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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社会保障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商业保险通过其独特的风险分担机制，

在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当前，尽管我国保险市场规

模已位列全球第二，但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保险有效需求

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同时，我国保险市场还存在区域发展不均

衡、保费收入结构失衡等问题。在数字普惠金融与普惠金融深度融合的过程中，

打破了传统金融市场的约束，不仅颠覆了传统保险理念，还改变了人们对保险产

品的认知能力和选择行为。基于此，本文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就数字普惠

金融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这一课题展开研究。

首先，本文探讨了国内外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和商业保险需求的研究现状，明

确了相关概念及其基础理论，并分析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及保险市场的发展现状；

其次，提出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四条影响机制；最后，将

2011-2021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我国286个地级市宏观经济数据匹配后进行实

证检验，讨论对不同地区和不同险种的影响差异，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实证结

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呈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

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子维度中，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促

进作用大于数字化程度；第三，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数字化支付、互联网保险、

消费信贷等途径提升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第四，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商业保险需

求的影响在区域和险种上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表现为东部强于中西部、财产

险强于人身险。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宣

传普及数字普惠金融知识、提升消费者的金融素养，创新数字保险产品与服务，

加强监管力度、发挥政府机构的指引功能四点政策建议。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 商业保险需求 影响机制分析 固定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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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commercial

insuran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soci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its unique risk-sharing mechanism. At

present, although the size of China's insurance market has been ranked

second in the world, the insurance density and depth of insurance are

lower than the global average, and the effective demand for insurance still

has great potential for development compared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At the same time, China's commercial insurance market is still

characterized by problems such as uneven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imbalance in the structure of insurance income.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financial inclusion, it breaks

the constraints of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market, and changes people's

cognitive ability and selection behavior of insurance products while

subverting the traditional insurance concep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combines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to study the topic of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on residents' demand for

commercial insurance.

First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n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commer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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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demand, clarifies the relevant concepts and their underlying

theories, and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China's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insurance market; secondly, it puts forward the four

mechanisms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s impact on residents'

commercial insurance demand; finally, it compares the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ndex from 2011-2021 with China's 286 prefecture level city

Macroeconomic data are matched to conduct empirical tests to discus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n different regions and different types of

insurance, and robustness tests are conducted.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effect on residents' demand for commercial insurance;

Second, among the sub-dimensions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the

depth of use and breadth of coverage have a greater promotional effect on

residents' demand for commercial insurance than the degree of

digitization; third,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s able to enhance residents'

demand for commercial insurance through digitized payment, Internet

insurance, consumer credit, etc.; fourth,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on residents' demand for commercial insurance varies to a

certain extent in terms of regions and types of insurances, which is shown

to be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on residents' commercial

insurance demand varies to a certain extent in terms of region and

insurance type, showing that it is stronger in the east than in the cen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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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estern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stronger in property insurance than

in personal insurance. Based on the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four-point policy recommendation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publicize and

popularize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ial knowledge and enhance consumers'

financial literacy, innovate digital insurance products and services, and

strengthen supervision and play the guiding function of government

agencies.

Keywords: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Business insurance demand;

Analysis of impact mechanisms; Fixed effect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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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和智能终端的普及，将人工智能、云计算、

大数据分析等现代信息技术与普惠金融深度融合的数字普惠金融应运而生。2016

年 9 月，在 G20 峰会上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被首次提出，明确其以提升国家金融

服务水平为发展方向。在 2019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的战略方针，普惠金融逐步向数字普惠金融转型。党的二十大报告以及《数字中

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均着重强调，需以数字普惠金融推动数字经济稳健发展，

并加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与传统金融服务模式相比，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以其低成本、高效率、风险可

控的突出优势，通过数字化信息技术，为长期以来难以享受到传统金融服务的小

微企业、农民、低收入和贫困地区人群提供全面、高质量的金融产品及服务。近

年来，我国居民各类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显著提升，《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

告》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末，全国人均拥有 9.97 个银行账户，超过九

成的受访者使用数字支付；同时，全国乡镇银行业金融机构覆盖率为 97.92%，

基本达到全覆盖。由此可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居民提供了全面的金融服务，

不仅惠及经济较发达地区人群，也能够在欠发达地区及农村得到广泛应用。

商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在诸多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它不仅能够为个体提供及时的经济补偿，抵御各种潜在风险，更能在疾病

降临之际，提供关键的救助与支持。商业保险通过其独特的风险分担机制，在维

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福祉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现代社会经济安全体系的

重要补充。2022 年金融监督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原保费收入高达 4.69 万

