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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对于满足民众需求、推动高质

量发展以及加强国家安全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性，这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指明了方向。在新时代背景下，乡村产

业振兴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一环。它涉及

到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农民生活质量提升、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等多个方面，

是推动农村全面进步和农民全面发展的应有之义。然而，我国西部地区的农业发

展仍面临生态环境压力大、耕地资源稀缺、供求关系失衡等的问题，以往需要消

耗自然资源、依靠农资投入、破坏生态环境的粗放型农业发展模式已难以适应当

下的发展需求，加快转变我国西部地区农业发展模式是目前的当务之急。同时，

数字普惠金融的兴起与发展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新动力。将数字普惠金融运

用在乡村产业振兴发展的过程中，金融服务的应用场景日益拓宽，农民获取金融

服务的门槛不断降低，这不仅是面对新形势新变化的必然要求，更是加速农业结

构调整、促进农民增收、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本文先对数字普惠金融以及乡村产业振兴进行了国内外的文献研读，梳理了

数字普惠金融和乡村产业振兴的定义，并且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影响机制。并利用

2012-2021 年间西部地区各省（市、区）的相关数据，通过基准回归模型，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和乡村产业振兴之间的线性关系，并将城市化率作为门槛变量，深

入探究二者是否存在潜在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在助力我

国西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方面具有显著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西南地区相较于西

北地区更为显著。此外，二者关系并非线性，而是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基于以上

发现，研究提出了针对我国西部地区的几点对策建议：第一，加大数字普惠金融

宣传力度，完善金融基础设施；第二，创新金融产品，拓宽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范

围；第三，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政策；第四，优化人才策略，推

动数字普惠金融适老化；第五，加强数字普惠金融风险管理，优化农村信用体系。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 乡村产业振兴 门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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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cornerstone for achieving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playing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meeting people's

needs,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ing national

security.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ce again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which also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is not only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a key link in realiz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t involves the optimization of rural economic

structure, the increase of farmers' income,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other aspects, and is the only way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progress of rural areas and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farmers. Howeve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China still faces issues such as significant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essure, scarce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and an imbalanced

supply-demand relationship. The previous extensiv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model, which consumed natural resources, relied on

agricultural input, and damage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become

difficult to adapt to current development needs. Accelera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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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model in western China is

currently a top priority. Meanwhile,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ave also injected new impetus into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By applying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financial

service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expanded, and the threshold for farmers

to obtain financial services has been continuously lowered. This is not

only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in the face of new situations and changes

but also the only way to accelerate agricultural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mote farmers' income growth, and advanc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is article first conducts a literature review on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clarifies the definition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and analyzes the impact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Using relevant data from provinces (cities, districts) in

the western region from 2012 to 2021, the study analyzes the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a benchmark regression model. Additionally, it

explores whether there is a potential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by using the urbanization rate as a threshold variabl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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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in western China. This impac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southwestern regions compared to northwestern

regions. Furtherm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not linear but

exhibits a single threshold effect.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study

proposes several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western China:

Firstly, increase publicity efforts for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improve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Secondly, innovate financial products and expand

the scope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ial services; Thirdly, formulate

differentiated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policies based on local conditions;

Fourthly, optimize talent strategies and promote the adaptation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to an aging population; Fifthly, strengthen risk

management in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optimize the rural credit

system.

Keywords：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Threshol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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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 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聚焦

激励和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同时关注农村新兴业态和新产品的发展，为乡村

产业描绘了一条明确的金融发展轨迹。《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 年）》

进一步清晰地设定了乡村产业的发展方向，特别强调了科技与金融应并肩作战，

协力推动乡村特色产业振兴。乡村作为我国的根脉、国家大厦的基础，深入推进

乡村建设成为各项工作的当务之急。“农业兴、百业兴”，经济越发展越要稳定

农业、加强农业。自 2004年起，中央一号文件持续关注“三农”问题，凸显其

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2017年，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强调从

根本上解决农村及农业问题的坚强决心。随后，2018至 2022年间，一系列政策

相继出台，为乡村振兴铺就了一条坚实的道路。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郑重

强调，必须全面推进乡村产业的高品质发展，这一重要举措深刻体现了我国对实

现乡村产业振兴的坚定意志和毫不动摇的决心。乡村要振兴，产业需先行，乡村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然而，我国乡村产业目前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尽

管取得一定成效，但传统农村金融已无法满足其发展需求。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

金融基础设施不足及金融服务体系滞后等问题日益凸显。因此，当前急需完善与

创新金融工具以支持乡村产业振兴。随着互联网信息科技与传统金融的深度融

合，数字技术正赋能普惠金融，形成数字普惠金融这一新业态、新模式。人们期

待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助力乡村产业实现振兴发展。

2016 年，在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杭州，G20 第十一次峰会盛大召开，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具有深远影响的《G20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这一原则的

确立，不仅标志着我国正式踏上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康庄大道，更在全球普惠

金融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引领世界普惠金融发展的风向标

和重要里程碑。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宏观深远的视野明确提出了发展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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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数字普惠金融的战略方向。这一决策的背后，承载着数字普惠金融的独特

力量，它打破金融的壁垒与偏见，为乡村产业的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

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引擎。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乡村振兴的宏伟

蓝图，深刻阐述了优化乡村金融服务、深化数字乡村建设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文件明确要求金融机构必须发挥更大的支撑作用，通过有力的金融措施，为

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件凸显了数字普惠

金融在助力农村减贫脱贫、推动乡村振兴进程中的核心与关键作用，彰显了

国家对于数字化、普惠性金融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产业振兴作为乡

村振兴战略的核心任务和工作重心，不仅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更是

农民实现长期增收致富的保障。然而，我国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呈现出明显的

地域差异，尤其是西部地区，作为经济欠发达且多民族聚居的区域，其经济

发展水平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一地区的农村金融服务发展相对缓慢，

无法充分满足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复杂且多样的信贷需求。所以，深入研究

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产业振兴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仅在理论层面上

具有显著的学术价值，能够为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而

且对于推动西部地区甚至全国的乡村振兴也具有深远的实践意义。

鉴于上述背景，本研究先通过梳理和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厘清了相关

概念和基础理论，并深入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及乡村产业振兴间的作用机

制。随后，为准确评估西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水平，采用了西部地区 2012

至 2021 年的省级数据，构建出乡村产业振兴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进行了

水平测度。最后，为了研究二者之间的线性与非线性关系，本研究采用基准

回归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基于这些研究结果，本研究还

针对西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西部地区乃

至全国的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有益的参考。

1.1.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乡村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任务，对于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推动“三农”的高质量发展具有关键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凭借其广

泛的覆盖范围和强大的包容性，理论上能够实现精准服务，降低偏远地区及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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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金融服务成本。回顾相关文献，学者们从数字普惠金融出发，对于乡村产

业振兴的系统性探讨显得较为稀缺。因此，本文全面梳理汇总了数字普惠金融和

乡村产业振兴的相关理论，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深入探究两者之间的

关系，为这方面的理论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2）现实意义。通过打破地理和时间限制，数字普惠金融使金融资源

得以普惠乡村，特别是有利于农村弱势群体和经济发展。鉴于我国当前正处

于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而西部地区作为乡村发展的相对滞后区域，这与全

国统筹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不相符。数字普惠金融的崛起为西部地区乡

村产业振兴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因此，本文结合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聚

焦西部地区，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并针对研究结论为西部地区提供政策

建议。这有助于总结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经验，为各部门因地制宜地支持数

字普惠金融在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因此，系统研究二者的关系能

更好地为西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宝贵的参考，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1.2 文献综述

1.2.1 数字普惠金融相关研究

（1）数字普惠金融的内涵与作用

Sarma（2010）通过借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分析金融包容性对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多方面影响，为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提供了

理论基础。Manyika（2016）研究了数字金融在新兴经济体中的作用，强调数字

普惠金融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Jenkins（2017）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为传

统金融体系中未能覆盖的人群提供金融服务，并说明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者、

监管机构等利益相关者的影响。Frost（2019）深入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在经济发

展中的角色与影响，得出结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缩小金融鸿沟、促进经济发展，

展现了巨大的潜力，然而也需要有效的监管和风险管理来确保其健康发展，并需

要不断创新和完善以满足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邢乐成（2018）认为通过技术创新，普惠金融可以拓宽服务范围，从而服务

于包括小微三农客户等的弱势群体。黄益平、黄卓（2018）认为数字普惠金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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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与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有相似之处但其覆盖范围更广，强调把数字普惠金

融是“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投融资、支付等新型金融业务模式”。贝多广（2020）

强调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平衡金融资源的城乡配置，缩小城乡资源差距，让经济资

本惠及农村。贺刚（2020）指出，数字普惠金融是借助互联网科技的创新型业务

模式，旨在以低成本方式为未被传统金融服务覆盖的群体提供金融服务。

（2）数字普惠金融与贫困问题

Shiller（2013）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降低农民的资金成本，从而减缓乡村

贫困。Suri（2016）研究移动支付系统对贫困的长期效应，认为移动支付服务显

著提高了家庭的经济福祉，进而达到减贫目的。Y.Zhang、M.Chen（2019）认为

数字普惠金融与减缓贫困之前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Ozili（2021）通过分析

不同国家的案例，提出数字普惠金融在减少贫困和提高金融包容性的方面的作

用，强调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福祉。

吴金旺等（2018）通过浙江嘉兴的调研数据，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小微

企业、三农客户等微观主体的自我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董云

飞等（2019）认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让农村贫困人口受益更多，进而一定

程度上减缓贫困。王修华、赵亚雄（2020）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在贫困与非贫困人

口间存在马太效应，受到“数字鸿沟”的阻碍，贫困人口无法通过数字普惠金融

的发展满足其生存发展需求。彭澎、徐志刚（2021）通过实证研究表明，通过减

少农民的信贷限制，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控制他们未来陷入贫困的风险。张碧琼、

吴琬婷（2021）则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收入之间的联系，发现其对农村

居民的增收效应尤为显著。胡联等（2021）指出，由于贫困群体对数字科技的认

知不足，他们难以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便利来改变贫困现状。陈慧卿等

（2021）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减贫具有显著影响，但这种影

响会随着财政支持和经济发展的增强而减弱，特别是在西部农村地区，其影响更

为突出。曾福生等（2021）的研究揭示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减缓农村贫困的影响，

存在单门限效应。

（3）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

唐文进等（2019）深入分析我国 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指出数字普惠金

融必须与各地产业结构紧密结合，否则可能阻碍居民增收。王晶晶、刘喜华（2020）

https://202.201.82.241:9631/rwt/CNKI/https/NNYHGLUDN3WXTLUPMW4A/KXReader/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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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采用空间误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壮大能够有

效推动产业升级。聂秀华等（2021）进一步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激励创新创

业，提升技术创新水平，促进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从而优化

乡村产业结构，推动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刘永文、管健辰（2021）为了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采用门限回归模型，得出结论：二者之间

存在明显的门限效应。李优树等（2022）进一步揭示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产业结

