路径。随着对高质量发展概念的深入研究，学术界对其内涵、

特点及实现途径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形成了多元化的理解。任保平（2018）认为高质量

发展是一个内涵更丰富、要求更高的发展范式，强调构建一个互利共赢、生态文明的现

代社会，把创新作为推动发展的首要动力。进一步的研究中，刘志彪（2018）提出了构

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综合方案，涵盖实施均衡发展战略、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以及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等

多个层面。李旭辉和朱启贵（2018）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建立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

标体系。魏敏和李书昊（2018 年）从五个方面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套全面系统的指标

体系。两位学者的研究共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度量与评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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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指导。

在构建和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多位学者已经做出了重要贡献。詹新宇和崔培

培（2016）以新发展理念的五大维度为基础，应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综合指数。李书

昊（2018）针对国内实际情况，基于新发展理念进行了细分，提出了包括经济结构和资

源配置在内的十个维度，分析了不同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差异。张震和刘雪梦（2019）

考虑到新常态下经济形势的变化，重构了包含经济动力和新型产业结构在内的 7个层面

的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并对副省级城市进行了评价。马茹等（2019）从供给、需求、

发展效率等五个层面刻画高质量发展水平，揭示了地区之间在这些维度上的优势。史丹

和李鹏（2019），以及刘亚雪（2020）等在新发展理念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了评价指标体

系。吴志军和梁晴（2020），余东华（2020）分别从综合质效和制造业发展角度加入新

的维度。徐亚平、潘韵婷和史依铭（2023）运用熵值法，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基础，精心

构建了包含 13 个基础指标的评估体系，对中国地级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了深

入细致的测量与评估。Ma T.（2023）等学者通过熵值法构建了评价西部地区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并利用 Dagum 基尼系数分解法分析了 2000—2020 年期间西部地区

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其区域差异，结果显示西部地区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水平逐年上

升，但区域差异显著。Wang X（2023）通过研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影响，分析了不同类型的环境政策如何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研究结果表明，

异质性环境规制能够有效促进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减缓环境污染。殷培伟、谢攀和雷宏振（2023）研究发现，中国国家中心城市在经

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并提出应根据各城市的具体情况制定差异化政策。

1.2.3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近年来新兴并被广泛探讨的理念，尤其是后者更

具有中国的特色，因此相对较少受到国外学界的关注，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较多研究。

郭华（2020）等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农村居民的消费，通过数字支付、

信贷和保险等方式提高便利性，降低家庭面临的不确定性，促进了农业就业结构的转型

和收入结构的优化，从而增加了农村消费性信贷的需求。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见解，如

张勋（2020）指出，尽管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但对提升消费并没有显

著效果。赵晓鸽（2021）等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有效缓解了金融资源的错配，特别是对

城市创新有积极影响，且在国有企业和中西部地区效果更明显。聂秀华等（2021）、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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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瑶和尹志超（2022）发现，在金融发展成熟、制度质量好、人力资本水平高的情况下，

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加显著。傅利福（2021）和刘伟（2021）等指出，数字

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激励作用，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国际贸易、财政支

出、农村人力资本提升和居民消费等多个中介因素发挥作用。Su R、Zheng T、Zhong Y

（2023）等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指出数字金融普惠通过提高

创新能力、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风险承受能力，显著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Mo Y、Mu

J、Wang H（2023）等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利用 2011-2018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主要通过增加劳动就

业和提高农民收入来实现。

近年，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成学术热点，学者们多用实证分析深

究其影响机制与效果。程云洁与段鑫（2022）借助空间统计分析工具，深入剖析了 2011

至 2018 年间中部城市的相关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该区域城市经济高质量

增长的积极贡献。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提升中部城市的经济质量具有显著的

正面效应，且这种效应在不同地区间呈现出差异性。进一步的研究揭示，数字普惠金融

通过激发企业家的创新和创业活力，有效推动了中部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同样地，

王刚贞与陈梦洁（2022）利用中国各省市的丰富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深入探讨了数字

普惠金融在助力国内经济高质量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他们的研究指出，数字普惠金融的

影响表现出显著的时间和地域差异性，为各地制定针对性的经济政策提供了有益参考。

进一步的分析揭示了国际贸易作为中介变量，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

中扮演关键角色。王年咏、张珂和张目（2023）研究表明，数字金融通过提升创新能力、

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生产效率，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并在缓解中小企业

融资难题和推动技术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2.4 文献评述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日益重要，但国外学者对此的深入研究相对

较少，相比之下，国内研究更为丰富，近年来更是成为中国经济研究的热点话题。自 2005

年联合国首次提出普惠金融概念以来，特别是随着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数字普惠金融

快速演进，不仅继承了普惠金融广泛服务社会各层的核心价值，还通过数字化手段大幅

拓展了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显著提高了其影响力。国内学者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了数字

普惠金融对城市及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发现它不仅在总体上对经济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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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有显著推动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在不同维度上表现不一，涉及技术进步、国际贸易

等多个方面，其影响具有时空异质性。

这些研究不仅证实了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减少金融资源错配、推动

城市创新及激励企业家创新创业等方面的积极影响，也指出了制度质量、人力资本水平

对其效果的重要影响。深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为政策制定和

监管环境优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考虑到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异性，

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影响机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系统搜集和整

理了陕西省各市的相关资料，深入分析其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状及差异。

基于此，构建科学评价体系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丰富

该领域研究。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3.1 研究内容

第一章，绪论。本章首先从目前我国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的必要性，深入阐释了研究的宏观背景与深远意义，即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普惠

金融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愈发凸显，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迫切需要数字普惠金融的有力

支撑；其次，对数字普惠金融、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影响等相关文献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归纳。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深入分析，旨在为后

续的实证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相关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最后，阐述了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并对本文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作出说明。

第二章，理论基础与影响机理。首先，结合已有研究，对数字普惠金融、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概念进行界定；其次，对本文研究的基础理论进行总结归纳；最后，基于理论

深入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揭示了其影响的内在逻辑。

第三章，陕西数字普惠金融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与分析。首先，对数字普惠金融

的测度构建进行了详细阐述，并深入探讨了陕西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通过从数字

普惠金融的综合发展水平以及三个次要维度进行全面分析，揭示了陕西数字普惠金融的

整体态势。进一步地，将陕西省十个地级市逐个进行分析，深入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在

陕西省内不同地区间的异质性表现。其次，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为核心指引，精心

构建了涵盖产业结构、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TFP）、技术创新、居民生活以及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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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五大维度的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这一科学测算方法，得出了

2011-2021 年间陕西省 10 个地级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最后，结合前述测算结果，

对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整体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指出了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挑

战。

第四章，数字普惠金融对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实证分析。通过实证分析发现，

数字普惠金融对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进一步的，验证了数字普惠金

融及其覆盖广度、发展深度与数字化程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并经过替换被

解释变量、剔除疫情期间（2020—2021 年）数据、考虑滞后效应、倾向值匹配得分法（PSM），

这四种稳健性检验确认了结论的可靠性。同时，我们还揭示了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推动创

新投入和网络发展来促进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

第五章，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在深入分析实证研究结果的同时，紧密结合陕西省

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切实可行的优化建议。这些建议旨在推动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的进

一步深化，并促进经济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

图 1.1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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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研究方法

（1）文献归纳法。

本研究通过采用文献综述法，对国内外有关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

学术成果进行了广泛的收集、整理与分析。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归纳总结，本文深入探讨

了数字普惠金融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概念、关键指标的构建方法以及数字普惠金融

如何影响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具体机制和模型建立等多个方面。应用文献综述法使我们能

系统整合现有的研究发现，对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深刻

的分析与理解，这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两者关系的认识，也为后续的实证分析和政策设计

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导。

（2）比较分析法。

本研究采用比较分析方法，深入比较了陕西省内 10 个城市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以期全面剖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及其内

在机制。结果揭示了这些城市在两个指标上的显著差异，指出了城市间发展的不均衡性。

此外，分析也表明，随着科技革新的推进，这些区域间的差异性也呈现出一定的变化和

优化趋势。

(3）实证分析法。

通过采用实证分析法，本研究借助简单面板回归、中介效应回归模型，对 2011 年

至 2021 年陕西省内 10 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分析，专注于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对该

省经济高质量成长的实际影响。通过对陕西省不同地区的深入研究，本文确立了数字普

惠金融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这一方法论的应用不仅增强了研究

的信度，而且为促进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增长之间的正向循环提供了有力支持，

有助于陕西省紧跟国家发展的步伐，坚持走高质量发展路线。

1.4 创新点与不足

1.4.1 创新点

通过系统地回顾和梳理相关文献，本文发现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普惠金融如

何缩小贫富差距以及实现经济援助等方面，而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更重要的是，现有研究大多从国家宏观视角出发，对数字普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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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缺乏针对特定区域的深入研究。为了弥补这一研

究空白，本文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选取了陕西省的 10 个市作为研究样本，并利用

近 11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详细分析。采用熵权法，本文对陕西省整体以及各地级市的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了全面测算。同时，结合陕西省的实际经济状况，本文构建了

多元回归模型，深入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影响，从而丰

富了该领域的区域性研究。

1.4.2 不足之处

尽管本研究已力求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但仍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首先，本文所依赖的主要解释变量——北京大学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其数据源仅

限于蚂蚁金服，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评估的全面性和客观性。为了更准确地衡量一个

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水平，未来研究应考虑纳入更多来源的数据。其次，本研究实证分

析的时间跨度为 2011 年至 2021 年，相对较短，而且样本数量相对较少。因此，从长期

来看，本研究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考察仍不足。未来研究可通

过延长样本数据时间，进一步揭示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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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基础与影响机理

2.1 相关概念

2.1.1 数字普惠金融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以及数字技术、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传统的

普惠金融模式经历了创新和变革，进而演化为数字普惠金融。这一新业态的出现，极大

地拓展了普惠金融的服务范围和发展潜力，使得传统金融体系开始适应时代趋势，向数

字化转型。根据 2016 年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GPFI）所发布的白皮书，数字普惠金

融以其独特的创新性、共享促进性以及成本降低性等特点，巧妙地利用数字技术为广大

人群提供了全面而便捷的金融服务。通过这种方式，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展现了其在金融

领域的深远影响力，更为全球金融的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在 2016 年担任 G20 主席国期间，中国提出了《G20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该提

议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

展分析报告》，数字普惠金融被定义为在成本可控且模式可持续的情况下，依托多种数

字技术，为社会各层次人群，尤其是那些传统金融服务尚未充分覆盖的低收入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边远地区居民以及小微企业等特定群体，提供公平、有效、全面和便捷的金