亿元，保费规模居全球第二，全国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分别为 3326.16 元/人和

3.88%，而同期全球平均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分别为 847.83 美元/人和 6.6%。尽

管我国保险市场具有较高的保费收入规模，但同期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低于全

球平均水平，保险有效需求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此外，我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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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市场还存在东西部发展不均衡，保费收入结构失衡较严重等问题。

在数字普惠金融与普惠金融深度融合的过程中，在数字普惠金融与普惠金融

深度融合的过程中，打破了传统金融市场的约束，不仅颠覆了传统保险理念，还

改变了人们对保险产品的认知能力和选择行为，进而对居民商业保险的需求程度

产生了深远影响。基于此，本文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探讨数字普惠金融的

发展与居民商业保险需求之间的影响机理，有助于完善影响我国居民商业保险需

求因素的研究，促进商业保险在“第三支柱”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推动保险行业

实现更加可持续的发展。

1.1.2 研究意义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金融科技的不断创新，数字普惠金融不仅成为

全球金融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成了目前理论界热议的话题。保险市场作为金融

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发挥着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其发展水平对经

济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在对已有文献归纳总结的基础上，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

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机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理论意义：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普惠金融领域新兴的发展方向，其研究多集中

在金融包容性、金融服务创新等方面，具体到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影响的分析研

究并不多。鉴于此，本文将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相结合，有助于我

们更全面地理解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机制，还能够为商业保险市场的持续发展提

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其次，传统的商业保险需求研究多从宏观经济、人口结构、

文化习惯等角度进行分析，而本研究将数字普惠金融这一新兴因素纳入分析框架，

进一步丰富了商业保险需求影响因素的理论体系。通过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深入研

究，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其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为商业保险市场的持

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同时，本研究不仅关注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保险需求的影

响，还探讨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深入研究，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数字普

惠金融如何促进商业保险市场的发展，以及商业保险市场如何反过来推动数字普

惠金融的创新和进步。

现实意义：首先，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下，保险行业面临着数字化转

型的压力，本文通过深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为保险

公司在数字化转型中制定更有效的发展策略提供参考，有助于推动保险服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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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满足居民的商业保险需求，促进金融市场的整体发展和稳定。其次，本文

通过实证分析证实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关系，有助于了解居

民在数字普惠金融背景下对商业保险的需求变化，进而推动保险公司优化产品设

计和服务流程，提升居民的风险保障水平。最后，根据金融监管在数字普惠金融

的发展下面临的挑战和要求，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促进我国商业保险市场

的可持续发展。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1.2.1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相关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互联网金融与金融科技结合的崭新金融服务模式，正以其

广覆盖、低成本和便捷性等特点，日益凸显其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它通过

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和融资成本，显著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和可

得性。数字化支付、消费信贷、互联网保险等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推出，为居民提

供了更多样化的选择（汪亚楠等，2020），特别是对于低收入人群和中小企业，

还为他们缓解融资约束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郭峰，2021）。因此，随着数字

普惠金融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它已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焦点议题，值得我们不断深

入探讨。为了更准确地测度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和普惠程度，北京大学

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集团共同编制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国内学者基于

这套指数，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研究，并得到了诸多有益的结论：

第一，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开放、平

等、协作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传统金融资本差异所带来的地区经济

发展失衡问题，优化了资源配置，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区域高质量发展（郭峰，

2020）。唐松等（2020）认为普惠金融具备资源整合优势，不仅能够有效促进金

融市场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的发挥，还能够显著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质量。

杨刚等（2022）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和区域创新是提高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力

量，且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最强。钱海章等（2020）

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将大数据分析与现代信息技术深度结合，拓宽了金融服务的

覆盖面，从而增强了金融服务的普惠性。齐美东（2023）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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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体经济产生“边际效应递增”的影响效应。

第二，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居民消费和投资。傅秋子等（2018）的研究表明，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效推动了农村正规信贷消费水平的的提升，表明数字金融

具有提升交易效率，促进居民消费的作用。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

优化产业结构、减少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现象，并进一步降低居民获取金融服务

的门槛。通过这些途径，数字普惠金融有效地提升了居民的消费水平（吴昌嵘等，

2022），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李宗翰等，2023）。除此之外，数字普惠

金融的发展不仅催生了余额宝、财付通等创新型的理财产品及线上业务，为消费

者提供了更为丰富多样的金融服务选择，还依托大数据技术开展线上保险业务，

有效保障了用户的财产安全，这一系列变革有效激发了居民的消费意愿（江红莉

等，2020）。周雨晴（2020）研究认为，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下，当居民具有