构优化方面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且相比于中西部，该效应在东部更显著。

1.2.2 乡村产业振兴相关研究

（1）乡村产业振兴的内涵

韩长赋（2017）认为，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兴旺的主要内涵是促进农村一二

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激发农业农村经济活力和推动形成现代化农业体系。吴海峰

（2018）认为村产业振兴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并立足乡村产

业振兴，提出了乡村产业功能拓展、乡村产业特色高效和乡村产业多元化等特征，

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框架。李国祥（2018）明确指出，乡村

产业兴旺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当地主要农产品的稳定供给，从而为农民提供持续增

收的坚实基础。为此，各地应依据实际情况，科学规划乡村产业结构和布局。高

帆（2020）则从多个维度深入剖析了乡村产业发展，包括推动三产深度融合、提

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等。刘明月、汪三贵（2020）则认为，

产业兴旺通过产业链的升级完善，在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同时也加快了农业

现代化建设，在为农村居民增收的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农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乡村产业振兴指标构建

蒋永穆等（2019）则从乡村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化及多功能开发等角度强调

产业融合对乡村产业体系机制的重要性。申云（2020）提出，要分析我国各省乡

村产业振兴的发展情况，需从农产品产业体系、农业多功能产业体系和农业支撑

产业体系三个维度出发。张晓莉、朱盈（2021）则因为数据难以获得，在理论层

面提出构建产业兴旺的评价指标体系需要考虑产业链延伸力、生产能力、科技创

新力等。康书生、杨娜娜（2022）采用农村产业体系、农业多功能产业和农业支

撑产业对乡村产业振兴水平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为制定更加精准的乡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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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政策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

（3）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模式

宋洪远和叶兴庆（2018）强调，乡村产业振兴的建设需从粮食安全、农业发

展、产业融合、规模化经营以及个体经营农户五个方面协同推进。刘海洋（2018）

则主张以乡村产业升级和一二三产融合为路径，不断优化乡村产业振兴的支持体

系。刘明月、汪三贵（2020）建议鼓励农产品深加工，推动农产品走向产业化和

品牌化，同时发挥新兴经营主体的市场主导作用。郭蔚霞（2020）认为，实现乡

村产业兴旺的关键在于激活各类要素资源，高质量发展农村农业，并兼顾农产品

加工业和乡村旅游等农村服务业。张吉岗等（2022）在其最新研究中，针对我国

中西部脱贫地区进行了深入的数据分析。他们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乡村产业

振兴的优先发展方向，不仅有助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还能通过提高农民

收入和消费水平，有效拉动内需，促进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此外，随着劳动密

集型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还可以为农村地区引入更多的资金、技术和市场信息，

推动乡村产业的升级和转型。

（4）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因素

李国祥（2018）指出，政府在乡村产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提供良好环境

以弥补市场机制在短期内的不足，推动乡村产业形成竞争力。程郁（2019）研究

发现，农村金融改革的推进促进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扩展，增强了村镇银行的

流动性支持，提升了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徐腊梅（2019）则强调农业现代化与工

业部门的紧密关联，先进制造业对农业发展至关重要。张明涛（2019）主张加大

农业科技创新投入，推动农业现代化，从而加速乡村产业振兴，科技创新对农业

产业化经营具有促进作用。王小茵（2020）认为农村地区在金融法律法规、金融

排斥和组织体系方面存在的问题制约了乡村产业的发展。李国胜（2020）进一步

指出，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供需失衡，金融服务供不应求，同时信用体系建设中面

临信用风险过大的挑战。

1.2.3 数字普惠金融和乡村产业振兴

（1）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产业振兴的深度融合

张林和温涛（201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农村经济规模有限且产业发展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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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城市金融模式难以适应乡村发展需求，因此建议政府加大金融创新投入。

何广文、刘甜（2019）指出，金融机构在助推乡村产业振兴时面临诸多障碍，因

此金融供给机制的优化升级成为改革的关键一环，创新并完善乡村产业金融服务

是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核心方向。方秀丽（2019）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应根据不

同农业产业的特性进行个性化适配，这种以农村农业特点为主导的模式将成为推

动农业发展的新途径，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高效支持。付爱敏（2021）强调金融

科技与乡村产业的紧密关联，提出推动数字金融更好地服务“三农”，为农业科技

创新提供资金支持。

（2）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证研究

康书生（2022）通过对 2011年至 2018年的数据进行深入分析，揭示了我国

乡村产业在地域上呈现出的明显差异，即内陆乡村产业水平相对较低，而沿海则

展现出较高的发展态势，并通过严谨的实证检验得出数字普惠金融在助力我国乡

村产业的振兴方面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能够有效赋能乡村产业的发展。周林洁

等（2022）指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金融知识的普及以及技术创新等强化乡村产业

发展。金婧（2022）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乡村产业振兴受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

且这种作用存在地域差异，提出应结合当地发展水平，探索差异化的金融模式，

以期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个性化发展。

1.2.4 文献述评

从上述文献综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乡村产业振兴和数字普惠金融之间研究

的一些现状和不足。首先，研究对象不够具体。现有研究大多从乡村振兴入手，

对乡村产业发展的具体方面，如农业现代化、乡村旅游业、乡村制造业等探讨较

少。本文将更加关注乡村产业的具体领域，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如何精准助力这些

领域的发展。其次，研究范围有待细化。目前的研究多选取全国范围，缺乏对区

域内二者关系的深入研究。另外，研究视角偏理论。现有相关研究缺少深入的实

证研究，因此，本文将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深入探索二者关系。最后，

研究机制有待深化，二者的相互关系可能存在多种途径，本文将主要聚焦于二者

之间的线性与非线性关系，以期丰富现有的研究结论，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更

为扎实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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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本文基于相关理论框架，深入剖析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产业振兴二者

之间的相关理论联系及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全面系统的评价指标

体系，并运用实证方法进行了科学验证，得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结论。最后，

根据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了针对性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全文主要分为

以下几个板块：

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系统阐述了本研究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深入

剖析了当前领域内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综合梳理确立

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向。随后，本章详细概述了研究所采用的主要

方法、技术路线以及核心内容。此外，本章还明确指出了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与潜在不足，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第二章着重探讨相关概念与原理。首先，清晰界定了数字普惠金融和乡

村产业振兴的含义。接着，从金融发展理论、长尾理论、产业结构理论、产

业集群理论和产业融合理论等多个角度，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章对数字普惠金融现状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并特别关注了其对推

动乡村产业振兴所发挥的作用机制。开篇着重分析了西部地区在数字普惠金

融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与存在的挑战。紧接着，深入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

村产业振兴产生的直接效应、异质性表现以及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并据

此提出了若干有待验证的假设。

第四章着重对西部地区的乡村产业振兴水平进行了全面评估。为了量化

这一发展水平，专门构建了一套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并借助熵值法，

对 2012 年至 2021 年间我国西部地区各省的乡村产业相关数据进行了详细测

算。

第五章为实证分析部分，主要分为三个环节。首先，对变量的选取和数

据来源进行了详细说明，以确保研究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其次，构建了随机

效应模型和门限回归模型两个模型。最后，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基准回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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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检验了回归的稳健性和内生性，通过异质性分析和门限回归分析，以验

证第三章提出的假设。

第六章对研究的主要发现进行了归纳与总结，并根据实证数据和分析结

果，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和实践建议，以期为西部地区乡村经济的持续

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图 1.1 研究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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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文献分析法是一种通过收集、整理、阅读和分析相关文

献资料，来深入研究和理解某一问题或领域的研究方法。本文基于对数字普惠金

融与乡村产业振兴相关国内外研究文献的深入研读，通过系统梳理，旨在为本文

的写作提供清晰的研究思路和坚实的理论基础，确保研究内容的科学性和有效

性。

（3）熵值法。熵值法是学界常用的指标权重赋权方法，能够充分反映多指

标的综合评价。本文在第四章构建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的过程中，采用了

熵值法进行指标赋权，并据此计算出 2012-2021年西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水平。

（4）实证分析法。实证分析法通过对经验事实的观察、分析和归纳，来检

验和验证某一理论或假设的正确性或可靠性。本文选取了西部地区 12个省市自

治区自 2012年至 2021年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旨在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在

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方面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了随机效应模型和门限

回归模型来探讨二者的关系。通过这些实证分析，力求为西部地区的乡村产业发

展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和理论参考。

1.4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1.4.1 研究创新点

本文聚焦我国西部地区，根据研究结论提出更具针对性和特色化的指导建

议。以往文献对乡村产业振兴的探讨理论分析居多，实证分析较为缺乏。且关于

乡村产业振兴绩效测度也尚未形成统一的指标体系。因此，根据构建的乡村产业

振兴指标体系，本文科学分析了西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现状，随后进行了

实证研究。在构建指标体系时，本文从不同角度和视野出发，涵盖了农产品产业

生产、乡村产业功能和乡村产业支撑三个层次，使衡量更加科学客观，具有一定

的创新性，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依据。此外，以往研究多以某省份或全国为对象，

较少从区域层面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则从区域层面入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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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产业振兴之间的具体影响效应，从而能更精确地提出适合西部地区乡村发展的

对策建议。

1.4.2 不足之处

本文面临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选择的挑战。由于当前缺乏一个官方权威

且广泛认可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本文不得不选择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

数作为本研究的数据来源。然而，这一选择并非毫无争议，该指数的普遍认可度

和准确性仍有待进一步验证。因此，必须谨慎对待这一局限性，并意识到该指数

可能无法完全反映数字普惠金融的整体状况。在未来的研究中，随着更多权威数

据的发布和验证，我们将有机会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全面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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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

2.1.1 数字普惠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的深化，因此在学习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之前

需要先了解什么是普惠金融。2005 年，联合国通过举办世界储蓄银行会议，

正式将普惠金融定位为全球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这一年也被称为“国际微

融年”。此后，普惠金融逐渐成为全球范围内减贫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工

具。多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非营利组织都在推动普惠金融体系的发展，旨

在通过提供贷款、储蓄、保险和支付等金融服务，帮助更多人获得金融支持，

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普惠金融即为社会各层次、特别是低收入群

体和小微企业提供适合且可获得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它是在微型金融和小额

信贷基础上的创新，目的是解决传统金融中弱势群体难以获得金融服务的问

题。随着时光的流转，普惠金融日渐成为衡量国家金融服务均衡性与公正性的关

键标尺。尤其在为农村地区打通金融服务梗阻、弥补服务鸿沟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在 2016 年盛大召开的杭州 G20 峰会上，一个崭新的概念——数字普惠

金融，照亮了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的崭新道路。这不仅标志着普惠金融与科

技两大领域的交融共生，更预示着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金融服务将更加

广泛、深入、便捷地惠及普罗大众，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G20 数字

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明确指出，数字普惠金融依托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

等尖端技术，致力于为广大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提供全方位、系统化的金

融服务。借助科技的强大力量，数字普惠金融得以在交易的海洋中乘风破浪，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效率前行。因此，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建

设的加强，宛如一股清泉注入干涸的土壤，为城乡协调发展的画卷添上浓墨

重彩的一笔。它不仅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开花结果的强大动力，更是助力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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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乡村产业振兴

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乡村产业振兴作为其核心组成部分，是实现农

业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明晰乡村产业振兴的含义是研究乡村产业振兴的基

础，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可以增加农民收入，改善乡村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