融产品与服务。在中国，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呈现多元化态势，涵盖了各类金融和类

金融机构。普惠金融的核心宗旨是确保所有人都能在可承受的成本内获得金融服务，其

运营基于商业原则，与政府的贫困救助计划不同。

数字普惠金融依托于现代技术如移动互联网、网络通信、移动数据与云计算等，目

标是为那些原本难以获得金融服务的人群提供长期的、多元化的金融服务。这些服务由

金融及类金融机构通过各种手段提供，涵盖存款、支付、贷款、保险和投资管理等领域。

这些金融服务是收费的，旨在满足用户需求，同时确保在用户能够承担的成本和服务提

供者能够维持的价格水平上进行。数字普惠金融不仅涉及传统金融机构对现有产品进行

的数字化改造，也包含新兴类金融机构，如互联网金融公司提供的创新金融产品。

提出这些定义与原则体现了数字普惠金融核心的理念：利用数字技术突破传统金融

服务的地理和时间界限，使广泛的人群能够接触到合适的金融服务。目标是通过提升金

融服务的效率和便利性，保障金融服务的普遍可得，从而支持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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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趋势对于提升弱势群体的经济状况、助力小微企业成长以及保证整个经济系统的稳

健和兴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坚信数字普惠金融是在普惠金融的坚实基

础上，借助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打破了金融服务在时空上的束缚。通过显著降低信

息不对称和运营成本，数字普惠金融得以汇聚广大未被充分服务的群体，并为他们提供

多样化、正规化的金融服务。这一金融创新活动不仅拓宽了普惠金融的覆盖范围，还极

大地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接触率，为更多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和福祉。

2.1.2 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构成了习近平经济理论的核心部分。自党的十八大起，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强调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的重要性，并明确指出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

已从高速增长过渡到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这一转变不仅在理论层面深化了对高质量发

展的认识，丰富了其含义，也在实践层面通过制订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的战略措施，促

进了地区和行业向更高水平的发展迈进。

自党的十九大将高质量发展确立为重要目标以来，学术界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

而广泛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主要涵盖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解析、发

展水平评估以及理论创新等多个领域。在解读内涵方面，研究涉及发展阶段、模式和特

性的转变；有观点认为，高质量发展代表着生产方式的重大转型，反映了生产力发展与

生产关系变革的融合；还有学者通过探讨质量、效率和创新等维度来诠释高质量发展；

也有观点认为，面对现实问题和发展瓶颈，迈向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增长到达一定阶段的

自然体现。在衡量发展水平方面，研究方法多样，包括从供给侧评估生产水平、从经济

增长质量角度探讨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从社会发展的高效、公平和可持续性等方

面进行测量；一些研究甚至借鉴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情况的

测度模型来评价中国的高质量发展进程；还有研究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了综合的测度体

系。在理论创新方面，有学者指出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基础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扩充了劳动价值理论和社会再生产理论，为构建以质量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提供了宏观和微观理论支撑。随研究的不断深化，高质量发展成为不同行业、领

域乃至各地区、城市研究的焦点，涌现了大量关于理论框架、实践路径和指标系统的丰

富研究成果。

2022 年的党的二十大报告再度将加速形成新发展格局和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上日程，

进一步明确了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方向。该报告突出了致力于高质量发展的紧迫性和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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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认为这不仅是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基本需求，也是实现中国经济跃升的关键

路径。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质量和效益的同步提升，同时强调必须优化经济架构并推

进结构性改革，旨在促进产业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效率，改善资源分配，激发创业创

新活力，并确保生态环境的持续保护。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历程显示，其目标是促进经济的质的提升。这一理念超越了简单

追求经济规模增长的视角，更加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率和持续性。为达到此目标，

创新驱动、结构调整、资源的高效利用、环境的绿色发展以及全方位对外开放成为关键

路径。因此，高质量发展被视为一种经济进步的方式、构成和驱动力，旨在更全面地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

2.2 相关理论概述

2.2.1 金融排斥理论

尽管“金融排斥”这一术语已被学术界广泛引用，关于其确切含义，学术圈仍未达

成一致或权威性的解释。1993 年，英国的 Leyshon 最早将“金融排斥”定义为“阻止贫

困人群和边缘化群体接入标准（主流）金融系统的过程”，这被认为是“金融排斥”最

早的学术描述。由于 Leyshon 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金融的地理分布，他的定义因此在一定

程度上受到了限制。然而，这个观点仍广受学术界的接受。其他学者，如 Kempson 和

Whyley，则从金融消费者的视角深入探讨了金融排斥的内涵。在他们看来，金融排斥不

仅表现为对活期账户、抵押贷款等传统金融产品的匮乏，还涉及储蓄、投资以及保险等

更广泛的金融服务领域。而在中国，一些学者对金融排斥的定义则更为具体和深入。他

们认为，金融排斥是指那些因处于弱势地位而无法以可承受的成本从正规金融体系中获

得公正、安全的金融产品或服务的潜在用户。这些用户由于面临服务短缺的困境，不得

不转向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替代性金融渠道。这种定义不仅揭示了金融排斥的本质，也

凸显了解决金融排斥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许多学者在讨论“金融排斥”时，往往偏向于认为这是金融机构对金融消费者的排

斥行为。但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随着新型金融业态的出现、金融行业竞争的加剧以及

非中介金融和直接融资的兴起，金融机构对消费者的主导地位已经受到挑战，特别是在

一些区域、特定业务和客户群体中，金融服务的过剩供给使得一些金融机构面临生存的

压力。因此，“金融排斥”应视为一个不断演化的概念，它的复杂性使得简单化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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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适应性和普遍性，以应对不同时间和空间背景下的变化。从这个角度看，“金融排

斥”可被简化定义为金融供需双方之间的不匹配关系，并且这种不匹配可分为三个层面：

首先是金融服务的提供方与需求方不匹配；其次是需求方对提供方的排斥；最后是供需

双方相互排斥的情况。

金融的发展和作为经济增长媒介的作用已被认为是推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

因素，而缺少有效的融资渠道会导致经济增长势头放缓。金融进步、经济扩张以及跨代

收入变化的动态关系是紧密相连的。为了确保经济增长的收益能够广泛分配，经济增长

必须具备包容性，否则增长的可持续性将受到影响。尽管难以量化金融排斥的全面影响，

金融排斥作为社会排斥的一部分，带来了更为广泛的社会经济后果，比如加深贫困和加

剧收入不平等；导致社会不平等现象恶化，如 Pulido 指出，金融不公可能恶化贫困人

口和少数族裔的居住条件，增加他们遭受污染和不合理土地使用的风险；还可能扩大不

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因此，政府需要采取措施来减轻金融排斥现象，比如通过制

定法律或建立专业组织来缓解金融排斥；加强基于社区的微型金融服务以减少“接触障

碍”；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提升收入水平和加强教育来减少“使用障碍”。

2.2.2 金融发展理论

格利和肖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的作品中，为金融发展理论构建了坚实的框架，他

们不仅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探讨了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深入到了金融体系的内部，

分析了金融机构、金融工具以及金融市场如何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他们的研究为后来

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基础，也为发展中国家制定金融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在格利和肖的研究基础上，麦金农和肖进一步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状况进行了深入

的剖析。他们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稳定汇率或实现其他宏观

经济目标，常常对金融市场进行过度的干预，导致金融市场无法充分发挥其资源配置的

作用。这种干预往往表现为对利率的严格控制，使得利率无法真实反映资金的供求关系，

从而降低了储蓄率，减缓了资本积累的速度。同时，由于政府对信贷市场的干预，使得

资金往往流向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或政府项目，而具有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中小微企

业却难以获得资金支持。这种金融抑制现象不仅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还加剧了社会的不

平等。

为了消除金融抑制，麦金农和肖提出了金融深化的概念。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应

该逐步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管制，让市场力量来决定利率和资金的流向。通过金融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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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高储蓄率，加速资本积累，优化资源配置，从而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金

融深化还可以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经济的整体竞争力。然而，要实现金融深

化并不容易。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文化、制度等多种原因，政府对金融市场

的干预已经根深蒂固。此外，金融结构的单一性也限制了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了推动金

融深化，发展中国家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包括完善金融法规、加强金融监管、

培育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和市场、提高金融服务的普及率和质量等。

总的来说，格利和肖以及麦金农和肖的研究为发展中国家理解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

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他们的观点不仅揭示了金融抑制的危害和金融深化的必要性，

也为发展中国家制定和实施金融改革战略提供了有益的指导。然而，每个国家的具体情

况都有所不同，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借鉴这些理论时，还需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具

体的分析和应用。

2.2.3 包容性经济增长理论

持续的贫困问题无疑对人类社会进步构成了严峻的威胁和挑战，因此，这一问题自

然引起了联合国、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以及全球各国的共同关注和努力。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更是将解决贫困问题作为核心议题来加以推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学术界也开始积极探索新的解决路径。其中，“包容性增长”理念的提出，无疑为全球

贫困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所谓“包容性增长”，强调的是一种更加全面、均衡、

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它要求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总量的提升，更要关注分

配的公平与合理，确保所有人都能分享到发展带来的红利。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从根本

上解决贫困问题，推动人类社会迈向更加和谐、繁荣的未来。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

（Amartya Sen）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强调经济增长与社会的和

谐共处、人与环境的共同繁盛，此概念也被称作共享增长。中国学者林毅夫于 2004 年

在亚洲开发银行举办的“杰出学者演讲”中发表讲话，主题为“为发展中的亚洲国家寻

求惠及全民的增长模式”的发展策略，他建议亚洲发展中国家应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和

后发优势，实施包容性增长策略，以此来减少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在于使发展的机遇与成果惠及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包括贫困群体、

边缘化社群、乡村居民及少数民族等在内。其旨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降低贫困与不公现象，

保障每位社会成员均能享有经济进步带来的益处，共同分享发展的果实。具体而言，经

济增长的包容性涉及多个层面：使更广泛的人群受益于全球化的经济效益、增强经济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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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地区的社会保障网络、提高经济边缘群体的自我提升机会和能力，以及促进经济的均

衡发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中国目前处于经济快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及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转变期。促进包容

性增长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策略的核心。通过增强社会保障体系、提高教育质量、推进

地区间发展的均衡、强化社会正义与法制建设，以及关注持续发展的理念，中国旨在实

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的和谐统一，确保所有人能享受到经济成长带来的福祉，共同步