更高金融素养时，他们对于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比例更高。吴雨等（2021）研究

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优化家庭金融资产组合的效果显著。一方面，数字金融显

著提升了投资的便利性，为家庭提供了更为广阔和高效的投资渠道。另一方面，

它促进了金融信息的流通与共享，使得家庭能够更精准地把握市场动态，做出更

科学的投资决策。

第三，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居民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方面。赵德起等（2003）

证实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不同区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经济欠

发达地区差距被进一步扩大，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地区收入差距显著缩小。宋晓玲

等（2017）研究发现，由于低收入人群主要聚居在农村和偏远地区，数字普惠金

融能够凭借其广覆盖、低门槛等特点，让这些家庭得以增加经营性收入，进而缩

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张勋等（2019）认为，数字金

融能够通过改善农村居民创业环境，提升农村家庭的整体收入水平，尤其是对落

后地区群体的影响更显著。张碧琼（2021）认为鼓励农村居民创业有助于缩小城

乡收入差距，更能够促进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伍卓等（2023）的研究证明，数字

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来缓解城乡收入差距。

在 2016 年我国首次提出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后，国外学者对此也有一定的

研究成果。例如：Geda（2006）通过埃塞俄比亚城乡面板数据实证发现，金融服

务的延伸和拓展具有减贫的效果，能够提升低收入人群的收入。Kapoor（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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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个角度考虑了包容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具有包容性增长

的特征，这种特性有益于本国经济未来四十年的可持续发展。Beck T 等（2016）

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在其发展初期往往需要经历一段学习和成长的过程，特别是在

经济较为落后且居民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地区。在这些地区，短期内数字普惠

金融可能无法显著促进乡村经济的增长和居民收入的提升。然而，一旦跨越了初

期门槛，数字普惠金融的正向影响便会逐渐显现，对乡村经济和居民收入产生积

极的推动作用。

1.2.2 商业保险需求影响因素的研究

关于影响商业保险需求的因素，现有文献大多从微观层面展开研究，主要集

中在家庭经济特征、家庭人口特征和家庭主观态度这三个方面。家庭经济特征是

决定个体是否购买商业保险的关键因素。Showers 和 Shotick（1994）通过对美

国数据研究证明，商业保险参与表现出一定的门槛效应，只有当家庭收入超过收

入门槛之后才会选择购买。刘坤坤等（2012）研究发现，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

高和金融资产的积累，家庭对于购买商业保险的需求和意愿也会相应增强。刘冬

娇等（2021）认为，在购买商业保险的过程中，家庭需承担一定的交易成本、信

息搜寻成本以及潜在的隐性成本。从家庭人口特征看，人口结构、受教育水平、

年龄、身体状况等因素都会对购买商业保险产生影响。樊纲治和王宏扬（2015）

的研究证明，家庭人口数量越多的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可能性越低，并且年龄与

商业保险需求之间呈现倒“U”型结构。卢亚娟等（2018）认为各年龄阶段人口

面临的的赡养压力、抚养负担、收入水平都会影响他们的保险购买决策。从家庭

主观态度看，Garrett（2003）认为居民的储蓄意识受金融素养的影响，具有丰

富金融知识的居民往往能够更有效地管理家庭财产，从而实现财富积累。段军山

等（2016）研究发现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与其购买商业保险的可能性呈现出显著

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论与传统理论一致。李丁（2019）通过机制研究发现社会

互动能够通过提升居民的金融知识以及对商业保险的信任度促进家庭对商业保

险的需求。王海萍和唐圆圆（2022）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互动和网络信息两种信

息渠道都能显著提升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并且网络信息的作用效果强于社会互动。

也有部分学者从宏观层面进行研究，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

信贷约束是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保费收入的重要原因。栾存存等（2004）运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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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面分析和动态模型分析，认为国民经济的增长、保险业的扩展以及经济体制改

革都拉动了保费收入的增长。孙祁祥(2010)以 67 个国家 1995～2007 年的面板数

据,验证了经济发展程度与保险增长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丰富了影响保险业发

展的因素。曾智（2014）基于中国保险市场 14 年的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在经济

发展的不同阶段，保险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 U型关系，且寿险市场对

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更显著。雎岚（2021）以中国 30 个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

研究表明，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会显著增加我国的保险需求。易福金等（2023）

利用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在河南、河北 15 年的跟踪调查数据，实证

研究表明忽视信贷约束会导致农户资金受限，高估农业保险需求，从而抑制农业

保险的可持续发展。

1.2.3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研究

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互联网技术与商业保险的关系，Garven( 2002) 发现