是农民通向美好生活的必经之路，同时，实现乡村产业振兴能够推进农业优

化升级，带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也是实现现代化农村建设的必经之路。

经过对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及相关产业振兴指导政策的细致解读，再

结合先前学者在乡村产业振兴研究领域的丰硕成果进行深入分析，得出如下

总结：乡村产业振兴应充分发掘和利用农业与农村资源，凸显农民的核心作

用。要全面构建并落实农产品产业生产、产业功能及产业支撑三大体系，旨

在提升农业发展层次，助力农民增收，推动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农产品产业

生产体系应着重于借助现代物质装备与科学技术，推动农业机械化、信息化

进程，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农业创新活力，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同时，促进

农村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实现乡村产业多元化融合发展。乡村产

业功能体系致力于发掘乡村产业在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多方面的潜能，

在坚守农业基础地位的同时，拓宽产业布局视野，深入探索并提升乡村产业

的价值链。乡村产业支撑体系则通过在高效率高品质的科技服务方面发力，

注重整合和优化科技资源，鼓励乡村企业加强与科研机构的合作，共同研发

新技术，以满足市场的需求，推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以提升乡村产业的

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乡村产业振兴的稳健前行提供坚实支撑。

2.2 理论基础

2.2.1 金融发展理论

20 世纪 70 年代，金融发展理论被初次提出，通过持续发展目前被分为

三个子理论：金融抑制理论关注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认为通过固定低利

率、对信贷的直接控制以及对金融机构的严格管制等方式对于市场的过度干

预，阻碍了金融市场的正常功能，无法体现市场的真实情况，导致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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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低下，从而限制了经济增长。金融深化理论着重分析金融部门发展的深

度和广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强调一个更为发达和多元化的金融系统能够更

有效地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理论指出在减少或消除

这些干预后，如何通过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强调了发展和完善金融体系

的重要性。金融约束理论强调企业和个人在获取融资时面临的限制，尤其是

对于那些没有足够抵押品或信用记录的小型企业和新兴企业来说，这些约束

可能特别严重。这种理论框架下，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

了融资难、融资贵的现象，进而影响了企业的投资决策、增长和创新能力。

金融发展理论一直以来都致力于探讨如何完善金融体系、增强金融服务

的普遍性和可及性、推动金融深化的进程，并致力于降低信息不对称以及交

易成本，这些核心观点对于推动金融行业的整体进步和繁荣至关重要。与此

同时，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金融领域的新兴力量，其发展理念与金融发展理论

的核心观点高度契合，都强调金融服务的普及性、便捷性和高效性。可见，

金融发展理论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数字普惠金

融的实践则为金融服务赋能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生动案例。两者相辅

相成，共同推动着金融行业的持续进步和繁荣，为农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2.2.2 长尾理论

长尾理论最初由美国作家 Chris Anderson 于 2004 年在《连线》杂志上发

表的一篇文章中阐述。后来在他的 2006 年出版的同名书籍《长尾理论：为

什么商业的未来是小众市场》中进一步阐述。这个理论是对传统经济模式的

一种补充和挑战，特别是在描述和解释数字经济中产品和消费行为的变化。

长尾理论认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数字化生产与分销技术的发展，市场的结

构发生了变化。在传统的零售模式中，受到货架空间和分销成本的限制，商

家通常只能销售那些最受欢迎、销量最大的产品。而在数字经济中，这些限

制大大减少，使得大量的小众产品也能找到其市场，即便每个产品的销量不

大，但由于种类繁多，这些小众产品的总体市场规模可以非常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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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尾理论在数字化时代的背景下为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种全新的金

融服务模式。这种新模式突破了传统金融服务的局限，将那些曾被忽视的“长

尾客户”纳入金融机构的服务范围，使得这些客户也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关

注。在互联网科技的助力下，金融行业焕发出新的生机，完美诠释了长尾理

论的实际应用。其中，数字普惠金融作为这一金融创新的杰出代表，正引领

着行业的新潮流。数字普惠金融的广泛推广和应用，将有效弥补传统金融服

务在乡村地区的空白，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和成本，使更多乡村居民和企业

能够享受到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这将进一步激发乡村经济的活力，推动

乡村产业的升级和转型，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撑。

因此，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仅被视为我国金融业在数字化转型道路上的核心策

略，更是为乡村经济注入强大动力、促进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要手段。

2.2.3 产业结构理论

产业结构理论是指通过对经济内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分布、比重及其

变化规律的分析来研究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一理论

在经济学和区域发展规划中有着重要地位，强调通过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来

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生产效率和地区竞争力。经济发展的水平是决定产业结

构变化的主导力量，而区域间产业结构的不均衡布局是形成各地区经济发展

阶段和收入水平显著差异的直接动因。随着经济发展进入不同阶段，产业结

构也会相应发生变化，这通常意味着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

知识密集型的转变，起初以第一产业为主导，随后逐步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转移。由于地理、政策、资源等因素的差异，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和发展

阶段存在差异，理解和调整产业结构有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经济均

衡发展。

在产业结构理论的指导下，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提升农业的产业化、规

模化和现代化水平，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农村产业多元化。

通过科技创新、引入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方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

附加值，使农业成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现代产业。这不仅包括传统农作物的

种植养殖，也涉及农产品深加工、品牌建设和农业旅游等方面。另外，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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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振兴的战略重点也在于推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它倡导各

地根据乡村的实际情况，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优势产业，从而为产业结构的

优化调整与经济的持续稳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石与保障机制。

2.2.4 产业集群理论

产业集群是指在地理位置上相对集中的，彼此间在生产、服务、技术、

供应链等方面存在密切联系和依赖的相关企业和机构群体。这些企业和机构

包括供应商、生产商、服务提供者、研究机构以及其他相关组织。产业集群

的关键特征包括产业内部的竞争与合作共存、知识共享、创新能力强和集体

效益的产生。产业集群的形成通常与特定地区的历史，地理位置、文化、政

策环境及其在某一产业领域内积累的专业技能和知识有关。集群内部密集的

企业和机构促进了信息的快速流动，降低了交易成本，增强了整体竞争力。

产业集群通过促进知识共享和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创造专业市场和服务、

增强供应链效率等机制，增强了参与企业的竞争力，对地区经济发展、就业

创造和技术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

产业集群理论揭示了其成功的两大核心要素：地理上的邻近性和产业间

的紧密联系。在推动乡村产业的振兴过程中，我们既要注重乡村产业的自我

成长，也要加强与邻近地区产业的协同合作，努力构建产业集群。通过精心

打造并发展一系列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链，在地理位置相近的区域内，逐渐

培育并形成具备鲜明地方特色和核心竞争力的经济联合体。这种联合体不仅

能够有效地将分散的资源进行整合，还能够促进各类企业间的协同创新和合

作共赢。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效应的日益凸显，产业集群化将成为一

种必然趋势。当产业集群达到一定的规模和成熟度时，它将能够显著提升整

个区域经济的活力、效率和创新能力，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实现全面、快速和

可持续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区域经济的蓬勃发展将为当地乡村产业

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丰富的资源支持和有力的技术保障，进而助力乡村产

业实现持续繁荣和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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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产业融合理论

产业融合理论是关于不同产业之间通过技术创新和业务模式创新进行

交叉融合，形成新的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的理论。这种融合不仅涉及产业之

间的技术和资源共享，还包括知识、市场、信息等多方面的整合。产业融合

广泛应用于智能制造生物科技新能源环保技术数字经济等领域。随着技术进

步和市场需求的变化，产业融合将不断涌现出更多创新的产业形式和商业模

式，被视为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新时代的背景

下，产业融合作为一种新型发展模式，正成为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促进技术

进步、激发产业创新以及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已逐渐显现为现

代经济发展的显著趋势。

该理论为乡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机遇。通过跨界融合、技术创

新和模式创新，可以有效地推动乡村产业的转型升级，激发乡村经济的活力，

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乡村产业振兴中的产业融合主要体现在三产深度融合

上。这种融合有助于延长产业链、提高产业链的附加值，比如将传统农业与

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结合，发展农产品的深加工和农旅结合，提供农事体验、

休闲旅游等服务，不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来源，还丰富了乡村经济的内容。

同时，产业融合理论强调技术创新在推动产业融合中的关键作用。在乡村产

业振兴中，引入现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等，可以有效提升传

统农业的效率和质量，比如利用物联网技术进行智能化种植和养殖，应用新

能源技术改善乡村能源结构，利用生物技术提升农作物品质和产量。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研究

18

3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及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机制

3.1 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在金融数据与数字技术双引擎的推动下，我国已采取一系列全面举措，

优化金融服务模式，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得到了显著的扩展，提升了服务效率，

从而为金融的普及化提供了强大推动力。2004 年支付宝开始崭露头角，2013

年为互联网金融元年，我国金融领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4 年，国家

明确提出“普惠金融”战略，标志着金融服务全面覆盖新时代的到来。自 2016

年杭州 G20 峰会发布《G20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以来，我国数字普惠金

融领域始终保持着锐意进取的姿态，在创新的道路上不断迈出坚实的步伐，

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典范。2018年，央行设立了金融科技公司，推动科技与金融

深度融合。2019年，国家明确数字普惠金融要成为全社会的基本金融服务。2020

年，线上金融服务迎来爆发，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在健康码、远程医疗等方面的应

用。截至 2023年，数字普惠金融已形成全面覆盖的格局，为实现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提供有力支撑。可以看出，随着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与交易

模式的持续革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正迈着坚实的步伐，在探索与实践中不断前

行，历经了翻天覆地的进步与变革。现如今，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已如日中天，引

领着世界金融发展的新潮流。

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对各地

区发展状况的全面审视以及对未来趋势的预测，对于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新的

发展方向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因此，本文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资源，对西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进行深入剖析与比较，以期更清晰地揭示

该地区的发展脉络。该指数体系有三个一级指标，并细化为 33 个三级指标，

反映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全貌。这一指数的编制过程严格遵循了系统性、客

观性、连续性和可行性的原则，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与蚂蚁集团强强联

合，不仅客观展现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还结合区域政策导向，较为

精准地反映了其发展态势，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和决策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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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 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 2012至 2021年十年间数字普惠金融

指数如表 3.1所示。

表 3.1 2012-2021年西部地区各省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

通过表 3.1可知，我国西部地区及全国范围内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过去十

年的发展期间均表现出显著的逐年增长态势。但不容忽视的是，尽管有所增长，

西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平均指数相较于全国的整体平均水平而言，仍然存在一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四川 100.1 153.0 173.8 215.5 225.4 267.8 294.3 317.1 334.8 363.6

重庆 100.0 159.9 184.7 221.8 233.9 276.3 301.5 325.5 344.8 373.2

云南 84.4 137.9 164.1 203.8 217.3 256.3 285.8 303.5 318.5 346.9

贵州 75.9 121.2 154.6 193.3 209.5 251.5 276.9 293.5 307.9 340.8

陕西 98.2 148.4 178.7 216.1 229.4 266.8 295.9 322.9 342.0 374.2

甘肃 76.3 128.4 159.8 199.8 204.1 243.8 266.8 289.1 305.5 341.2

青海 61.5 118.0 145.9 195.2 200.4 240.2 263.1 282.6 298.2 329.9

宁夏 87.1 136.7 165.3 214.7 212.4 255.6 272.9 292.3 310.0 344.9

内蒙古 91.7 146.6 172.6 214.6 229.9 258.5 271.6 293.9 309.4 344.8

广西 89.4 141.5 166.1 207.2 223.3 261.9 289.2 309.9 325.2 355.1

新疆 82.5 143.4 163.7 205.5 208.7 248.7 271.8 294.3 308.3 341.8

西藏 68.5 115.1 143.9 186.4 204.7 245.6 274.3 293.8 310.5 342.1

西部平均 84.6 137.5 164.4 206.1 216.6 256.1 280.4 301.5 317.9 349.9

全国平均 99.7 155.3 179.7 220.0 230.4 272.0 300.2 323.7 341.2 3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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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差距，处于较低的水平。西部地区的平均指数从 2012 年的 84.6 增至 2021