入一个更加繁盛与持久的将来。为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排除影响经济成果共享的各

种障碍，致力于实现高质量发展愿景。

2.2.4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起，我国学术圈首次提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一概念，旨在

应对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挑战。对于何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目前尚缺乏一个广泛认同的

科学定义。简而言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指的是各地区之间经济往来的加密、相互依存

的加深以及发展的互动增强，旨在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与持续增长。这一概念的核心在

于促进落后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减少地区间发展差异的扩大，促进经济发展差距的缩

小，同时维持和加强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包括，使不发达地区成

为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坚实基础，并通过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提供技术、资金、项目

等方面的支援，促使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快速进步，进而减小地区间发展的悬殊，建立健

康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以增强国家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因此，协调发展的理论主旨在于缓解区域间经济增长的不均衡现象，其核心包括平

衡与不平衡发展两个关键概念。平衡发展强调市场作用与资源自由流动的重要性，不平

衡发展则侧重于政府的介入和策略性调控的作用。通过将这两种理念相结合，并根据具

体状况拟定合适的政策，有助于推动地区间经济的和谐增长，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

会整体的共荣。

2.3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

总体来说，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及性和效率，促进资金的高效配置

和利用，推动创新和产业升级，从而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

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影响可以通过以下三个假设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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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数字技术手段，使金融服务更加广泛和便捷，覆盖传统金融服务

难以覆盖的群体，降低金融服务的成本，提高效率和可及性。具体来说，数字普惠金融

提高了资本利用效率，使更多企业和个人能够获得必要的资金支持，促进了生产经营活

动的活跃和创新创业。传统金融服务由于高成本和高风险，往往难以覆盖到中小企业、

农户和低收入群体，而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能够更精准地

评估这些群体的信用风险，提供灵活便捷的金融服务，降低融资成本，提升融资效率。

这种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服务模式，能够极大地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推动经济活动

的活跃和多样化。同时，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便捷的支付和信贷服务，提升了居民的消费

能力和意愿，促进消费增长。数字支付的普及使得交易更加便捷，信用体系的完善也使

得消费信贷更加普及，提升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意愿，进一步拉动了内需。此外，数字

普惠金融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投资渠道，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通过数字平台，投资

者可以更便捷地获取投资信息，参与到各类投资活动中，提升资本市场的活跃度和效率。

基于这些作用机制，本文提出假设 1：数字普惠金融对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

促进作用。

经济发展较慢和财政支出较高的地区对数字普惠金融的需求更为迫切且更具潜力。

在经济发展较慢的地区，金融服务相对匮乏，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更加突出，这些地

区的中小企业和农户因缺乏抵押物和信用记录难以获得传统金融机构的支持。数字普惠

金融通过技术手段，能够更好地评估这些主体的信用风险，提供更加灵活和便捷的金融

服务，降低服务成本，提升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这些地区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更为迫切，

数字普惠金融在这些地区的效果更为显著，能够更有效地促进经济活动，推动地方经济

高质量发展。此外，在财政支出较高的地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为数

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财政支出较高的地区通常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

如互联网和通信网络，这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使金融服务能

够更高效地传递和应用。同时，这些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较高，教育和培训体系较为完

善，提升了居民和企业的金融素养和接受度，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

经济活力较强的地区市场需求旺盛，企业和居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更大，数字普惠金融

在这些地区有更广阔的应用空间。特别是陕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基础设施较为

薄弱，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弥补传统金融服务的不足，支持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多元化，促

进经济活力和多样化发展。陕南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和经济环境，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更为迫切，数字普惠金融在该地区的效果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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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2：数字普惠金融对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

经济发展较慢、财政支出较高和陕南地区更显著。

创新和网络发展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创新投入包括研发投入、技术

开发和应用等，能够提升企业和地区的竞争力，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数字普

惠金融能够为创新活动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降低创新成本，激励更多企业

和个人参与创新活动。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平台，企业和个人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得融资支

持，用于研发投入和技术开发，从而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网络发展的重要性在于

其作为数字经济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基础，良好的网络基础设施能够提升信息流通效

率，促进资源共享和协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依托网络技术，通过提供融资支持和提升

金融服务效率，促进创新活动和技术进步，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网络基础设施的

完善，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覆盖面，使得更多的企业和个人能够受益于数字普惠金

融，参与到创新活动中，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此外，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金融服

务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风险，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进一步促进了创新活动的发展。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推动创新投入、网络发展，进而促

进陕西省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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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陕西数字普惠金融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与分析

3.1 陕西数字普惠金融测度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集团研究院的研究团队从 2016 年开始利用蚂蚁

集团的大量数据，编制了一套名为“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指标体系。该指数

基于现有文献和国际组织提出的传统普惠金融指标，结合数字金融服务的新形势、新特

征以及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从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

维度构建了指标体系。具体指标如图所示：

表 3.1 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具体指标

覆盖广度 账户覆盖率

每万人拥有支付宝账号数量

支付宝绑卡用户比例

平均每个支付宝账号绑定银行卡数

使用深度

支付业务

人均支付笔数

人均支付金额

高频度（年活跃 50 次及以上）活跃用户数占年活

跃 1 次及以上比

货币基金业务

人均购买余额宝笔数

人均购买余额宝金额

每万支付宝用户购买余额宝的人数

信贷服务

个人消费贷

每万支付宝成年用户中有互联网消费贷的用户数

人均贷款笔数

人均贷款金额

小微经营者

每万支付宝成年用户中有互联网小微经营贷的用

户数

人均保险笔数

人均保险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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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1 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具体指标

保险业务

每万支付宝用户中被保险用户数

人均保险笔数

人均保险金额

投资业务

每万人支付宝用户中参与互联网投资理财人数

人均投资笔数

人均投资金额

信用业务

自然人信用人均调用次数

每万支付宝用户中使用基于信用的服务用户数（包

括金融、住宿、出行、社交等）

数字化程度

移动化
移动支付笔数占比

移动支付金额占比

实惠化
小微经营者平均贷款利率

个人平均贷款利率

信用化
花呗支付笔数占比

花呗支付金额占比

信用化
芝麻信用免押笔数占比（较全部需要押金情形）

芝麻信用免押金额占比（较全部需要押金情形）

便利化
用户二维码支付的笔数占比

用户二维码支付的金额占比

资料来源：北大数字普惠金融研究中心

3.2 陕西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分析

3.2.1 陕西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发展趋势分析

（1）数字普惠金融的整体发展水平

由图3.1可知，陕西省的数字普惠金融从2011年到 2021年展现了显著的增长趋势。

2011 年，该省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 40.96，到了 2021 年跃升至 374，约增长了 9倍，

年均增长率达到 26.37%。这一显著增长得益于陕西省政府自 2016 年以来对数字普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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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实施的一系列创新政策和深化改革，尤其是发布的《陕西省“十四五”金融业高质量

发展规划》，大力促进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扩展，特别是在支持农业、农村和农民（“三

农”）方面，有效改善了农村经济条件，提高了农民收入。观察年增长率，2012 年增长

率达到顶峰 139.84%，显示出起步阶段的爆发增长。2013 至 2015 年增长速度虽然放慢，

但仍保持在 20%以上，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逐渐趋于稳定。2016 年，随着《陕西省“十

三五”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发布，金融发展由速度转向质量，增长率略有下调至

6.13%。2017 年增长率回升至 16.34%，显示“十三五”规划的效果开始显现，数字普惠

金融增长得到推动。2018 年和 2019 年增长率稳定在 10%左右，标志着从快速增长到稳

定增长的转变。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增长速度略有减缓，但增长率仍保持在 5%以

上，反映出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的稳健性。2021 年，尽管面临多重挑战，但依旧实现了

约 4个百分点的增长，显示出陕西省在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疫情防控中取得的均衡，为

“十四五”开启了良好的开端。

图 3.1 陕西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增速

资料来源：根据《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1）》整理所得

（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维度分析

由图 3.2 分析可知，从 2011 年至 2021 年，陕西省的数字普惠金融在覆盖范围、使

用频率及数字化水平方面均展现出积极的增长态势。其中，数字化水平的提升最为显著，

而覆盖范围和使用频率的增长在某些年份相差无几，整体趋势均向好。观察覆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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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的 37.81 增至 2021 年的 364.12，增幅达到约 9.6 倍，显示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

的普及率显著提升，实现了显著的进步。在使用频率方面，2011 至 2013 年增长迅猛，

但 2014 年受社会融资规模收紧影响稍微回落。2015 至 2017 年再次加速增长，而 2018

至 2021 年增长速度略有放缓，2021 年达到历史高点 371.22，反映了金融服务下沉的不

断加强。就数字化水平而言，2011 至 2015 年初期增长迅速，2016 至 2017 年受金融政

策调整和监管加强影响稍有下滑。2018 至 2021 年，得益于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以

及电商平台的兴起，数字化水平得到恢复，整体呈现上升趋势。

图 3.2 陕西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各分指数

（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结构分析

根据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研究中心的分析，评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的指标涵

盖了支付、信贷和保险等金融服务的水平。随着数字化支付、网络化的小微企业融资、

数字小额理财和在线小额保险等新模式的兴起，陕西省也在探索新的发展路径以促进农

村地区的发展，进而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优质增长。基于 2011 年至 2021 年的数据，支

付领域的数字化服务逐年扩增，从 2011 年的 34.44 增长至 2021 年的 285.89，即便在

2020 年新冠疫情冲击下也保持了增长势头。信贷服务方面，2012 至 2014 年因宏观经济

调整增长稍缓，但随着 2016 年陕西及国家层面推出的数字普惠金融相关政策，2015 至

2021 年期间信贷服务持续增长，显示出稳定且向好的发展趋势。在保险服务领域，观察

期间内保险业务经历了起伏波动，2011 至 2014 年为快速增长期，而 2015 年由于车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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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减少和政策调整导致短暂下滑。2016 至 2019 年，随着保险销售门槛降低，保险业务

恢复增长。但由于经济放缓和全球经济不确定性，2020 至 2021 年保险业务再次面临下

降压力。

3.2.2 陕西数字普惠金融区域比较分析

（1）各区域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比较分析

表 3.2 展现了 2011 至 2021 年陕西各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通过这段时间的比

较，我们可以看到陕西省内的 10 个市级区域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均展现了增长的趋势，