互联网的发展提升了商业保险购买的便捷性，不仅有效降低了保险市场的参与成

本，更在无形中降低了市场的准入门槛。Liang 等（2015）认为互联网技术能够

替代传统的社交互动模式，并推动家庭投资理财。杨碧云（2019）研究发现互联

网的参与通过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及减少市场摩擦等机制影响商业保险的选择。朱

卫国等（2020）认为，互联网作为当前线上社会互动的关键渠道，对商业保险的

购买呈现显著的促进作用。

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然而目前关于其如何影响

商业保险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的文献却相对不足。其中，刘冬娇等（2021）、王仁

曾和黄晓莹（2021）以及李晓等人（2021）均借助家庭微观数据库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意愿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

响，并且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影响最为显著。张东晴等（2022）基于长江经

济带 11 省市 2011—2020 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保险的

协同发展呈现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王莉等（2023）认为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可

以通过改善消费环境、缓解信息不对称、提高金融素养来影响该地区人身保险密

度和保险深度，从而促进人身保险行业发展。此外，汪亚楠等（2020）研究发现，

数字普惠金融在社保机构的广泛运用，增强了居民参保意愿，能够提升社会保障

水平，进而推动我国保险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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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文献评述

综上所述，国内外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以及商业保险参与方面的研究已

取得一定的成果。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对经济增长、收入水平、

收入差距、居民消费与投资等方面。关于商业保险参与的研究大部分学者使用微

观数据库或调查问卷数据围绕微观个体特征及家庭特征展开研究，也有学者利用

宏观指标研究经济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素对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

现有文献对本文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但还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目

前鲜文献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研究细化到地级市层面；第

二，已有文献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地区、不同险种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研究

不够充分。第三，影响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经过对上述文献

的梳理分析，对本文的机制分析思路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

上诠释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机理，研究区域差异和险种的结

构性差异，以期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从而为消费者提供更有效

的保险服务。

1.3 研究方法与内容

1.3.1 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本文通过归纳总结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以及居民商业保

险需求的影响因素等方面的文献，了解目前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以及存在的问

题，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商业保险需求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和相互影响机制，

从而提出自己的研究假设和理论框架。

（2）实证研究法。为确保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需要收集关于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指数、居民商业保险需求情况等多方面的数据，在收集到数据后，对数

据进行清洗、整理和分类，以消除异常值和缺失值。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将数字

普惠金融作为解释变量，居民商业保险需求作为被解释变量，同时考虑其他可能

影响商业保险需求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通过回归系数的估计和

解释，揭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内在联系和因果关系。

（3）对比分析法。本文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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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再将所研究的地区分为东中西三个样本、商业保险类型分为

财产险和人身险两类，通过对比这些指标的影响差异，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数字

普惠金融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

1.3.2 研究内容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有六个部分，具体如下：

第一章：绪论。首先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其次，归纳总结国内

外有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商业保险需求影响因素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商业

保险需求的影响这三个方面的文献，在此基础上介绍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最后，说明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第二章：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本章对文中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分析本文会

涉及的金融排斥理论、长尾理论、流动性约束理论和保险需求理论。

第三章：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保险市场的发展现状分析。分析我国数字普惠

金融的发展历程、总体趋势、地区差异、业务现状以及我国保险市场的发展现状

和发展中面临的困境。

第四章：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影响的机制分析。本章基于数字

普惠金融与商业保险需求的相关理论，梳理出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居民商业保险

需求的四个路径，分别是数字化支付、互联网保险、消费信贷以及投资理财。

第五章：实证分析。本章采用 2011-2021 年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我国

286 个地级市宏观经济数据匹配后形成面板数据，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三个维

度，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对东中西地区、财产险和人身险分别进

行异质性研究。

第六章：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本章基于实证结果和研究结论，从数字普惠

金融的发展促进商业保险需求的角度，对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进行总结，

形成文章的结论，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本文的技术路线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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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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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1.4.1 可能的创新点