年的 349.8，这十年间增长了 4.1 倍。各省份中，贵州和西藏的增幅相较最高，

分别为 4.5倍和 5.0倍。相比之下，四川和重庆的增幅相对较小，但其初始值在

2012年已经较高，分别达到 100.1和 100.0。

从全国范围来看，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平均值从 2012年的 99.7上升至 2022

年的 372.7，增长了 3.7 倍。可以看出，相较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在数字

普惠金融发展方面仍存在明显的差距。由于初始基础较为薄弱，这种差距在这数

十年间整体呈扩大趋势。但仅从西部地区视角出发，其发展水平已取得了显著的

提升，并且展现出了明显的后发优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图 3.1 西部各省及全国平均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

数据来源：根据上述指数整理所得

如图 3.1 所示，西部地区和全国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发展过程中均呈

现出初期高速增长到后期稳定增长的演变轨迹。在发展的初期阶段，西部地

区的年增长率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的增长速率

逐渐趋同。此外，西部地区各省份之间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

异。具体来说，2021 年陕西、重庆、四川的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在西部地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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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列前茅，其中陕西和重庆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更是超越了全国平均水平。

然而，就当前情况来看，四川、广西、内蒙、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

夏、新疆以及西藏等区域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度还未能达到国家的平均标

准。特别是在甘肃、青海、新疆等位于我国西北的省份，它们在数字普惠金

融领域的发展潜力巨大，未来还有着广阔的提升空间等待挖掘。

3.2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机制

3.2.1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振兴的直接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的深层内涵不仅体现在它成功融合了数字金融广泛覆盖

的特性与普惠金融提供平等金融服务的宗旨，更体现在它通过先进的数字化

技术实现了金融服务的深度下沉与精准触达。这种融合并非金融机构与互联

网公司业务层面的简单相加或拼凑，而是在信息技术、数据分析、风险控制

等多个维度进行了深度的整合与创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仅优化了金

融服务流程，提升了服务效率，更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传统金融服务的空间

与时间限制，使得更为广泛的社会群体能够享受到便捷、高效且低成本的金

融服务。同时，通过数字化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数字普惠金融为农户和小微

企业提供了便捷且低成本的信贷服务，有效缓解了金融的社会性与盈利性之

间的矛盾。这不仅为社会公平提供了技术支持，还提升了金融机构的盈利空

间，为完善普惠金融体系提供了长效机制。此外，数字普惠金融还促进了农

村数字化程度的提升，推动了农村产业的数字化升级，进而助力数字乡村的

建设。通过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和降低融资约束，数字普惠金融为乡村产业

的振兴提供了直接的助力。

（1）数字普惠金融激活市场动能

为了达到乡村产业振兴战略目标，必须坚定地沿着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前

进，并促进农村金融向市场化方向转型。在国家政策引导下，西部地区农村

金融机构加快推进金融产品与服务方式创新，积极拓展农村金融服务范围，

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致富。尽管我国西部农村金融市场在多年的发展中已经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该市场在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上仍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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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不容忽视的短板。这些短板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市场的进一步拓展和高

效运作。然而，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在该地区的持续深化推进，特别是农户信

用体系的逐步构建与完善，西部农村金融市场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数字普惠金融的广泛应用，不仅极大地提升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渗透率，

还为农村金融市场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更具体地说，数字普惠金融作为

一个关键工具，旨在改进农村的融资氛围并激发社会的新需求，从而有效地

提升了农村企业的经营环境。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信贷资源在城乡之间的流

动配置，降低了农业生产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了涉农贷款效率，并通

过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为农民的创新和创业活动提供了合适的金融支持，

从而进一步激发了乡村产业的新的需求和增长动力。因此，在推进农村数字

化进程中，数字金融不仅助力于传统农村金融体系向现代农村金融组织形态

转型，而且也为其提供了全新的盈利模式和经营模式，有力地助推了农村金

融的快速发展，成为服务“三农”问题的关键力量，实现了金融服务覆盖“最

后一公里”的目标。数字普惠金融不仅推动了商业银行将其服务网络扩展到

各个乡镇，还为这些乡镇提供了数字化普惠金融服务，并在小额农业信贷方

面也表现出积极态度。同时，数字技术也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农村金融的经营

模式，提高了资金利用效率。这种做法不仅加强了金融机构间的健康竞争，

提升了农村金融服务的活跃度，同时也为乡村产业带来了高品质和高效率的

金融服务，进一步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增长和乡村产业振兴。

（2）数字普惠金融降低融资约束

乡村产业振兴关键在于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提升其生产力，其中农民

融资难的问题成为重要瓶颈。传统金融服务常常无法满足农民对资金的季节

性和临时性需求，尤其是在西部地区，资金短缺成为制约乡村产业发展的主

要障碍。随着农业的转型升级，农业经营由分散的小规模向集中的新型农业

经济转变，这不仅提高了对资金的需求量，也对资金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此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提供了新的解决路径，能够通过降低金融

约束和信息限制，提高农村创业群体的金融可获得性和农户创业积极性。具

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支持弱势群体、降低创业门槛，并利用互联网技

术优化信息传递，有助于缓解农民信贷约束，促进乡村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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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乡村产业的持续进步与发展，农村金融服务在资金需求、融资规模和

融资渠道方面均呈现新的特点和要求，表明建立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对于满足

新型农业的资金需求至关重要。因此，降低融资成本，提供更灵活多样的融

资渠道和服务，对于解决西部地区及其他乡村产业发展中的融资问题，激活

乡村产业要素活力，提高产业链条质量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上述探讨，本文提出假设 1：数字普惠金融在助力西部地区乡村产

业振兴方面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3.2.2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异质性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在赋能我国西部地区的乡村产业振兴方面，具有地域差异

性。西部各省在经济基础、社会发展水平、地理及气候条件等诸多方面存在

明显的不同。因此，本文遵循传统的地理划分标准，按各省省会所在地，以

秦岭为重要分界线，将广阔的西部地区细分为西南和西北两大区域，并针对

这两个区域展开详尽的对比分析。

在政策层面，由于各省区的发展阶段和政策导向不同，数字普惠金融在

乡村振兴中得到的政策支持也呈现出异质性。西南地区由于发展较快，政策

上更注重金融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为数字普惠金融提供了更多的政策支

持；而西北地区则更侧重于基础金融服务，政策倾向于解决基础金融需求。

在经济层面，我国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展现出了不同的增长态势。西南地区

各省份的经济增长势头尤为强劲，其 GDP 增速十分显著，多数省份的增速普

遍达到了两位数，显示出强大的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相较之下，西北地区

的经济增长则显得更为稳健，如甘肃、青海等省份的 GDP 增速常年保持较低

水平，虽然增速不及西南地区，但也呈现出持续稳定的增长趋势。在城乡差

异层面，尽管西北地区的城市化水平相对较高，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经济差

距较大，这也意味着其乡村产业振兴有着更大的提升空间。而西南地区在城

乡收入差距上表现较好，其区域内部的经济发展相对更为均衡，城乡之间的

经济差距较小。因此，在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乡村产业振兴受到数字普惠金

融的影响可能存在地域差异性。

根据上述探讨，本文提出假设 2：在助力西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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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数字普惠金融所发挥的影响作用展现出显著的差异化特点。

3.2.3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振兴的非线性影响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和里德定律与梅特卡夫定律所揭示

的网络效应溢出特性日益显著，即随着网络参与者的增多，网络价值呈现爆

炸性增长。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发展的过程

中，数字普惠金融同样展现出类似的网络溢出效应。研究显示，数字普惠金

融在促进乡村发展时存在门槛效应，其积极作用受到发展水平阈值的制约

（王森、陈宇斌，2022）。城市化水平的差异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不容忽

视，各区域在不同城市化水平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状况具有显著差异，

进一步对乡村产业振兴产生不同作用。城市化率常在门槛模型中扮演门槛变

量的角色，其与数字普惠金融之间存在紧密相连的耦合关系（李娜，2022）。

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受城市化水平的影响在不同区域存在显著差异，特别地，

在三线城市中，新型城市化水平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推动作用表现得格外突

出，甚至超过了一线、二线城市。这主要归因于城市化进程增加了人们消费

和投资需求，这些需求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催生了

相应的导向效应。然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也伴随着双重门槛效应，其对数

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正面影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逐渐减弱（马正兵、刘

玉丽，2021）。城市化过程中应贯彻人本关怀、城乡统筹等长效发展策略，

在城市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人们会对信息化数字化工具的接纳度与使用能

力上产生了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进一步影响了人们对数字普惠金融的了解

和应用水平。而这种在信息技术应用上的分化现象，不仅阻碍了数字普惠金

融的进展，还不利于乡村产业振兴在不同区域内的均衡发展。因此，在数字

经济时代，平衡城镇化进程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之间的互动对于乡村产业振

兴至关重要。

根据上述探讨，本文提出假设 3：城镇化水平作为关键因素，使得数字

普惠金融在西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方面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门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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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西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水平测度

4.1 指标构建原则

（1）代表性原则

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必须遵循代表性原则，即选择那些最能体现差

异化特色的指标。乡村产业振兴涉及多种相互关联的影响因素，如果不考虑

西部地域特色将所有指标纳入评价体系，将导致数据冗余且难以准确反映区

域乡村产业振兴的真实水平。因此，我们在选取指标时，必须紧密结合区域

的实际情况和特点，构建一套具有代表性和针对性的指标体系，以确保能够

客观、科学地反映乡村产业振兴的实际状况。

（2）系统性原则

乡村产业振兴指标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复杂且多维度的过程，它受到多重

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构建这一指标体系时，我们需要将这一复杂而多样的

有机统一体分解为不同层面进行深入剖析。这不仅要求我们针对各个层面进

行细致的梳理和划分，还需要全面考虑各系统之间的协同与联合，从而更加

全面、系统地把握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质。通过系统性的分析和研究，我们能

够更深入地理解乡村产业振兴的内涵，为西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的真实水平

提供准确的反映。因此，系统性原则是构建乡村产业振兴指标体系时必须遵

循的重要原则。

（3）科学性原则

为了精确刻画西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的内容结构，确保评价指标体系的

科学性至关重要。这要求我们分析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紧密结合实

际情况，深入了解我国乡村产业发展态势，从中筛选出能够充分体现西部地

区乡村产业振兴独特性的关键指标。此外，我们还需要深入剖析每个评价指

标的实际价值，确保其能够真实、准确地反映实际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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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指标评价体系构建