并在近年呈现快速发展，反映了国家经济的稳健前进和陕西省金融业的迅猛增长。其中

在 2021 年，西安市以 317.65 的成绩领跑，展示了其在数字金融服务方面的先进地位。

紧随其后的铜川市和宝鸡市也显示了稳定的发展势头，分别达到了 279.35 和 282.02 的

成绩。值得一提的是咸阳市，其从 2011 年的 54.12 增长至 2021 年的 287.08，显著地展

现了其发展的潜力与成果。同时，渭南市、延安市、汉中市、榆林市及安康市虽然增长

速度较慢，但也稳步前进，其中渭南市从 2011 年的 37.49 提升至 2021 年的 273.31，延

安市、汉中市、榆林市和安康市的发展也有所提升。商洛市虽在这段时间内增长较缓，

但从 35.96 提高到 260.67 的成绩也证明了其在数字金融服务领域的持续进步。

表 3.2 2011-2021 陕西各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

城市 西安市 铜川市 宝鸡市 咸阳市 渭南市 延安市 汉中市 榆林市 安康市 商洛市

2011 75.39 49.97 49.34 54.12 37.49 33.3 48.81 46.1 40.94 35.96

2015 202.95 161.16 167.66 166.95 153.84 159.19 162.78 162.43 155.87 145.11

2016 225.47 186.76 190.57 194.46 183.09 190.28 185.38 191.08 176.80 162.68

2017 250.45 208.30 214.08 215.58 205.31 212.46 209.17 212.59 205.12 195.18

2018 263.98 220.68 226.91 227.55 215.00 220.13 220.12 219.40 215.57 205.29

2019 280.75 232.92 238.36 240.37 227.16 231.78 232.40 232.75 227.76 216.08

2020 292.35 246.91 250.19 253.77 240.58 244.67 245.65 248.00 240.15 230.04

2021 317.65 279.35 282.02 287.08 273.31 276.28 274.12 278.06 270.97 260.67

资料来源：北大数字普惠金融研究中心

图 3.3 反映了 2011 至 2021 年间陕西省各市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平均值，我们可以

明显看出各市在该领域的发展态势。西安市以 214.21 的指数领先，显示了其作为省会

城市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上的强劲动力和领先地位。接下来的铜川市、宝鸡市与咸阳市，

其指数分别为 173.33、179.09 和 181.10，这反映了这些城市在数字金融服务方面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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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发展势头，特别是咸阳市，接近西安市的表现凸显了其巨大的发展潜力。商洛市的指

数平均值为 156.80，尽管在所有城市中最低，但依然反映出过去十年该市在数字金融服

务领域的持续发展努力。总体而言，陕西省各市在过去十年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展现了

全省在这一领域的整体进步，尤其是西安市的显著成绩，突显了陕西省在数字普惠金融

发展方面的积极趋势和潜力。同时，省内各市之间在数字金融服务水平上的差异，意味

着未来需要进一步努力以缩小这些差距，推动更加均衡和全面的金融服务发展。

图 3.3 2011-2021 陕西省各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平均值

（2）各市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维度比较分析

图 3.4 反映了 2011 至 2021 年间，陕西省各市在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

度和数字化程度方面的年均增长速率。商洛市在覆盖广度方面以年均增速 38.20%领先，

显示其市场在逐步开拓中，尤其在经济较为欠发达的地区，覆盖广度还有较大的增长潜

力。相比之下，西安市的增速仅为 14.09%，这可能意味着其市场接近饱和状态。

在使用深度方面，安康市以 38.79%的年均增速最高，反映出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

物流条件的改善，经济相对较弱的地区仍有很大发展空间。而咸阳市的年均增速最低，

仅为 18.68%，可能由于该市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已相对成熟。数字化程度的年均增速最

高的是延安市，达到了惊人的 67.68%，从 2011 年的 3.64 提升至 2021 年的 298.20，显

示该市正处于数字化快速发展阶段。相对而言，咸阳市的增速最低，为 14.99%，表明其

数字化发展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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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2011—2021 年陕西各市数字普惠金融分指标年均增速

从图 3.5 中可以看出，陕西省在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方面，西安市、榆林市和

咸阳市位于榜首，分别达到了平均数 223.68、174.36 和 173.10，显示它们的服务网络

相对更广泛。相对而言，商洛市的平均覆盖指数最低，仅为 140.812，这暗示了该市在

未来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在使用深度的评估中，西安市领先，而延安市以 148.65 的

最低平均数显示出陕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深度的提升潜力。对于数字化水平，咸阳

市、西安市和安康市表现突出，而商洛市、铜川市和汉中市则落后，表明关中地区的数

字化服务水平相对较高，而陕南地区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这一分析不仅揭示了不同地

区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的差异，也为今后的策略调整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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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2011—2021 年陕西各市数字普惠金融分指标年均指数

3.3 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

3.3.1 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

本文依据赵涛、张志（2020）等人的研究建立了一个多维度评价体系，涵盖产业结

构、包容性 TFP、技术创新、居民生活和生态环境五大关键指标，以全面评估 2011—2021

年陕西省十个地级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具体见表 3.3。

（1）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它要

求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制造业）与第三产业（服务业）之间达到协调发展的

状态。在现代经济中，生产性服务业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不仅支撑着科技创

新，也推动产业变革。对产业结构的评估，通常聚焦于三个核心指标：产业的高级化程

度、产业结构的合理性以及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产业的高级化可通过服务业与制造业

产值之比来量化，这一比值反映了服务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及其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的

合理化通常采用泰尔指数来评估，该指数基于三大产业间的就业人数和产值比重，反映

了各产业之间的均衡程度。为了实用性，这一指数通常会转化为正值。在缺乏直接产值

数据的情况下，生产性服务业的占比则可以通过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中该行业所占的比重

来估算，包括但不限于交通运输、信息传输、金融服务等关键领域。通过这一综合性评

估体系，能够洞察产业结构的优化程度和潜在的发展趋势，从而为制定政策、推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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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和促进经济转型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确保经济发展既高效又可持续。

（2）包容性 TFP。经济发展质量的衡量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标准是经济增长是否能

兼顾效率与公平，即展现包容性。本研究将资本和劳动视为基础投入，实际 GDP 为期望

产出，同时引入城乡收入差距作为非期望产出，进而计算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TFP）。

利用 Hicks-Moorsteen 指数法，我们成功构建了包容性 TFP 指数，为评估共享成果的高

质量发展目标提供了更全面、更深入的视角，超越了传统的城乡收入比和基尼系数等单

一指标。在数据处理环节，我们采用 9.6%的折旧率，并运用永续盘存法进行计算。劳动

力投入则是通过全面统计包括单位、私营和个体在内的全社会就业人数来确定。对于期

望产出，我们使用以 1990 年为基期的实际 GDP，并根据各市的 GDP 平减指数进行适当调

整。至于非期望产出的城乡收入差距，我们通过计算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

收入（或可支配收入）之间的比例来衡量，并通过取倒数的方式，将其转化为一个更具

直观性的正向指标。这一系列精细化处理，确保了我们的研究数据既准确又具可操作性。

（3）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它是推动经济增长、提升

产业竞争力、解决社会问题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然而，传统上仅依赖专利数量

来评估城市创新能力的做法显得过于单一，难以全面反映真实情况。《中国城市和产业

创新力报告 2017》则提出了一种更为综合的评估方法——城市创新指数。该方法深入考

虑了有效发明专利的年龄分布特点，通过精确估算不同年龄段专利的平均价值，并结合

城市层面的具体数据进行加权计算，从而得出更为全面、准确的城市创新指数。这一创

新性的评估方法，不仅突破了传统评估的局限，也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为有

力的数据支撑和决策参考。

（4）生态环境。构建生态文明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和重要成果。自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已将推动绿色发展、降低污染排放置于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位置。为了有

效衡量城市在环境治理上的投入与成效，我们采用了包括二氧化硫除率、工业固废利用

率及 PM2.5 水平在内的环境质量二级指标体系。其中，二氧化硫除率的计算方式为（二

氧化硫产生量－排放量）除以产生量。考虑到 2011 年数据统计口径的变化，我们特别

对该年及其前后两年的二氧化硫除率数据进行了三年平均值处理，以确保数据的连续性

和精确性。这一系列的细致处理，旨在更真实地反映城市在环境治理上的努力与成果，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5）居民生活水平。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在于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让广大民众

共享发展成果。因此，在评估经济是否实现高质量发展时，必须将民众的实际感受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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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关注他们是否真正受益于经济增长，他们的幸福感是否得到了实质性提升。除了

传统的经济增长指标外，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程度和服务质量，同样

对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产生深远影响。有鉴于此，本文选取了人均 GDP、人均教

育投入以及人均医院床位数量作为衡量居民生活质量的关键次级指标，并将这些指标有

机融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估体系中。

表 3.3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属性

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高级化 +

产业结构合理化 -

生产性服务业占比 +

包容性 TFP 包容性 TFP 指数 +

技术创新 创新指数 +

生态环境

二氧化硫去除率 +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 +

PM2.5 -

居民生活水平

人均 GDP +

人均教育支出（元/人） +

人均医院床位数（张/万人） +

3.3.2 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测度

在对现有文献进行综合梳理后，我们发现常见的赋权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主

观赋权法，这种方法虽然操作简单，但评估结果往往受到较强的主观性影响，因此在实

际应用中的参考意义有限。第二种是客观赋权法，它通过公式计算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避免了主观因素的干扰，使结果更为客观和准确。其中，熵值法、BP 神经网络算法等是

常用的客观赋权方法。

为了更全面、客观地反映评价指标的实际情况，本文参考了徐亚平等（2023）等学

者的研究方法，并选取了陕西省 10 个市在 2011 年至 2021 年间的数据。这些数据主要

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Wind 资讯数据库等渠道。部分数据还经过了原始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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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和整理。在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时，本文选择了熵值法。熵值法是一种基于信息论

的客观赋权方法，用于综合评价和决策分析中，通过计算每个指标的信息熵，来衡量指

标的离散程度。信息熵越小，表示该指标的数据变异程度大，提供的信息量多，相应的

权重应更大。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无量纲化处理

通过标准化处理，消除各指标不同量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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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计算第 i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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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分析

3.4.1 陕西总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图 3.6 展示了 2011 年至 2021 年间，陕西省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总体得

分均值，呈现出一种稳步上升的趋势。同样，图 3.7 也描绘了陕西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协同进步态势，两者均稳健攀升。在这一时期，陕西省积极推动产业结构

的调整与优化升级，通过增强对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扶持力度，加速传统产业的转

型升级步伐，不断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与提升。此外，陕西省还在这段时间内加大了对