4.2.1 指标体系构成

随着乡村振兴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乡村产业振兴的讨论也日益热烈，

然而，至今尚未形成一套统一的乡村产业振兴水平测度指标体系。本文参考

并汲取了申云（2020 年）、康书生和杨娜娜（2022 年）等多位学者的研究

精髓，严格遵循了代表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原则，从农产品产业生产、乡

村产业功能以及乡村产业支撑三个层面，系统地构建了一套具体、全面且针

对性强的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并紧密结合了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

这套体系不仅涵盖了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还充分考虑了西部地区的特定环

境和需求，旨在为该地区的乡村产业振兴提供科学、准确的评估工具，以推

动其持续、健康的发展。如表 4.1 所示，三级指标中有 7 个正向指标，3 个

负向指标。

表 4.1 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框架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算公式 单位 方向

农产

品产

业生

产

农产品生

产能力

农业劳动生产

率（X1）

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一产业就

业人数

万元/万

人
正

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X2）

（粮食产量＋油料产量)/乡

村人数

万吨/万

人
正

农业机械化能

力（X3）
农业机械总动力/机耕面积

万千瓦/

千公顷
正

农产品产

业结构

产业结构化

（X4）
农业产值/农林牧渔业产值 % 负

农产品加工程

度（X5）

规模以上农副产品加工业主

营业务收入/农业总产值
%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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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续表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算公式 单位 方向

乡村

产业

功能

经济功能
第一产业产值

占比（X6）
第一产业产值/地区生产总值 % 负

生态功能
森林覆盖率

（X7）
统计年鉴获得 % 正

社会功能
农村居民恩格

尔系数（X8）
食品总支出/家庭消费总支出 % 负

乡村

产业

支撑

农业信息

服务

宽带接入率

（X9）

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农村家

庭户数（乡村人口数/农村家

庭平均每户人数）

% 正

农业固定

资产投资

农村人均固定

资产投资(X10)
统计年鉴获得

万元/万

人
正

在构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指标时，本文主要参考了《中国人口和就业

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以及各省

年鉴等权威资料。然而，鉴于农村信息服务领域的数据更新相对滞后，本次

分析仅涵盖了 2012 年至 2021 年这十年的相关数据，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

时效性。

4.2.2 指标测度方法

（1）测算方法

在衡量乡村产业振兴的过程中，多种测度方法如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

析法和熵值法等被广泛运用。本文选择熵值法作为评估工具，对西部地区 12

个省市自治区的乡村产业振兴指数进行精确测量。熵值法，作为一种基于信

息论的多指标评价方法，它通过计算每个指标的熵值，即指标信息的分散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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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来科学确定各指标的权重，从而用于综合评价或决策分析。具体来说，

熵值越大，意味着该指标提供的信息越分散，其确定性越低，因此在综合评

价中的权重也就越小；反之，熵值越小，权重则越大。

选择熵值法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熵值法的计算过程相对简单且易于操

作。在数据处理和分析过程中，熵值法能够有效地消除主观因素对评价结果

的影响，提高评价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另一方面，熵值法具有广泛的应用范

围和良好的适用性。该方法在数据挖掘、信息检索、网络安全以及乡村振兴

等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因此，熵值法成为本文评估乡村产业振兴指数的

理想选择。

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为了确保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首先对指标体系中的各

项指标进行规范化处理。这一过程是为了消除不同指标之间由于单位或量纲

差异导致的不可比性。同时，为了避免在后续计算中出现无意义的情况，还

需要对正负指标进行非负化处理，具体方法是在每个指标值上统一加上一个

极小的常数（如 0.0001）。

正向指标：
0001.0)]/()[( minmaxminij  XXXXZ ij 

负向指标：
0001.0)]/()[( minmaxmaxij  XXXXZ ij

其中， ijZ 通过标准化的数值， minX 是第 j 项指标中的最小样本值， maxX

是第 j 项指标中的最大样本值， ijX 为第λ年份第 i 个省份的第 j 项指标的指

标值。

第二步，需要计算每个省份所占的比重。这一步是熵值法计算过程中的

关键步骤，通过计算比重，能够反映出各个省份在不同指标上的相对表现，

为后续确定权重和综合评价指数的计算提供依据。





m

i
ijZZP

1

n

1
ijij / 




其中，j 为指标（j=1,2…10)，n 为年份（n=2012，2012…2021)，m 为省

份（m=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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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计算熵值。熵值是一个衡量数据分散程度的指标，通过计算熵

值，我们可以了解该指标在不同省份间的差异程度。熵值计算的关键在于利

用第二步得到的比重值，通过特定的数学公式，将比重转换为熵值，从而反

映该指标的信息含量和不确定性。

ij

m

i
ij

n

PPnmnE 


ln)(/1
11

j 




第四步，计算第 j 项指标的差异系数。差异系数是熵值法的关键参数之

一，它反映了各省份在该指标上的数据差异程度。通过计算差异系数，能够

确定哪些指标在地区间具有较大的变化，从而更准确地反映乡村产业振兴的

综合情况。

jEG  1j ，0≤ jG ≤1

第五步，计算第 j 项指标的权重。权重是衡量各项指标在综合评价中

相对重要性的关键参数。通过计算权重，能够明确各个指标对乡村产业振

兴综合评价指数的贡献程度。在计算权重时，我们利用前面步骤中得到的

差异系数，并结合其他相关因素，通过一定的数学模型进行计算。





n

j
jj GGW

1
j /

各指标信息熵值、权重系数的测算结果如表 4.2 所示:

表 4.2 信息熵值、信息熵冗余度和权重系数

指标代码 信息熵值 Ej 信息熵冗余度 Gj 权重系数Wj

X1 0.9239 0.0761 0.1076

X2 0.8737 0.1263 0.1787

X3 0.8719 0.1281 0.1811

X4 0.9571 0.0429 0.0607

X5 0.9246 0.0754 0.1067

X6 0.9685 0.0315 0.0446

X7 0.9289 0.0711 0.1006

X8 0.9671 0.0329 0.0465

X9 0.9398 0.0602 0.0851

X10 0.9375 0.0625 0.0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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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根据前面步骤中计算得出的各项指标权重，进行加权求和，从

而计算出西部地区各省市自治区的乡村产业振兴发展指数。

ijZWS  ji

（2）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权重

表 4.3 展示了根据熵值法构建的乡村产业振兴指标体系，该体系包含了

多个关键指标，用于全面评估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状况。

4.3 乡村产业振兴评价体系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权重

农产品产

业生产
0.6348

农产品生

产能力
0.4674

农业劳动生产率

（X1）
0.1076

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X2）
0.1787

农业机械化能力

（X3）
0.1811

农产品产

业结构
0.1674

产业结构化

（X4）
0.0607

农产品加工程度

（X5）
0.1067

乡村产业

功能
0.1918

经济功能 0.0446
乡村非农收入占

比（X6）
0.0446

生态功能 0.1006
森林覆盖率

（X7）
0.1006

社会功能 0.0465
农村居民恩格尔

系数（X8）
0.0465

乡村产业

支撑
0.1735

农业信息

服务
0.0851

宽带接入率

（X9）
0.0851

农业固定

资产投资
0.0883

农村人均固定资

产投资(X10)
0.0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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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级评估指标体系中，农产品产业生产的重要地位不容忽视，其指数

权重高达 0.6348，这足以彰显农产品生产能力和农产品产业结构对于乡村产

业整体振兴水平的核心影响。事实上，我国西部地区的乡村产业能否实现有

效振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产品生产能力的强大与否以及产业结构的优

化程度。除此之外，乡村产业功能和乡村产业支撑也是评价体系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们的权重分别为 0.1918 和 0.1735，这进一步表明了这两者在推动

产业振兴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深入观察三级指标，可以清晰地看到农业劳动

生产率、农业机械化能力、农产品加工程度以及森林覆盖率等关键指标的权

重系数均超过了 0.1 的阈值。这一数据明确指出了这些指标在衡量和促进乡

村产业振兴中的关键地位。综上所述，我国西部地区在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

宏大战略中，必须牢牢把握农产品生产能力的提升、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

农业生态功能的强化以及农业信息服务的综合发展等核心要素。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乡村产业的全面、深入和持久的振兴。

4.3 西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发展水平

基于先前构建的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进行深入的数

据分析，所得出的乡村产业振兴指数具体如表 4.4 所示。

表 4.4 2012-2021 年我国西部地区各省乡村产业振兴指数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均值

四川 0.276 0.271 0.295 0.303 0.315 0.323 0.343 0.349 0.377 0.373 0.323

重庆 0.335 0.333 0.359 0.361 0.381 0.388 0.409 0.414 0.430 0.440 0.385

云南 0.221 0.219 0.235 0.241 0.254 0.255 0.260 0.270 0.280 0.279 0.251

贵州 0.292 0.283 0.295 0.276 0.264 0.257 0.266 0.260 0.283 0.289 0.276

陕西 0.289 0.289 0.306 0.306 0.324 0.329 0.345 0.346 0.355 0.351 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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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4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均值

甘肃 0.226 0.224 0.248 0.240 0.250 0.267 0.312 0.304 0.319 0.324 0.272

青海 0.192 0.178 0.188 0.191 0.197 0.192 0.215 0.233 0.225 0.228 0.204

宁夏 0.186 0.189 0.201 0.198 0.197 0.209 0.235 0.240 0.251 0.265 0.217

内蒙

古
0.245 0.268 0.286 0.303 0.312 0.318 0.331 0.335 0.344 0.363 0.310

广西 0.323 0.316 0.347 0.347 0.359 0.357 0.389 0.391 0.417 0.420 0.367

新疆 0.113 0.124 0.142 0.154 0.152 0.172 0.191 0.214 0.202 0.214 0.168

西藏 0.272 0.300 0.327 0.343 0.378 0.334 0.399 0.383 0.400 0.402 0.354

均值 0.247 0.249 0.269 0.272 0.282 0.283 0.308 0.312 0.324 0.329 0.287

整体来看，2012 年至 2021 年期间，西部地区各省市自治区的乡村产业

振兴指数均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增长显著。西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均值

从 2012 年的 0.247 稳步提升至 2021 年的 0.329，增幅高达 32.89%，这体现

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成功推行。然而，也必须认识到，乡村产业振兴指数尚处

于较低水平，2021 年西部地区各省乡村产业振兴指数均值仅为 0.329。具体

来看，西部地区有 6 个省份的指数高于均值，重庆表现最为突出，其乡村产

业振兴指数最高，达到 0.440；而位于西北地区的新疆则相对较低，其乡村

产业振兴指数仅为 0.214，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差距超过两倍，显示出西

部地区在乡村产业振兴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发展不均衡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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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2012-2021 我国西部地区各省乡村产业振兴水平