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特别是在交通、能源、信息等关键领域的战略性投资，显著改善

了区域的交通运输效率和市场网络连通性。这些努力不仅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支撑，也为陕西省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图 3.6 陕西 2011-2021 经济高质量发展得分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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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趋势

3.4.2 陕西十个地级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测算结果

表 3.4 反映了 2011—2021 年陕西省十个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得分指数情况，

可以看出，首先，从整体趋势来看，尽管在某些年份存在波动，但大多数城市的经济高

质量发展综合指数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这表明在过去十年中，陕西省及各市在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尤其是 2017 年至 2021 年间，多数市的增长速度

加快，显示出省内各市经济发展积极响应“十三五规划”政策，努力在提升产业结构、

创新能力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向国家战略目标靠拢。

其次，从具体城市来看，西安市作为陕西省的省会城市，其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一

直处于较高水平，但增长速度相对较慢。安康市则是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其综合

指数从 2011 年的 0.353 增长到 2021 年的 0.476，增幅显著。宝鸡市和汉中市也表现出

较快的增长速度，尤其是宝鸡市在近几年中的增长势头强劲。然而，也需要注意到不同

城市间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差异和不平衡性。一些城市如商洛市和铜川市在某些年份的综

合指数较高，但在其他年份则相对较低，表现出一定的波动性。而渭南市和咸阳市则在

整个考察期间内综合指数变化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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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陕西各市 2011—2021 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作者总结计算

从区域发展来看，以西安为核心的关中地区，作为省会和区域经济中心，具有较强

的经济基础和较高的开放度。关中地区聚集了大量的高等教育机构、科研院所和高新技

术企业，创新资源丰富，科技创新能力强，这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此外，

政策优势明显，吸引了大量的内外资企业和人才，推动了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因而在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上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陕南地区（安康、商洛、汉中），以农

业为主，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较好。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绿色

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陕南地区通过发展特色农业、生态旅游和新能源等产业，促进了

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然而，由于地处山区，交通相对不便，科教资源相对集中度低，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速度。陕北地区（延安、榆林），资源型经

济特征明显，特别是能源资源丰富。这一地区在过去依靠资源优势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

长。但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资源型经济面临转型升级的挑战。陕北地区正努力通

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进科技创新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等措施，实现从数量扩张向质

量效益转变。尽管如此，相比关中地区，陕北地区在科技创新能力、产业结构等方面还

存在一定的差距，这影响了其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提升。

省份 安康 宝鸡 汉中 商洛 铜川 渭南 西安 咸阳 延安 榆林

2011 0.353 0.336 0.343 0.365 0.342 0.348 0.330 0.349 0.335 0.351

2012 0.384 0.367 0.371 0.355 0.358 0.373 0.330 0.366 0.374 0.323

2013 0.360 0.346 0.365 0.336 0.347 0.367 0.332 0.340 0.377 0.371

2014 0.365 0.357 0.378 0.387 0.382 0.377 0.374 0.394 0.346 0.350

2015 0.399 0.362 0.407 0.385 0.413 0.361 0.371 0.402 0.400 0.379

2016 0.378 0.424 0.365 0.376 0.386 0.409 0.365 0.401 0.396 0.375

2017 0.408 0.392 0.442 0.429 0.415 0.391 0.386 0.436 0.438 0.421

2018 0.384 0.418 0.397 0.454 0.387 0.455 0.436 0.390 0.449 0.415

2019 0.394 0.451 0.430 0.444 0.396 0.409 0.402 0.461 0.455 0.416

2020 0.405 0.470 0.417 0.419 0.411 0.425 0.465 0.416 0.406 0.448

2021 0.476 0.433 0.486 0.438 0.433 0.433 0.446 0.425 0.437 0.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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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证分析

4.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以我国 2011—2021 年陕西省十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

对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所涉及的数据来源于地级市统计年鉴，获取有效

样本数量为 110 个，本文所有数据的整理、计算与回归过程中所使用的软件为 Stata17.0。

为了避免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 1%的缩尾处理。

4.2 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模（4.1）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模型（4.2）－（4.3）检

验创新投入、网络发展的中介效应。其中，i表示每一个省份，t表示每一年，Controls

为控制变量合集，Year 为年份固定效应，u为个体固定效应， 为残差。

tititititi uYearControlsaDIGaaQUA ,,,2,10,   （4.1）

titititititi uYearControlsbDIGbbINTPAT ,,,2,10,, /   （4.2）

tititititititi uYearINTPATcControlscDIGccQUA ,,,,3,2,10, /   （4.3）

被解释变量为经济高质量，设定了由产业结构、包容性 TFP、技术创新、居民生活

和生态环境 5个二级指标构成的多维度评价体系，对陕西各地级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进

行测算。

解释变量为数字普惠金融，采用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衡量（梁雨凡等，2024；

陈楚文等，2024）。中介变量包括创新（陈佳等，2024；李元霞等，2024）与互联网发

展两个指标。此外，本文还选取了地区生产总值、社会消费、财政支出、贸易进出口、

外商投资、户籍人口等控制变量。详细的变量定义见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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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变量说明

类型 符号 说明

被解释变量 QUA 经济高质量，熵值法构造，见文中

解释变量 DIG 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100

中介变量
PAT 专利申请数件，取自然对数

INT 国际互联网用户数，取自然对数

控制变量

LGDP 地区生产总值万元，取自然对数

CONS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取自然对数

FIN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地区生产总值

TRA （货物进口额+货物出口额）/地区生产总值

IND 外商投资企业数，百个

PEO 户籍人口，百万人

4.3 描述性统计

表 4.2 给出了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被解释变量 QUA 的最小值为 0.330，最大值

为 0.476，说明陕西省各地级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整体波动幅

度不大；解释变量 DIG 均值为 1.759，表明陕西省各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也

存在一定的差异。对于中介变量，创新 PAT 的均值为 2.109，互联网发展 INT 的最小值

为 11.002，最大值为 20.282。对于控制变量，LGDP 经过了自然对数化处理，最终相差

不大。财政支持 FIN 均值为 0.223。IND 最小值为 0.010，最大值为 0.990。综上所述，

本文所选取的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中介变量与控制变量均分布在合理区间。

将陕西省划分为陕南、陕北与关中三个地区，其中，陕南包括汉中、安康、商洛；

陕北包括榆林、延安；关中包括西安、宝鸡、咸阳、渭南、铜川。表 4.3 给出了三个地

区的对比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经济高质量 QUA 在陕南地区为 0.397，陕北地区均值

为0.396，关中地区QUA为0.390。对于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DIG在陕北地区为1.730，

陕南地区为 1.665，关中地区为 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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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描述性统计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QUA 110 0.393 0.038 0.330 0.476

DIG 110 1.759 0.714 0.360 2.924

PAT 110 2.109 3.533 0.000 11.304

INT 110 13.753 1.820 11.002 20.282

LGDP 110 16.470 0.842 14.821 18.423

CONS 110 15.198 0.997 13.186 17.725

FIN 110 0.223 0.070 0.131 0.390

TRA 110 0.019 0.070 0.000 0.396

IND 110 0.153 0.266 0.010 0.990

PEO 110 3.947 2.084 0.785 9.870

表 4.3 描述性统计-地区差异对比

陕南 N=33 陕北 N=22 关中 N=55

QUA 0.397 0.396 0.390

DIG 1.665 1.730 1.826

PAT 1.965 2.023 2.230

INT 13.408 14.102 13.819

LGDP 15.939 16.874 16.627

CONS 14.705 14.992 15.577

FIN 0.284 0.203 0.195

TRA 0.005 0.002 0.034

IND 0.028 0.034 0.275

PEO 3.127 3.076 4.787

4.4 相关性分析

表 4.4 列出了这个模型中主要系数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可知，解释变量 DIG 与被解

释变量 QUA 的相关系数值为 0.784，在 1%水平显著；中介变量 PAT 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QUA

的相关系数值为 0.430，INT 与 QUA 的相关系数值为 0.555，在 1%水平显著。从表 4.4

中可以看出，从自变量与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绝对值来看，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

值都比较小，不太可能出现多重共线性，因此，理论上可以放入同一多元回归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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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相关性分析

QUA DIG PAT INT LGDP CONS FIN TRA IND PEO

QUA 1

DIG 0.784*** 1

PAT 0.430*** 0.425*** 1

INT 0.555*** 0.651*** -0.0150 1

LGDP 0.230** 0.404*** 0.215** 0.485*** 1

CONS 0.277*** 0.519*** 0.268*** 0.492*** 0.898*** 1

FIN 0.113 0.00700 -0.00300 -0.151 -0.777*** -0.638*** 1

TRA 0.307*** 0.374*** 0.210** 0.311*** 0.441*** 0.509*** -0.228** 1

IND -0.0400 0.193** 0.0710 0.327*** 0.672*** 0.800*** -0.500*** 0.568*** 1

PEO 0.0160 0.162* 0.115 0.320*** 0.817*** 0.863*** -0.645*** 0.525*** 0.851*** 1

（***、**、*分别表示 1%、5%、10%水平上显著，下同）

4.5 实证结果分析

4.5.1 回归结果

表 4.5 给出了基本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中，DIG 与 QUA 在未考虑控制变量时

一元回归系数值为 0.044，在 1%水平显著。第（2）－（7）列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全变

量回归下，DIG 系数值为 0.039，在 1%水平显著。以上结果说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

高了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首先，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和应用极大地拓宽了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借助互联网、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突破地域限制，将金融服务延伸到陕

西省的偏远地区，使更多人享受到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这种覆盖面的扩大，有助于

缓解金融排斥现象，促进金融资源的均衡分配，从而推动陕西省经济的全面发展。

其次，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效率和便捷性。通过在线平台、手机 APP 等

渠道，用户可以随时随地进行金融交易，无须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种高效的金融

服务模式不仅提升了用户体验，还降低了金融服务的成本，使得更多人能够负担得起金

融服务，进一步促进了金融服务的普及。

此外，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精准对接陕西省的经济发展需求。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技术，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深入了解陕西省的产业特点、企业需求以及个人消费者的偏好，

从而提供个性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这种精准对接有助于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金融

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一步推动陕西省经济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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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数字普惠金融还有助于提升陕西省的金融创新能力。通过引入新的技术手段

和业务模式，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推动传统金融机构的创新转型，激发金融市场的活力。

这种创新能力的提升有助于陕西省形成更加开放、包容的金融生态环境，为经济发展提

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表 4.5 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7)