数据来源：根据上述指标构建测算

如图 4.1 所示，在 2012 年至 2021 年这十年间，西部地区各省市自治区

的乡村产业振兴指数整体上展现了稳步攀升的态势，增长动力十足。然而，

在这一增长轨迹中，也观察到了某些波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藏地区的

乡村产业振兴指数在这期间的波动情况尤为明显，表现出较大的起伏。这种

显著波动主要归因于西藏独特而复杂的气候条件。地处高原的西藏，气候垂

直差异显著，从温暖湿润的河谷地带到高寒的雪山草地，不同海拔地区的气

候条件截然不同，这对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同时，西藏的耕地资源

相对紧张，大部分地区属于高原草地，适宜耕种的土地资源有限。而且，随

着气候变化的影响，耕地资源进一步受到威胁，不仅数量减少，质量也在下

降。后备耕地资源的稀缺性更加剧了这一问题，使得乡村产业发展存在不平

稳的问题。尽管如此，西部地区整体的增长趋势仍然积极向好，显示了西部

地区在乡村产业振兴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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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影响的实证分析

5.1 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5.1.1 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为乡村产业振兴指数，即基于上文构建的指标体系计算得

出的 2012 年至 2021 年期间我国西部地区 12 个省市自治区的乡村产业振兴

指数。

解释变量：本文选用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1 年）》

报告中提及的我国西部 12 个省份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了统一度量标准，

本文对该指数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即将其除以 100。

控制变量：鉴于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本文综合考虑

了包括人口的年龄结构、城市化发展程度、财政支持力度等在内的多种因素，

并据此选取了相应的控制变量。通过纳入这些控制变量，能够更准确地分析

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并排除其他潜在干扰因素的作用。控制变量

具体包括：

（1）老年抚养比。用于衡量劳动年龄人口承担老年人口抚养负担的经

济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国家或地区老年人口（通常指 65 岁及以上人口）

与劳动年龄人口（常定义为 15 岁至 64 岁）的数量比。该指标用于评估劳动

力市场的压力，以及社会保障系统面临的潜在挑战。人口结构对乡村的生产

生活方式和当地经济发展模式均会产生显著影响，进而对乡村产业振兴产生

一定作用（廖柳文，2018）。

（2）城市化率。用于衡量一个地区城市居民占总人口比例的指标，它

反映了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情况。这一指标不仅能够展示一个地区城

市人口的规模，而且还可以反映该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和发展水平。学者陈亚

军（2022）的研究揭示，在城镇化率相对较低的区域，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

的积极作用更为突出。而安晓明（2020）的研究则聚焦于新时代乡村产业振

兴的战略与实践，他提出，实现城乡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借助城市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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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技术等优势资源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并通过市场化要素在城乡间的均衡

配置，构建起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财政支农水平。表示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

支持程度。这包括政府对农业生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民生活福利改善

以及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的财政投入。可通过比较各省在农林水支出方

面所占政府一般性支出的比例来评估财政支农水平。财政支农水平是衡量一

个地区政府支持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建设力度的重要指标，直接影响到农业

竞争力的提升、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4）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用于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公共

服务能力和生活质量。完善的基础设施能够显著提升乡村的交通、通讯、水

利等条件，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进而吸引更多的投资和人才流入。

这不仅有助于推动乡村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发展，还能促进农产品加工、

乡村旅游等多元化产业的兴起，从而增强乡村经济的内生动力。

（5）贸易开放程度。用于衡量一个地区参与国际贸易的广度和深度，

以及其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通过拓宽国际市场，贸易开放为乡村产业提

供了更广阔的销售渠道和更丰富的资源，促进乡镇企业与国际接轨，加速了

农产品的出口和深加工，推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贸易开放

也吸引了更多的外部投资和技术，带动了乡村产业的创新和发展，为乡村经

济的持续增长注入了强大动力。

表 5.1 各变量具体含义

变量名称 变量 变量描述 计算方法

被解释变量 Rural 乡村产业振兴指数 上文熵值法计算得出

核心解释变量 Dif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北京大学金融中心数据

控制变量

Old 老年抚养比 65 岁及以上人口数/劳动年龄人口数

Urb 城市化率 城市人口/总人口

Gov 财政支农水平 财政农林水支出/财政支出总额

Traffic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铁路里程+公路里程）/土地面积

Opening 贸易开放程度 进出口贸易总额/地区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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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数据说明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多个具有高度权威性的统计年鉴，这些年

鉴涵盖了广泛的信息范围。具体的数据来源包括《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区域经济年鉴》，本研究还参考了各省从

2012 年至 2021 年期间的统计年鉴。这些丰富而全面的数据资源为本文的研

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数据处理和分析方面，主要采用了 Excel和 Stata 17.0

这两款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深入的处理和分析。

5.2 模型构建

5.2.1 基准回归模型

基准回归模型是一种在机器学习和统计分析中常用的模型，其核心思想

是通过引入控制变量来剔除混淆变量的影响，从而准确评估解释变量对被解

释变量的影响。本研究构建了基准回归模型来进行分析：

itititit ControlDifralR   i321u

上述模型中， itralRu
代表第 t 年 i 省份的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即被解释变

量； itDif
代表第 t 年 i 省份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即解释变量； itControl

为控制变量，包括老年抚养水平、城市化水平、财政支农水平、基础设施建

设水平和贸易开放程度； 为待估计参数； i 为省份效应； it 为随机扰动

项，用于捕捉模型未能涵盖的其他影响因素。

5.2.2 面板门槛模型

门槛效应是指当某一经济参数累积到一定程度，即达到一个特定的阈值

时，会触发另一经济参数发生非线性或突变性的转变，导致其发展方向、速

度或模式产生显著变化。这个引发转变的特定数值被称为门槛值，它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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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从一个稳态过渡到另一个稳态的临界点。经济学领域，学者通常利用门

槛模型来探讨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在不同阶段的

变化情况。鉴于乡村产业振兴受数字普惠金融的影 响程度可能因其他因素

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因此，为了使研究更精确，本文选取城市化率作为门槛

变量，深入剖析二者的非线性关系。

it

iitiit

OpeningTraffic
GovUrbOldqfDrqDi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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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21it )r(i)(ural ＞

上述模型中， itralRu
同样代表第 t 年 i 省份的乡村产业振兴水平； itDif

代

表第 t 年 i 省份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Old、Urb、Gov、Traffic、Opening

分别为老年抚养比、城市化率、财政支农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贸易开

放程度，即控制变量； 、  为待估计参数；r 是未知门槛值； iq 为门槛变

量。

5.3 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之前，本文运用 Stata 17.0 软件对西部地区 2012-2021 年十年间

的相关面板数据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本文选取的数据集具备强平衡性

特征。这意味着本文所采纳的省级面板数据满足平稳性要求，因此可以进行

后续相关研究。

5.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描述性统计是一种用于概括和描述数据集基本特征的统计方法。它通过

对数据进行整理、概括和计算，提取出能够反映数据分布、集中趋势、离散

程度以及形状等方面的信息，从而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和分析数据。实证

首先对所研究的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及五个控制变量展开了详细的描述性

统计分析，全面汇总并整理了这些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最值等重要统计

指标。研究样本涵盖了 2012 年至 2021 年期间我国西部地区 12 个省市自治

区的面板数据，总共包含 120 个样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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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Rural 120 0.287 0.0727 0.113 0.440

Dif 120 2.315 0.820 0.615 3.742

Old 120 0.141 0.0432 0.0700 0.265

Urb 120 0.515 0.0998 0.229 0.703

Gov 120 0.140 0.0270 0.0802 0.204

Traffic 120 0.583 0.500 0.0534 2.274

Opening 120 0.114 0.0782 0.00763 0.401

如表 5.2所示，乡村产业振兴指标的最大值为 0.440，而最小值仅为 0.113，

最大值几乎是最小值的四倍，这一差距反映出我国西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水

平的不均衡状况。至于缩小百倍后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其最大值达到了

3.742，最小值仅为 0.615，两者之间的差距约为六倍，这也进一步表明我国

西部地区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上同样存在不均衡现象。在控制变量方

面，老年抚养比、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贸易开放程度的最小值与最大值之间

的差距也相当显著，这同样暗示了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情况，并可能导致它们

对乡村产业振兴水平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表 5.3 相关性分析

变量 Rural Dif Old Urb Gov Traffic Opening

Rural 1

Dif 0.440*** 1

Old 0.432*** 0.445*** 1

Urb 0.140* 0.514*** 0.387*** 1

Gov -0.322*** 0.165* -0.297*** -0.196** 1

Traffic 0.474*** 0.209** 0.535*** 0.377*** -0.686*** 1

Opening 0.349*** -0.0900 0.160* 0.102 -0.641*** 0.513*** 1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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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分析用于研究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强度和方向。这种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以及这种关联的程度如

何。其结果如表 5.3 所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指数之间

存在正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为 0.440，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一

结果初步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即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产业振兴方面具有

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假设的合理性。控制变量中，老年抚养

比、财政支农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以及贸易开放程度均与乡村产业振兴

表现出显著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 0.432、-0.322、0.474、0.349，且这

种相关性同样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得到了确认。城市化率与乡村产业振兴

之间也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0.140，但这种关系在 10%的显著

性水平上较为显著。

为了确保模型的准确性，需要检验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本

文选取了方差膨胀因子（VIF）这一诊断工具进行深入分析。结果显示，各

变量间的 VIF 值均位于 1.24 至 2.65 的范围内，这一范围远低于临界值 5。因

此，我们可以排除模型中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性，从而确保了后续分析的

可靠性。

5.3.2 基准回归分析

本文选择修正后的豪斯曼检验作为模型选择的依据。这一检验方法能够

有效地区分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在特定研究背景下的适用性。修正

后的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P 值为 0.6744，这一数值显著地高于通常设定的

显著性水平 0.1，这意味着我们应当拒绝原假设——即固定效应模型更优。

因此，统计上表明随机效应模型在解释当前研究问题时具有更为显著的优

势。基于这一统计检验结果，本研究最终决定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作为主要的

分析工具。随机效应模型考虑了不同样本间的异质性，能够更好地捕捉西部

地区内部不同乡村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产业振兴方面的差异。通过应用这

一模型，能够更为精确地揭示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具体影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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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基准回归模型结果

（1） （2）

变量

Dif 0.0333*** 0.0438***

（0.0019） (0.00797)

Old 0.0184

(0.0678)

Urb -0.3033**

(0.1497)

Gov 0.1877*

(0.1235)

Traffic 0.0393*

（0.0202）

Opening -0.0897**

（0.0414）

Constant 0.2103*** 0.3009***

（0.0177） (0.0614)

N 120 120

省份效应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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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表 5.4 所示，基准回归模型结果聚焦于数字普惠金融（Dif）在西部地

区乡村产业振兴（Rural）方面的影响。列（1）为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情

况下，二者之间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二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数字普惠

金融指数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 0.0333，这意味着当数字普惠金融

指数每增加 1 个百分点时，乡村产业振兴指数将相应增加 0.0333 个百分点。

在列（2）中，纳入了控制变量——老年抚养比（Old）、城市化率（Urb）、

财政支农水平（Gov）、基础设施建设水平（Traffic）和贸易开放程度（Opening）。

尽管加入了这些控制变量，但可以看出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依然存在

显著正相关关系，系数为 0.0438。在考虑人口结构和政府财政扶持等多重因

素后，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Dif）在助力乡村产业振兴（Rural）方

面具有显著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极具包容性的金融政策，其卓越

优势在于能够深入触达并广泛覆盖至个体农户等社会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

便捷且低成本的信贷支持。受惠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助力，银行等金融机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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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提供小额贷款、创新金融产品以满足农户多样化金融服务需求，有效引导

资金注入农村产业，进而促进乡村产业的振兴与发展。

在控制变量中，老年抚养比（Old）的系数为 0.0184，但并未通过显著

性检验，这表明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后果在西部地区对乡村产业振兴并未产生

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西部地区相对落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导致

人口老化现象加剧，然而老年抚养比的变化并未显著影响乡村产业振兴的进

程。

城市化率（Urb）的系数为-0.3033，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城市化水平

在某种程度上对乡村产业振兴（Rural）产生了阻碍作用。具体而言，当城市

化率（Urb）增加 1 个百分点，乡村产业振兴指数（Rural）会下降 0.3033 个

百分点。尽管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发展迅速，但由于忽视了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性，导致乡村发展方式相对滞后，农业成本不断上升，生态环境遭

受破坏，从而对乡村产业振兴产生了不利影响。

财政支农水平（Gov）的系数为 0.1877，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财

政支农水平（Gov）对乡村产业振兴（Rural）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具

体来说，农林水务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例每增加 1 个百分点，将会使

乡村产业振兴指数（Rural）相应地上升 0.134 个百分点。这一发现为政策制

定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即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财政对农业、林业

和水务等领域的投入力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乡村产业的振兴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Traffic）的系数为 0.0393，在 5%的水平上显著。表

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Traffic）对乡村产业振兴（Rural）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可见，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Traffic）每增加 1 个百分点，乡村

产业振兴指数（Rural）就上升 0.0393 个百分点。通过不断地完善基础设施，

可以改善西部地区乡村地区的交通状况，促进物流发展、经济发展和旅游开

发，从而推动乡村产业的振兴和发展。

贸易开放程度（Opening）的系数为-0.0897，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

贸易水平对西部地区乡村产业发展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当贸易开放程度

（Opening）每增加 1 个百分点，乡村产业振兴指数（Rural）就下降 0.0897

个百分点。在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西部地区乡村的某些重要资源，如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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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等，可能会因为国内外市场价格的差异而被大量出口，导致资源流失。

这种流失可能使得乡村地区在未来的发展中面临资源匮乏的困境，从而影响

到其长期的产业振兴。

综上所述，数字普惠金融在助力西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方面起到了显著

的促进作用，假设 1 成立。

5.3.3 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是指在统计分析中对已得出的研究结论进行的一系列检验，

以确保这些结论不会因为模型的轻微变化而发生重大改变。本文借鉴以往学

者的研究，从三个方面开展稳健性检验：

（1）替换解释变量。本文用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Broad）和使用

深度（Depth），逐一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5.5 中，（1）和（2）列，把解释

变量更换为覆盖广度（Broad），而（3）和（4）列，将解释变量替换为使用

深度（Depth）。这一替换旨在从不同维度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振 兴

的影响，从而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替换解释变量后如图 5.5 所示，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Broad）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且系数显示 0.0312，这一结果在引入控制变量

后，其系数提升至 0.0520，依然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明确揭示

出，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Broad）在赋能西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Rural）

方面具有显著效果。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Depth）系数为

0.0331，同样在 1%的水平上显著。即使加入了控制变量，其系数调整为

0.0234，依然保持了高度的显著性。这进一步证实了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

度（Depth）能够助力西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Rural）发展。综上所述，无

论是从覆盖广度还是使用深度来看，西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Rural）均受到

数字普惠金融（Dif）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验证了上文回归结果的稳健

性，为数字普惠金融（Dif）在促进乡村产业振兴（Rural）中的重要作用提

供了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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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替换解释变量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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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缩尾处理。缩尾处理是一种数据处理方法，主要用于对数据中的

极端值或异常值进行处理，以减少它们对整体数据分布和分析结果的影响。

本文考虑到极端值和离群值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通过对解

释变量（Dif）、被解释变量（Rural）、以及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指数

（Broad）均进行缩尾处理，重新进行了随机效应分析，以检验上文回归结果

是否稳健。

如表 5.6 所示，经过对相关变量进行缩尾，本文再次进行回归分析，可

以发现解释变量（Dif）对被解释变量（Rural）依然保持着 1%水平上的显著

正向影响，其系数为 0.0331。当加入控制变量后，该系数变为 0.0438。同时，

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缩尾处理后的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Broad）在助

力乡村产业振兴（Rural）方面存在积极作用，并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一

发现无疑再次强化了前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为我们提供了更

加坚实的研究基础。

变量 (1)Rural (2)Rural (3)Rural (4)Rural

Broad
0.0312***

（0.0017）

0.0520***

（0.0078）

Depth
0.0331***

（0.0021）

0.0234***

（0.0060）

Old
-0.0338

（0.0643）

0.0185

（0.0719）

Urb
-0.4863***

（0.1528）

0.0523

（0.1199）

Gov
0.1061

（0.1183）

0.2623**

（0.1306）

Traffic
0.0376*

（0.0194）

0.0416*

（0.0213）

Opening
-0.1079***

（0.0395）

-0.0711

（0.0437）

Constant
0.2209***

(0.0201)

0.4075***

（0.0673）

0.2167***

（0.0165）

0.1549***

(0.0494)

N 120 120 12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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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缩尾处理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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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改变样本容量。重庆市作为直辖市，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西部

资源富集地区的接合部，由于特殊的区位优势，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扶

持力度等方面与西部地区其他省份存在显著差异，为确保研究的准确性和一

致性，本文决定将重庆市的样本从数据集中剔除。对剩余的西部地区 11 个省

份的样本重新进行了回归分析，以检验之前的研究结果是否依然稳健可靠。

如表 5.7 所示，当从样本中移除直辖市重庆市的相关数据后，数字普惠

金融指数（Dif）对于西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Rural）的影响系数系数依然

保持为正，具体数值为 0.0324，并且这一结果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在进一步加入控制变量后，该系数变为 0.0454，同样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

得到了验证。这一发现不仅再次验证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还进一步凸显了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Dif）在推动西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Rural）中的积极

作用，与本文先前的研究结论相吻合。

变量 (1)Rural_w (2)Rural_w (3)Rural_w (4)Rural_w

Dif_w
0.0331***

（0.0019）

0.0438***

（0.0080）

Broad_w
0.0309***

（0.0017）

0.0504***

（0.0079）

Old
0.0266

（0.0675）

-0.0277

（0.0648）

Urb
-0.3043**

（0.1230）

-0.4567***

（0.1535）

Gov
0.1833

（0.1230）

0.0943

（0.1195）

Traffic
0.0357*

（0.0201）

0.0335*

（0.0195）

Opening
-0.0864**

（0.0413）

-0.1117***

（0.0401）

Constant
0.2109***

(0.0177)

0.3026***

（0.0613）

0.2215***

（0.0200）

0.3252***

(0.0624)

N 120 120 12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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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改变样本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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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 内生性检验

在实证研究中，需要考虑内生性问题。具体来说，乡村产业振兴（Rural）

发展无疑会受到数字普惠金融（Dif）的积极影响，但反过来，乡村产业振兴

水平（Rural）的提升也可能促进数字普惠金融（Dif）的进一步发展。本文

将解释变量滞后一阶，借助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方法，以有效规避这一潜在

的内生性干扰。

如表 5.8 所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if）的系数为 0.0512，并在 1%的

水平上显著。这一发现有效支持了假设，即解释变量（Dif）与被解释变量

（Rural）之间不存在内生性问题，从而进一步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有

效性。

变量 (1)Rural (2)Rural (3)Rural (4)Rural

Dif
0.0324***

（0.0020）

0.0480***

（0.0085）

Broad
0.0303***

（0.0018）

0.0552***

（0.0082）

Old
0.0496

（0.0732）

-0.0123

（0.0697）

Urb
-0.3267**

（0.1622）

-0.4903***

（0.1644）

Gov
0.1772

（0.1254）

0.0940

（0.1204）

Traffic
-0.0343

（0.0481）

-0.0365

（0.0470）

Opening
-0.0814*

（0.0488）

-0.0945**

（0.0467）

Constant
0 .2041***

(0.0189)

0.3247***

（0.0640）

0.2146***

（0.0205）

0.4235***

(0.0694)

N 110 110 110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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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2SLS

Dif
0.0512***

(0.0083)

L.Dif
0.8866***

（0.0150）

Old
0.1897

(0.1469)

Urb
-0.2367***

(0.0605)

Gov
-0.5417*

(0.3058)

Traffic
0.0256

（0.0160）

Opening
0.1834**

（0.0818）

Constant
0.3044***

(0.0584)

省份效应 是

N 120
2R 0.4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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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 异质性分析

在探讨解释变量（Dif）对被解释变量（Rural）的影响时，考虑到地理区域

差异可能导致的异质性影响。因此，为了深入研究这种区域性的差异，本文以自

然地理分界线秦岭为界，将研究样本细分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两大区域。在数

据分析中，西南地区的数据呈现在列（1）中，而西北地区的数据则展示在列（2）

中。通过对比这两个区域的数据，能够初步揭示出解释变量（Dif）在不同区域

对被解释变量（Rural）影响的差异。然而，为了更精确地量化这种区域异质性，

本文进一步采用了随机效应模型进行统计检验。这一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地

评估解释变量（Dif）在不同地理区域下对被解释变量（Rural）的具体影响，从

而为我们提供更为深入和全面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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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1) (2)

Dif 0.0568*** 0.0035

(0.0121) (0.0113)

Old -0.1418 0.9437***

(0.1778) (0.2351)

Urb -0.1818 0.3143***

(0.1847) (0.1059)

Gov -0.6234 -0.0811

(0.4400) (0.3076)

Traffic -0.0054 0.1017***

（0.0215） （0.0243）

Opening 0.3141*** -0.0882

（0.0941） （0.1452）

N 6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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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表 5.9所示，我们运用随机效应模型对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数字普惠金

融指数（Dif）与乡村产业振兴指数（Rural）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在西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if）系数为正，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这强

有力地证实了在西南地区，乡村产业振兴（Rural）受到数字普惠金融（Dif）方

面显著的推动作用。然而，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西北地区，尽管数字普惠金融

（Dif）对乡村产业振兴（Rural）也展现了一定的正面效应，但其效果并不显著。

究其原因，西南地区经济较为发达，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民族文化优势，注重

发展乡村休闲旅游和特色农业，有效提升了乡村产业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同

时，该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健全，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相比

之下，西北地区由于发展水平较低，再加上自然环境的制约和人口流动的劣势，

数字金融技术在乡村地区的渗透速度相对较慢，因此其促进效果并不显著。

综上所述，在助力西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的过程中，数字普惠金融所发

挥的影响作用展现出显著的差异化特点，假设 2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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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门槛回归分析

为了继续深化二者关系的研究，本文借鉴了以往学者的相关文献，选择城市

化率作为门槛变量。为了确保所得检验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我们运用了自助

法，进行了 300次的重复自举抽样，通过对原始样本进行有放回的均匀抽样，生

成一系列的重采样样本，并利用这些样本对统计量的分布进行估计。

表 5.10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门槛变量 门槛模型 F 统计值 P 值 10%临界值 5%临界值 1%临界值