QUA QUA QUA QUA QUA QUA QUA

DIG 0.044*** 0.039*** 0.040*** 0.039*** 0.040*** 0.040*** 0.039***

(19.775) (5.961) (5.903) (3.339) (3.977) (3.934) (3.460)

LGDP 0.015 0.015 0.017 -0.001 -0.005 -0.003

(0.612) (0.617) (0.460) (-0.033) (-0.175) (-0.096)

CONS -0.001 -0.002 0.002 0.004 0.004

(-0.265) (-0.335) (0.455) (0.725) (0.744)

FIN 0.013 -0.012 -0.010 -0.009

(0.119) (-0.119) (-0.104) (-0.084)

TRA 0.102*** 0.089*** 0.108***

(6.332) (5.414) (4.986)

IND 0.183 0.195*

(1.718) (1.893)

PEO -0.005

(-0.985)

_cons 0.316*** 0.082 0.099 0.070 0.303 0.325 0.304

(80.653) (0.212) (0.256) (0.120) (0.620) (0.645) (0.579)

地级市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110 110 110 110 110 110 110

R-squared 0.683 0.685 0.685 0.685 0.706 0.714 0.714

（括号内为 t 值，下同。）

综上所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拓宽金融服务覆盖范围、提高服务效率和便捷性、精

准对接经济发展需求以及提升金融创新能力等多个方面，显著提高了陕西省经济的高质

量发展。未来，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数字普惠金融在陕西省经济发展中的

作用将更加凸显。

4.5.2 拓展性检验

将数字普惠金融细分为覆盖广度、发展深度与数字化程度，对被解释变量经济高质

量发展 QUA 进行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4.6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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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列中，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 COV 对 QUA 的回归系数值为 0.029，在 10%水

平显著，说明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显著提高了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数字

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提升有助于促进产业创新和升级。通过为小微企业和创新型企业提

供融资支持，数字普惠金融推动了这些企业的发展壮大，促进了新兴产业的兴起和传统

产业的转型升级。这不仅提高了陕西省的产业结构水平，还增强了经济的创新能力和可

持续发展能力，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

度的提升还增强了陕西省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韧性。在面对经济波动和风险挑战时，数

字普惠金融能够为个人和企业提供更加及时、有效的金融支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保

持经济的平稳运行。这种稳定性和韧性的提升有助于增强陕西省经济的抗风险能力，为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第（2）列中，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深度 DEP 对 QUA 的回归系数值为 0.035，在 1%水

平显著，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深度显著提高了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展深度的增

加意味着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在覆盖广度上有所扩展，而且在服务质量和深度上也有了显

著提升。这使得金融服务能够更加精准地满足陕西省不同领域、不同企业的需求，推动

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通过提供个性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支持陕

西省的中小企业、创新型企业以及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发展，促进经济的多元化和包容性

增长。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深度的提升还有助于推动金融创新和金融生态系统的完

善。通过引入新的技术和业务模式，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激发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力，推动

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也能够促进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与

竞争，推动金融生态系统的完善和优化，为陕西省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金融支撑。

第（3）列中，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 GIT 对 QUA 的回归系数值为 0.018，在 5%

水平显著，说明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显著提高了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数字

化通过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和便捷性，显著推动了陕西省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利用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金融机构可以迅速、准确地处理和分析金融信息，

从而更加精准地满足企业和个人的金融需求。这不仅缩短了金融交易的时间，降低了交

易成本，还提升了用户体验，为陕西省经济的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进一步地，金融数

字化促进了陕西省金融服务的普及和优化。传统的金融服务往往受到地域和时间的限制，

而金融数字化则打破了这些限制，使得金融服务能够覆盖更广泛的地区，惠及更多的群

体。同时，金融数字化还推动了金融服务的创新，如智能投顾、数字货币等新兴金融产

品和服务不断涌现，为陕西省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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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拓展性检验：基于数字普惠子指标

(1) (2) (3)

QUA QUA QUA

覆盖广度 发展深度 数字化程度

COV 0.029*

(1.873)

DEP 0.035***

(4.993)

GIT 0.018**

(3.130)

LGDP 0.017 0.003 0.033

(0.432) (0.124) (1.180)

CONS 0.009 0.006 0.011

(0.930) (0.853) (1.078)

FIN 0.087 -0.013 0.076

(0.710) (-0.169) (0.819)

TRA 0.097** 0.129*** 0.160***

(2.733) (4.909) (3.310)

IND 0.144 0.265** 0.276**

(1.202) (2.914) (2.571)

PEO -0.001 -0.013** -0.020*

(-0.139) (-2.902) (-2.217)

_cons -0.117 0.208 -0.340

(-0.186) (0.519) (-0.854)

地级市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110 110 110

R-squared 0.699 0.722 0.700

4.5.3 稳健性检验

（1）替换被解释变量

为了增强基本结论的稳健性，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在本节中，将“第三产

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作为核心被解释变量，对样本数据重新回归，结果报告在

表 4.7 中。可知，无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无论一元回归还是多元回归，核心解释变量

DIG 系数值均显著为正，在 1%水平显著，与基本回归一致，进一步说明了数字普惠金融

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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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稳健性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7)

UPG UPG UPG UPG UPG UPG UPG

DIG 0.218*** 0.444*** 0.469*** 0.248*** 0.259*** 0.257*** 0.252***

(9.225) (8.882) (7.173) (3.575) (4.019) (4.134) (3.867)

LGDP -0.689*** -0.683*** -0.069 -0.234 -0.277* -0.268*

(-4.992) (-4.917) (-0.421) (-1.490) (-1.823) (-1.712)

CONS -0.052 -0.125 -0.088 -0.073 -0.072

(-0.605) (-1.645) (-1.237) (-1.057) (-1.044)

FIN 4.346*** 4.111*** 4.131*** 4.138***

(5.584) (5.685) (5.923) (5.899)

TRA 0.953*** 0.825*** 0.898**

(4.111) (3.617) (2.462)

IND 1.785*** 1.832***

(2.858) (2.805)

PEO -0.020

(-0.259)

_cons 0.388*** 11.336*** 11.980*** 2.407 4.567* 4.779* 4.701*

(8.687) (5.169) (4.902) (0.879) (1.764) (1.913) (1.859)

地级市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110 110 110 110 110 110 110

R-squared 0.462 0.571 0.573 0.678 0.726 0.748 0.748

（2）剔除疫情因素

2019 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对我国经济造成了较大影响。疫情期间，由于防控措施

导致部分行业停工停产，旅游、餐饮等服务业受到较大影响，陕西省部分地区的经济活

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为了避免疫情因素影响剔除 2020 年及其以后期间样本，对剩

余数据重新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4.8 中。可知，在改变研究期间后，无论是否考虑控制

变量，无论一元回归还是多元回归，核心解释变量 DIG 系数值均显著为正，在 1%水平显

著，与基本回归一致，进一步说明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数

字化程度提升可以加快金融服务的效率，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金融服务的便捷性和

普惠性。这有助于推动陕西省各行业的发展，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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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稳健性检验：剔除疫情期间（2020—2021 年）

(1) (2) (3) (4) (5) (6) (7)

QUA QUA QUA QUA QUA QUA QUA

DIG 0.044*** 0.047*** 0.050*** 0.044*** 0.044*** 0.048*** 0.050***

(12.477) (6.361) (6.466) (5.565) (5.979) (5.326) (5.053)

LGDP -0.012 -0.012 0.004 -0.005 -0.012 -0.012

(-0.504) (-0.497) (0.166) (-0.220) (-0.424) (-0.396)

CONS -0.004 -0.006 -0.004 -0.006 -0.007

(-1.178) (-1.580) (-0.924) (-1.413) (-1.659)

FIN 0.115 0.103 0.080 0.047

(1.324) (1.132) (0.874) (0.548)

TRA 0.087*** 0.088*** 0.193**

(4.106) (4.138) (2.392)

IND 0.154* 0.296**

(1.840) (2.345)

PEO -0.027

(-1.522)

_cons 0.316*** 0.503 0.559 0.313 0.445 0.543 0.660

(57.827) (1.351) (1.465) (0.742) (1.124) (1.240) (1.424)

地级市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90 90 90 90 90 90 90

R-squared 0.676 0.677 0.678 0.680 0.695 0.700 0.712

（3）考虑滞后效应

上文已经基本证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仅仅检验

解释变量对于本期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本节中，为了避免自变量与因变量互为因果的内

生性问题，将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滞后一期，对被解释变量重新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4.9

中。可知，解释变量 DIG 对于未来一期被解释变量 QUA 的回归系数值均显著为正，进一

步验证了基本结论，也说明本文不太可能存在自变量与因变量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

表 4.9 稳健性检验：考虑滞后效应

(1) (2) (3) (4) (5) (6) (7)

QUA t+1 QUA t+1 QUA t+1 QUA t+1 QUA t+1 QUA t+1 QUA t+1

DIG 0.044*** 0.041*** 0.049*** 0.052*** 0.052*** 0.053*** 0.054***

(14.853) (6.243) (6.533) (4.826) (4.725) (4.314) (5.060)

LGDP 0.008 0.009 0.001 -0.005 -0.005 -0.009

(0.310) (0.384) (0.049) (-0.257) (-0.285) (-0.639)

CONS -0.015* -0.014* -0.013 -0.013 -0.013

(-1.908) (-1.852) (-1.623) (-1.624) (-1.659)

FIN -0.060 -0.062 -0.065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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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9 稳健性检验：考虑滞后效应

(1) (2) (3) (4) (5) (6) (7)

QUA t+1 QUA t+1 QUA t+1 QUA t+1 QUA t+1 QUA t+1 QUA t+1

(-0.341) (-0.355) (-0.361) (-0.148)

TRA 0.044* 0.044* -0.061**

(2.153) (1.909) (-2.332)

IND 0.011 -0.093

(0.086) (-0.553)

PEO 0.028***

(3.602)

_cons 0.325*** 0.202 0.387 0.524 0.597 0.606 0.561*

(66.845) (0.503) (1.012) (1.482) (1.787) (1.712) (1.960)

地级市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R-squared 0.640 0.640 0.645 0.646 0.650 0.650 0.663

（4） PSM 倾向得分匹配

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被解释变量受到的影响因素众多，不仅涵盖了数字普惠金融这

一方面，还广泛涉及了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多种要素。鉴于这种复杂性，本研究在开展过

程中难免会遇到因遗漏变量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为了更为严谨地探究各因素对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影响，并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本文特别采用了倾向值匹配得分法（PSM）进

行深入的检验和分析。采用 1：3近邻匹配，匹配效果图 4.1 与表 4.10，可知匹配效果

良好。将匹配后样本重新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4.11 中。无论一元回归还是多元回归，

核心解释变量 DIG 系数值均显著为正，说明本文不太存在遗漏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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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PSM 密度图

表 4.10 平衡性检验

MEAN %Reduce

Matched Treated Control %bias bias t p>t V(C)

LGDP U 16.865 16.075 105.900 5.550 0.000 2.00*

M 16.372 16.181 25.700 75.700 0.750 0.455 1.580

CONS U 15.661 14.735 104.500 5.480 0.000 2.34*

M 14.810 14.864 -6.100 94.100 -0.270 0.787 0.670

FIN U 0.182 0.264 -145.700 -7.640 0.000 1.640

M 0.234 0.243 -15.700 89.200 -0.490 0.626 2.65*

TRA U 0.034 0.005 42.400 2.220 0.028 151.31*

M 0.004 0.005 -1.300 96.800 -0.410 0.685 0.860

IND U 0.262 0.044 89.600 4.700 0.000 92.98*

M 0.037 0.050 -5.300 94.100 -1.530 0.135 0.30*

PEO U 4.688 3.206 75.800 3.970 0.000 2.82*

M 2.936 3.088 -7.800 89.700 -0.350 0.728 0.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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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内生性检验：PSM 倾向得分匹配

(1) (2) (3) (4) (5) (6) (7)

QUA QUA QUA QUA QUA QUA QUA

DIG 0.045*** 0.046*** 0.047*** 0.053*** 0.045** 0.045** 0.045**

(21.816) (6.372) (5.475) (4.624) (3.269) (2.562) (2.498)

LGDP -0.002 -0.001 -0.030 -0.040 -0.040 -0.041

(-0.081) (-0.061) (-0.694) (-0.839) (-0.744) (-0.775)

CONS -0.002 0.009 0.023 0.023 0.025

(-0.219) (0.658) (0.978) (1.010) (1.106)

FIN -0.178 -0.237 -0.239 -0.236

(-1.197) (-1.318) (-1.063) (-1.057)

TRA 0.632 0.642 0.763

(1.205) (0.922) (1.307)

IND -0.010 -0.010

(-0.026) (-0.028)

PEO 0.042

(1.140)

_cons 0.315*** 0.343 0.369 0.694 0.668 0.675 0.546

(87.476) (1.018) (1.024) (1.225) (1.109) (0.907) (0.698)

地级市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68 68 68 68 68 68 68

R-squared 0.719 0.719 0.719 0.726 0.733 0.733 0.736

4.5.4 异质性检验

本节中，基于经济发展、财政支持与地区分布异质性，对样本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对于经济发展异质性，计算 LGDP 中位数，大于等于中位数为经济发展较快、否则为经

济发展较慢。对于财政支出计算方法一致。

表 4.12 的第（1）－（2）列中，对于经济发展较快地区，DIG 系数值为-0.012，并

不显著；对于经济发展较慢地区，DIG 系数值为 0.051，在 10%水平显著。以上结果说明，

数字普惠金融对于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在经济发展较慢地区更加显著。

经济发展较慢的地区往往面临着金融服务覆盖不全、金融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导致这

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制约。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通过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打破了传统金融服务的地域限制，使得金融服务能够更加便捷、高

效地覆盖到这些地区。这不仅能够为当地的企业和个人提供更加广泛、深入的金融服务，

还能够促进金融资源的均衡分配，为经济发展较慢的地区注入新的活力。其次，数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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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金融的普惠性特点使得其能够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较慢地区的需求。这些地区往往存

在着小微企业众多、金融服务需求多样化等特点。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供个性化的金融

产品和服务，能够更好地满足这些需求，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例如，通过为小微企业

提供便捷、低成本的融资服务，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帮助这些企业解决资金问题，促进企

业的成长和发展，从而推动当地经济的繁荣。

第（3）－（4）列中，对于财政支出较高地区，DIG 系数值为 0.043，在 5%水平显

著；对于财政支出较低地区，DIG 系数值为 0.024，并不显著。以上结果说明，数字普

惠金融对于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在财政支出较高地区更加显著。在财政

支出较高的地区，政府对于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投入往往更大，这为数字普惠金融的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资金支持。这些地区可能更容易吸引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

入驻，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和应用，进而形成金融和产业的良性互动。其次，财政

支出较高的地区通常具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这为数字普惠金融的普

及和推广提供了有力保障。良好的交通、通信和电力等基础设施，以及高效的政府服务

和监管体系，有助于降低数字普惠金融的运营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此外，在财

政支出较高的地区，企业和个人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可能更加旺盛和多样化。这些地区

可能拥有更多的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他们对于融资、支付、保险等金融服务的需求

更加迫切。数字普惠金融的灵活性和创新性，能够更好地满足这些多样化的需求，推动

当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表 4.12 异质性检验

经济发展差异 财政支持差异

(1) (2) (3) (4)

QUA QUA QUA QUA

较快 较慢 较高 较低

DIG -0.012 0.051* 0.043** 0.024

(-0.500) (2.316) (3.020) (0.894)

LGDP 0.092 -0.047 -0.055 0.061

(1.656) (-0.888) (-1.252) (0.868)

CONS 0.041* 0.008 0.025* -0.009

(2.098) (1.130) (2.309) (-1.590)

FIN 0.671 -0.227 -0.237 0.419

(1.480) (-1.411) (-1.558) (0.712)

TRA 0.099*** 0.985 1.378* 0.094***

(7.258) (1.609) (2.133) (8.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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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2 异质性检验

经济发展差异 财政支持差异

(1) (2) (3) (4)

QUA QUA QUA QUA

较快 较慢 较高 较低

IND 0.224 -0.075 -0.248 0.277*

表 4.13 汇报了基于地区分布异质性下的对比回归结果。对于陕南地区，DIG 系数值

为 0.106，在 5%水平显著；对于关中与陕北地区，DIG 系数值并不显著。以上结果说明，

数字普惠金融对于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相比陕北与关中地区，该正面效

应在陕南地区更显著。

第一，陕南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发展原因，传统金融服务覆盖相对不足，金融

资源分配不够均衡。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通过其普惠性和便捷性，能够迅速填补这一

空白，为陕南地区的企业和个人提供更加广泛、深入的金融服务。这有助于打破地域限

制，促进金融资源的均衡分配，从而推动陕南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

第二，陕南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特色，但受限于传统金融服务的不足，

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受到一定制约。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结合陕南地区的实际情

况，提供定制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当地特色产业的发展。例如，通过提供供应链

金融、农业保险等服务，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帮助陕南地区的农业和旅游业实现产业升级

和可持续发展。

第三，陕南地区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应用方面有着较为坚实的基础。这为数字普惠

金融在当地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有利条件。通过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数字

普惠金融能够更好地分析陕南地区的市场需求和风险状况，为当地企业和个人提供更加

精准、高效的金融服务。

第四，陕南地区政府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支持。通过出台相

关政策、加强监管和引导，政府为数字普惠金融在当地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

(1.482) (-0.190) (-0.591) (2.226)

PEO -0.011** 0.033 0.049 -0.010*

(-2.710) (0.296) (0.868) (-2.364)

_cons -1.927 0.910 0.771 -0.645

(-2.000) (0.912) (1.249) (-0.555)

地级市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55 55 55 55

R-squared 0.742 0.701 0.710 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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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氛围。这有助于激发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在陕南地区的深入发

展。

表 4.13 异质性检验：基于地区分布异质性

(1) (2) (3)

QUA QUA QUA

陕南 关中 陕北

DIG 0.106** 0.004 -0.007

(2.751) (0.160) (-0.122)

LGDP -0.255** 0.099 -0.052

(-2.605) (1.351) (-0.553)

CONS 0.087* -0.002 0.145

(1.771) (-0.106) (1.403)

FIN -0.438** 0.304 -0.506

(-2.296) (1.307) (-0.767)

TRA 1.456* 0.134* 1.067

(1.803) (1.850) (0.331)

IND -0.428 0.196 -0.817

(-1.011) (1.428) (-0.945)

PEO 0.024 -0.020 0.337

(0.086) (-1.160) (1.419)

_cons 3.052* -1.258 -1.803

(1.925) (-1.106) (-0.990)

地级市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33 55 22

R-squared 0.783 0.721 0.836

4.5.5 影响机理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推动创新投入、网络发展，进而促进陕西整体高质量发展。

表 4.14 给出了影响机理检验结果。其中，第（1）－（2）列中，DIG 对于 PAT 系数值为

3.228，PAT 对于 QUA 系数值为 0.002，在 1%水平显著。以上结果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发

展能够推动创新投入进而促进陕西整体高质量发展。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深入发展，陕西省的金融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金融资源得以更加

高效地配置到创新领域。这为企业和个人的创新活动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推动了新

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和应用。同时，数字普惠金融还促进了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为

创新活动提供了更加丰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进一步激发了创新的潜力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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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列中，DIG 对于 INT 系数值为 1.558，INT 对于 QUA 系数值为 0.003，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以上结果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推动网络发展，进而促进陕

西整体高质量发展。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普惠金融

得以更加精准、高效地服务于广大用户。网络的发展不仅为数字普惠金融提供了技术支

撑，还拓宽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使得更多人能够享受到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网络

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通过网络平台，金融机构能够更快速地获取

用户信息，分析用户需求，从而推出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同时，网络

平台还为金融机构提供了与用户直接互动的渠道，便于收集用户反馈，优化服务流程，

提升用户体验。随着网络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陕西省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取得了显著

成效。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开始利用网络平台开展金融服务，推动了金融行业的

数字化转型。网络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作用，使得陕西省在提升经济质量和效率

的同时，也有效缩小了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这不仅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效率和便捷性，

还促进了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为陕西省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表 4.14 影响机理检验

创新效应 网络发展

(1) (2) (3) (4)

PAT QUA INT QUA

DIG 3.228** 0.040*** 1.558** 0.035***

(2.073) (3.600) (2.490) (5.148)

PAT 0.002***

(3.232)

INT 0.003**

(1.998)

LGDP -1.374 -0.018 0.604 0.002

(-1.504) (-0.678) (0.401) (0.230)

CONS -0.058 0.001 -0.723 -0.000

(-0.174) (0.108) (-1.086) (-0.008)