Urb

单一门槛 22.81 0.0800* 21.1360 24.9924 31.2704

双重门槛 11.78 0.2067 15.6217 19.5007 25.5306

三重门槛 2.16 0.9233 14.1563 16.7449 26.0941

根据表 5.10 的结果：在单一门槛检验中，P 值为 0.0800，显著性水平较

高，这表明存在单一门槛效应。然而，在进行双重及三重门槛检验时，P 值

均不显著，因此可以排除双重或三重门槛效应的存在。基于上述分析，可以

得出结论：城市化率（Urb）的提高确实使得解释变量（Dif）与被解释变量

（Rural）之间的影响呈现出一种单一门槛效应。这意味着两者之间呈现出非

线性关系。因此，假设 3 得到了验证。

表 5.11 门槛估计结果

门槛 估计值 95%置信区间

单一门槛 0.4025 [0.3878 ，0.4048]

为了深入剖析数字普惠金融（Dif）对西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Rural）

的单一门槛效应，我们参考了表 5.11 的门槛模型估计结果。该结果显示，城

市化率（Urb）的门槛值为 0.4025，其置信区间为[03878，0.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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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门槛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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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表 5.12 的回归结果为我们提供了具体的系数分析。研究表明，在

城市化率（Urb）未达到 0.4025 这一特定门槛时，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指

数（Dif）对被解释变量乡村产业振兴指数（Rural）产生了系数为 0.0421 的

正面影响，这表明解释变量（Dif）每增加一个单位，被解释变量（Rural）

将提升 0.0421 个单位，且这一发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得到了证实。同时，

当城市化率（Urb）超过 0.4025 时，解释变量（Dif）对被解释变量（Rural）

的积极作用开始逐渐减弱，这一阶段的影响系数降低到了 0.0189，表示每增

加一单位解释变量（Dif），被解释变量（Rural）也相应增加 0.0189 个单位，

仍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被确认。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在相对较低的城市化率区间内，解释变量数

字普惠金融（Dif）在助力被解释变量西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Rural）方面

具有显著影响。但随着城市化率的加速推进，二者间的促进作用开始减弱。

究其原因，可能是西部地区经济增速较为为缓慢，农村缺少劳动力所需要的

发展平台和就业机会，导致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迁移，农村地区劳动力

资源匮乏。同时，留在农村的主要为老年人口，他们对数字金融技术的接受

和使用能力相对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乡村产业振兴的步伐。

变量/参数 乡村产业振兴水平（Rural)

Dif(q≤0.4025） 0.0421***（0.098）

Dif(q>0.4025) 0.0189***(0.0058)

Old -0.0584((0.0980)

Gov 0.1650*(0.0821)

Traffic 0.0312（0.0213）

Opening -0.0511（0.0458）

Constant 0.1957(0.0243)

N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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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参考以往学者研究，采用熵值法对西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水平进行

测度，并选取了三个控制变量构建基准回归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首先，根

据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并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分析后，

得出这些分析结果均与研究假设 1 高度契合，为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接着，

依秦岭为界，将西部地区划分为西北和西南两个区域，进一步开展区域异质

性分析，从而验证了研究假设 2 的正确性。最后，根据门槛回归结果，探讨

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产业振兴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成功证实了研究假设

3。基于这些研究结论，我们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西

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综上，实证结论如下：

（1）在基准回归模型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助力乡村产业

振兴水平方面呈现显著的促进作用，充分说明西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受到数

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积极影响十分显著。因此，为了进一步提升乡村产业振兴

水平，加大西部地区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宣传力度并完善金融基础设施显得

尤为关键和重要。同时，为实现数字普惠金融良性发展，创新金融产品、优

化农村信用体系和加强监管也是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根本保障。

（2）在异质性分析中，随着西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的推进，数字普惠

金融所发挥的影响作用展现出显著的差异化特点。具体而言，与西北地区相

比，数字普惠金融在西南部地区的发展对乡村产业振兴的推动作用更为显

著，成效也更加卓越。因此，结合地域特点展开数字普惠金融建设显得尤为

重要。

（3）在门槛回归模型中，以城市化率为门槛变量，当城市化率处于某

一特定区间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赋能西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方面具有

显著影响。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振兴的

积极推动作用开始逐渐减弱。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水

平的提升作用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因此，在城市化进程逐步推进的过程中，

西部地区农村应着重吸引人才回流，并加大力度普及数字普惠金融知识，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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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数字金融的适老化发展，以进一步提升乡村产业振兴水平。

6.2 对策建议

6.2.1 加大数字普惠金融宣传力度，完善金融基础设施

为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目标，提升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完善金融基

础设施成为关键一环。一方面，应致力于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知识的宣传普及。

首先，政府需增加对西部地区乡村教育的财政及人力物力资源的投入，建议将金

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从根本上提高农村居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金融素养和

风险意识。其次，乡村基层组织应积极参与金融知识的传播，利用乡镇广播和村

干部挨家挨户走访进行有效宣传，并为农户及农业经营者提供手把手、针对性的

操作技能培训。金融机构也要定期举办数字普惠金融知识普及活动，通过设置社

区流动宣传点、开展金融知识讲座等的方式，向农村居民讲解数字普惠金融和防

骗反诈知识，提高农民对数字金融知识和潜在风险的认知，帮助其突破信息限制，

跨越数字鸿沟，享受更加便利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也要关注西部地区金融

基础设施的建设。首先，要完善西部地区的农村互联网设施，这需要政府与

网络运营商的紧密合作，通过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方式，为网络运

营商提供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他们在西部农村增设移动网络信号基站，为数

据存档、移动支付等新型数字化技术手段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确保西部地区

网络信号的全覆盖。其次，要建设西部地区的农村金融服务网络。可以通过

合作开展农村金融服务点项目，鼓励金融机构和第三方支付公司向西部农村

投放更多移动支付设备，引入村级代理人模式，利用现有的农村供销社、邮

政储蓄等网络进行金融服务延伸。在此基础上，还应大力支持西部地区的农

村网商和电商平台建设，结合当地特色农产品，加快农业产业链的数字化升

级进程，推动数字金融服务在乡村产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6.2.2 创新金融产品，拓宽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范围

为了数字普惠金融更有效地助力西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首要任务是结

合西部地区乡村的特色产业，创新出贴合当地农村居民需求的金融产品，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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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其普惠性和适用性。一方面，我们要优化乡村金融支付服务，研发并推广

“乡村金融版”手机银行 APP，使移动支付更好地融入农村产业发展，提升

农村居民对数字普惠金融产品的接受度和信任度。另一方面，金融机构需根

据农户的实际状况，量身打造信贷产品，满足其多样化的金融需求。特别要

针对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周期性特点，开发适应农户需求的信贷解决方案。

同时，鉴于西部地区农村理财产品的匮乏和居民金融知识的有限，我们应开

发低风险、灵活易懂的理财产品，以满足农民的经济水平和理财需求。在保

险领域，鼓励保险企业针对西部农业特点创新险种，简化购买流程，为农民

提供更多理财选择。此外，构建专为西部地区农村打造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

平台至关重要，这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包容性，确保金融服务

的全面覆盖。最后，要进一步加快西部地区农村产业链的数字化结构转型，

利用云计算等现代技术拓展服务范围，使数字金融服务与农村居民的日常生

活紧密结合，从而扩大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领域。

6.2.3 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政策

基于上文现状研究和异质性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西部地区在乡村产业振兴水

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以及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发展不均衡现

象。因此，要分区域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政策，既要对位又要错

位，发挥优势区域的辐射作用，实现协同发展。一方面，在数字化水平相对占优

势的西南地区，利用数字技术，整合农村金融资源，有机结合农产品产业链和农

村金融资金链，注重创新产业发展，鼓励农产品龙头企业发挥在知识输出、产品

辐射等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提供相关政策倾斜，号召龙头企业向中小企业提供

技术设备，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从而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活力，实现乡村

产业现代化发展。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西北地区，我们应着重加强

数字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广泛拓宽数字普惠金融的宣传途径，普及相

关知识，打破传统金融模式的隐形壁垒，确保数字普惠金融真正发挥其惠农效益。

同时，制定具有针对性和差异性的政策，向西北农村地区倾斜金融资源，以更好

地满足当地发展需求。在协同发展层面，政府应发挥关键的统筹协调作用，借鉴

我国东部地区的成功经验，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推动经济发达地区的数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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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金融发挥其带动作用，以引领经济欠发达地区实现共同发展。通过增进区域间

的协作与沟通，促进各类资源互通有无，进而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并进发展。

只有确保西部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协调性，我们才能实现普惠金融的初

衷，更有针对性地推动西部地区乡村产业的振兴。

6.2.4 优化人才策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适老化

基于上文门槛回归模型所得出的结论，为了全面提升西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

的效能，必须同时关注人才策略的优化和数字普惠金融的适老化问题。一方面，

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人才激励机制。为人才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资待遇和晋升机

会，同时也要加强人文关怀，通过提供住房补贴、子女教育优惠和税收优惠，让

人才在乡村也能找到归属感。还可以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建立人才培养

基地，通过吸引外部人才和培养内部人才相结合的方式，为数字普惠金融和乡村

产业振兴提供持续的人才支持。另一方面，需要在数字普惠金融建设中考虑到老

年群体的需求和使用习惯。金融机构应致力于研发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数字金融产

品，具备简洁明了的操作界面和易于理解的功能设计，提供更加直观、易用的数

字普惠金融产品。同时，金融机构和乡村基层组织应定期举办针对老年人的数字

普惠金融教育和培训活动，帮助他们了解数字金融的基本知识和操作技巧。此外，

应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安全保障措施，如提供多重身份验证、实时监控异常交易

等，确保老年人的资金安全和信息安全。最后，考虑到老年人的特殊需求，金融

机构还应提供定制化的服务，如设置专门的老年人服务窗口、提供上门服务等，

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便捷、人性化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验。

6.2.5 加强数字普惠金融风险管理，优化农村信用体系

为了保证数字普惠金融良性发展并有效赋能西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加

强对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管理至关重要。一方面，要尽快建立一个全面的风

险识别、评估、监控和缓解机制，以应对潜在的市场、操作及信用风险，规

范西部地区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为金融机构开展业务和监管部门监督提

供依据。另一方面，对于金融机构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应实施严格的资质监

管措施，以确保其合法性和规范性，从而防范不法分子以金融惠农为名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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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行为。同时，更要加快设立专业化的投诉与申诉处理平台，确保农民反

馈与建议的有效传达，及时解决农民在使用数字金融服务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进一步促进了农村居民合法权益的保障。这有助于收集数字金融发展过

程中的关键反馈，持续优化金融服务质量。

优化农村信用体系也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迫切要求。首先，政府应积

极支援农村信用管理业务的发展，通过提供政策优惠和财政补助，激励征信

机构业务覆盖至农村市场，从而推动征信行业的规范化进程。另外，要制定

和实施统一的农业数据采集标准和方法，加速建立农村信用信息数据库，确

保信用信息的规范化管理和有效共享。这一措施旨在促进各相关部门之间的

协作和信息流通，有效解决信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最后，我们必须明确信

用信息的合法使用边界，并加强对农户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力度，严防数

据泄露给农户带来的潜在损害。同时，还需不断完善农村信用体系，通过优

化这一体系为数字普惠金融建设创造更为有利的发展环境，从而为西部地区

乡村产业振兴提供稳定且持续的“金融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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