FIN -12.406*** -0.065 -0.748 0.049

(-2.996) (-0.545) (-0.111) (0.824)

TRA -2.529 0.123** 1.309 0.098**

(-1.225) (1.988) (0.373) (2.411)

IND -15.297*** 0.416*** 35.332*** -0.064***

(-3.593) (3.212) (5.631) (-3.606)

PEO 1.577*** -0.014 -1.351* 0.003

(3.513) (-1.086) (-1.834)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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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4 影响机理检验

创新效应 网络发展

(1) (2) (3) (4)

PAT QUA INT QUA

_cons 20.113 0.604 12.136 0.242*

(1.337) (1.384) (0.500) (1.692)

地级市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110 110 110 110

R-squared 0.981 0.744 0.586 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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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在分析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理论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把 2011

—2021 年陕西省十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总

指数以及三个主要维度对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紧接着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剔

除疫情期间（2020—2021 年）数据、考虑滞后效应、PSM 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进行稳健

性检验，然后通过对比分析不同经济发展、财政支持和地区分布背景下的样本数据，进

行异质性检验；最后，引入中介变量创新投入和网络发展两个维度进行再次验证了数字

普惠金融对陕西省整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结合理论分析以及实证回归结果，本文

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显著作用。未来，随着

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更加凸显。因此，

应进一步加大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持力度，推动其深入发展，为陕西省乃至全国的经济

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对于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在经济发展较慢地区

更加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有效弥补了经济发展较慢地区的金融服务

空白与资源分配不均，为其注入新活力。其普惠性特点能精准对接小微企业的多样化金

融需求，通过提供便捷、低成本的个性化服务，助力企业成长，进而推动当地经济繁荣。

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对于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在财政支出较高地区

更加显著。在财政支出较高的地区，政府的经济与产业升级投入为数字普惠金融营造了

优越的政策与资金环境，吸引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的集聚，推动其创新应用，并与产业

形成良性互动。完善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降低了运营成本，提升了服务质效。同

时，旺盛且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进一步凸显了数字普惠金融的灵活性与创新性，对当

地经济健康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第四，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整体上呈现出较好的发展势头。数字普惠金融对于陕西

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相比陕北与关中地区，该正面效应在陕南地区更显著。

在陕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填补了传统金融服务覆盖不足，促进了金融资源的均衡分配，

推动了经济增长。同时，结合陕南地区的自然和文化资源，数字普惠金融提供了定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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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务，支持了特色产业的升级发展。在数字技术和政府支持的共同推动下，数字普惠

金融在陕南地区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和发展潜力。

第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推动创新投入、网络发展，进而促进陕西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在陕西省的深入发展显著优化了金融环境，高效配置了金融资源至创新领

域，为企事业创新活动提供了资金支持，激发了创新潜力。同时，数字技术与金融的深

度融合拓宽了金融服务覆盖面，提升了服务效率和用户体验，推动了金融行业的数字化

转型，为陕西省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5.2 对策建议

目前，陕西省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上遇到了明显的区域差异问题，这在推动经济

的高质量增长过程中还未能展现出有效的协同效应。因此，针对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陕

西省经济高效增长方面的多个潜在贡献点，考虑到地区的具体条件，陕西的政府部门、

金融机构以及民众需要共同作用，以期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的力量加速陕西省经济的高质

量发展。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策略建议。

5.2.1 优化顶层设计，增进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性

普及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知识，让人民群众获知相关知识是经济得以高质量发展的

前提，是政策能顺利推进的关键一步。

（1）健全数字普惠金融政策法律法规。

为了确保能够享受普惠金融服务的企业遵守适当的运营标准，并保障金融服务的长

期可持续性，需要明确设定数字普惠金融监管的责任和范围，对金融机构在用户数据的

采集、保存、处理及使用方面进行规范管理。同时，加强管理层的领导力。利用全省数

字经济的发展协调机制，成立陕西省数字经济发展顾问委员会，以优化数字经济的推进

流程。清晰定义任务目录，明确责任主体，建立工作记录，确立省、市、县三级联动的

协作模式和闭环的管理机制，共同推动工作进程。

（2）强化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

致力于加速 5G 网络的扩展，目标是超过 11 万个 5G 基站的建立，初步建成覆盖全

省的 5G 网络，实现热点区域多网络共存和偏远地区网络支撑的布局；推动极低延迟网

络的快速发展，目标是打造 10 个千兆级城市，确保乡镇及以上地区以及关键行政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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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双千兆网络全覆盖；整合算力基础架构，积极努力使陕西成为国家东数西算项目的关

键节点之一，促进算法与网络的融合发展，完全融入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网络；推进国

家工业互联网陕西区域中心以及行业中心的建设，发展先进能源化工、装备制造等领域

的工业互联网应用，目标是建立 3个省级行业推进中心和 6个行业级标识解析节点；改

善智能充电基础设施，加强电动车充换电网络建设，实现城市区域 2公里充电服务网，

乡镇及以上区域和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全面覆盖，确保新建住宅区车位配备充电设

施或预留安装空间，推广陕西智能车联网平台，实现充电桩全接入；强化数字化融合基

础设施的发展，提升公路、大桥、隧道及陡峭边坡的智能监控、预警、巡检和数字化管

理能力，加快建设全省水资源监控的大型平台。

（3）大力普及数字普惠金融相关知识。

政府及金融监督部门应为不同年龄和教育背景的人群设计专门的知识传播方案，通

过互联网、社交网络、电视等多样化的传媒手段来推广普惠金融知识，同时推动优秀的

数字普惠金融实践案例的分享，通过示例教育的方式向大众普及相关知识和经验。设立

评价机制，定期审查推广活动的成效，并根据反馈优化策略，形成正反馈循环。鼓励数

字经济领域的企业通过设立特别职位来吸引所需的高级人才，并在职称评审、孩子入学、

购房和医疗等方面提供相应的支持措施。支持高等教育机构开展数字经济等相关学科教

育，优先扶持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博士和硕士项目申请。鼓励企业与高等学院、

科研机构共同创建联合实验室和实训基地，专注于培养高级研究和高技能专才。

5.2.2 强化技术创新，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纵深发展

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以及推动数字产业的创新发展。通过改善旧产业跟上新时代的

步伐，引入新技术，探索新模式，以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效率以及服务范围，深入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

（1）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步伐。

强化能源和化工行业的数字示范应用，促进行业领军企业加深数字化改造示范，在

生产的各个环节推行数字技术，培养 2至 3个国内领先的转型支持机构；加速制造业的

数字化改革和提升，执行设备升级换代、生产线更新及自动化改造，推进产业链数字化

整合项目，鼓励主导企业建设数字化合作与共享平台，打破关键环节障碍，引导中小企

业进行数字化升级，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建立数字化改造服务平台，发展针对产业链

的数字化服务平台，提供多元化服务，提高园区企业的数字化程度；推动智能物流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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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支持物流巨头实施无人仓库、自动驾驶车辆等大规模应用，激励传统物流企业进行

数字升级。

（2）推进数字产业化创新发展

首先，应加强集成电路产业的集群发展，利用西安在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及科教资源

方面的优势，推进关键项目的建设，并促进第三代化合物半导体技术的产业化应用。其

次，建议加速智能终端产业集群的成长，以行业领先企业为中心，深化智能终端产业链

的发展。此外，推荐发展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产业集群，并筹建西安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

创新发展试验区，以加快信息服务业向云平台模式的转型。同时，建议培养光子产业集

群，完善光子产业共性技术服务平台的功能，支持光子产业的创新中心和联合体发展，

旨在构建国家级光子领域创新平台。

5.2.3 制定差别化战略，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协调发展

鉴于陕西省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这导致了金融发展的速度和效率也

各不相同。采取一刀切的数字普惠金融策略可能会妨碍整个地区的进步。因此，有必要

根据每个地区的具体发展状况定制化发展策略，并在金融服务方式上不断进行创新。

（1）针对经济发展较慢的地区。

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等刺激措施，政府能够鼓励金融机构增强对陕北等地的服

务范围，以便提供更广泛的金融支持。政府还可以建立特别基金或奖励计划，鼓励社会

各界参与这些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建设，促进更多的社会资源和专业技能向这一领域倾

斜。

（2）针对财政支出较高的地区。

在西安市和其他地级市，政府的经济与产业升级投入为数字普惠金融营造了优越的

政策与资金环境，吸引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的集聚，推动其创新应用，并与产业形成良

性互动。完善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降低了运营成本，提升了服务质效。同时，旺

盛且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进一步凸显了数字普惠金融的灵活性与创新性，对当地经济

健康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3）针对陕南地区。

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当地居民和企业的金融服务接入度，通过定制化服务

支持陕南的特色产业发展。特别是在商洛等较不发达地区，提升金融基础设施的范围和

质量，促进金融资源均衡分配，推动经济增长。加强环境保护，推进数字化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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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全面监测、广泛连接和多方共治。

（4）加强区域间的合作。

政府应出台措施支持陕南、陕北与关中地区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的区域合作，通过

设立特别基金、提供财政和税收激励等方式，促使金融机构、科技创新公司及社会团体

之间的跨区域协作，构建跨区域协作平台，实现资源共享和风险共担，并建立跨区域监

管制度，确保合作的健康持续。

5.2.4 强化风险防范，健全数字普惠金融监管体系

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变得更加复杂，它为金融监管带来了额外的难题以及新的风险和

挑战。因此，监管机构需增强对风险的监管与预防措施，确保数字普惠金融的安全与稳

健发展，从而持续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1）制定和实施统一的监管标准和规则。

建立统一的风险控制框架，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

要求所有数字普惠金融机构严格遵守。出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确保在使用数字普惠

金融服务时的合法权益，设立专门的数据隐私保护标准，严格监管用户数据的处理和存

储，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制定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操作规程，确保金融机构严格执行

相关法规，建立反洗钱数据库并与国家和国际组织进行数据共享和协作。设立专门的执

法机构，对金融机构进行定期检查和评估，加大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监管规定得到严格

执行。

（2）加强对数字经济的监控和评估工作。

构建覆盖全省的数字经济统计监控体系，实时监测数字普惠金融的各项关键指标，

确保及时获取准确的数据。制定详细的评估标准，对全省各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情况进

行全面评估，并定期发布数字经济发展报告，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设立数字经济发展

奖，对表现突出的区域、机构和个人进行表彰和奖励，激励更多参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

展。根据国家和省级相关规定，严格执行各项数字经济发展政策，定期检查各地政策落

实情况，确保政策真正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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