本文的创新点有以下三点：第一，本文将从数字普惠金融这一宏观视角对我

国居民商业保险的需求进行分析，将数字普惠金融细分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

数字化程度，拓展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影响的研究范畴；第二，现

有文献中衡量商业保险需求的指标大多选取省级层面数据，本文将数据细化到了

地级市层面，同时分别对东、中、西部地区商业保险需求情况、财产险和人身险

需求情况展开分析，有助于更好地观察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

区域差异和险种结构差异差异；第三，本文结合现有研究，深入探讨了数字普惠

金融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机制，并据此提出了四条主要的影响路径，分别

为：数字化支付、互联网保险、消费信贷以及投资理财。

1.4.2 不足之处

第一，本文目前仅从宏观视角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商业保险的影响效

应，尚未涉及微观层面。为了更全面地分析这一问题，未来可考虑纳入家庭微观

数据，将宏观与微观数据相结合进行综合分析。

第二，当前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时间存在时间上的局限性，

目前只公布了 2011-2021 年的数据，且缺乏关于传统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详尽

资料。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蓬勃发展与数据资源的日益丰富，期望以后的研究能

够利用时间跨度更长，涵盖领域更广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研究，从而更全面

地揭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脉络与影响机制。

第三，根据以往的研究发现，影响我国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因素是复杂的，

本文在选取控制变量时可能有遗漏，因此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

——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11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核心概念

2.1.1 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也被称为包容性金融，目的在于将服务的可持续性融入小额信贷和

微型金融之中，强调获取金融服务的机会平等，服务对象包括企业、家庭以及个

人尤其是低收入人群和弱势群体。参考国务院印发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中对普惠金融的定义，普惠金融核心在于遵循机会平等与商

业可持续的双重原则，在成本可负担的前提下，致力于为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

全面、高效且优质的金融服务，并从金融角度出发，增进社会福利，强化社会保

障水平、保护弱势群体，确保能够及时地满足他们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进而实现

金融资源的公平分配与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在政策的引导下，普惠金融的发展

使得金融机构通过提高金融服务的包容性，打破了传统金融 20%客户创造 80%利

润的“二八定律”，将金融服务下沉，向原本被排斥在金融服务以外、面临严重

融资约束问题的群体提供了平等参与金融市场、获取金融服务的机会。

2.1.2 数字普惠金融

随着互联网金融与数字技术的兴起，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大幅提升，能更加便

捷、高效的服务普惠大众，金融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数字普惠金融日益成为普

惠金融的全新领域和发展趋势。在 2016 年 G20 杭州峰会上，通过了《G20 数字

普惠金融高级原则》，该文件首次正式提出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并指出数字

普惠金融是借助数字化金融服务，旨在推动普惠金融深度和均衡发展的一项行动。

作为不断创新与融合的金融服务方式之一，数字普惠金融兼具“数字金融”与“普

惠金融”的双重属性，始终同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紧密结合，充分发挥普惠特性

与精准特性，交易对象涵盖了支付结算、信贷、证券、保险、理财等传统金融工

具以及与数字技术结合的全新金融科技。从概念界定中可以总结出数字普惠金融

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数字普惠金融提供了可持续的金融服务，能够同时满足金融服务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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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主体和需求主体，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发生道德风险的

概率，进而提升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能力和运营效率，扩大业务量。

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凭借其独特的技术优势，运用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

能等先进数字技术，成功打破了打破时空与地域的限制，显著提升了金融服务的

可得性和便利性。这一创新不仅打破传统金融服务的“二八定律”，开辟了一种

全新的金融业务长尾模式，还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大幅提升了了数字普惠金融

的覆盖面。这些举措共同促进了现代金融体系的健全发展，使其更具普惠特性，

为更多人提供了平等、便捷的金融服务机会。

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展现出其强大的包容性特点，有效降低了金融服务的准

入门槛，使得那些曾被传统金融机构边缘化的社会群体也能享受到全面、无差别

的金融服务。这一变革不仅促进了金融资源的均衡分配，还使得社会个体能够通

过合理、便捷的金融服务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和生活质量。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不仅推动了金融服务的普及化，更为增进民生福祉、促进社会公平和谐发挥了积

极作用。

2.1.3 商业保险需求

基于保险的经营属性进行划分，保险可归类为两大类：商业性保险与社会性

保险。社会保险属于社会福利的保障范畴，具有强制性、福利性和非营利性，且

仅限于人身保险，并不以投入保险费的多少来加以差别保障，体现的是“社会公

平”原则。不同于社会保险，商业保险由保险公司或其他商业机构经营，是以追

求经济效益为目的，保障被保险人享受最大程度经济补偿的保险形式。根据个人

实际情况，投保人可自主选择是否购买保险。保险合同由当事人自愿缔结，在合

同约定的条件下发生意外事故后，保险公司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或给付保险金。

虽然商业保险以营利为目的，但其作为服务第三支柱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与社会保险相互补充，对于扩大保险覆盖范围、分散社会风险以及维

护社会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他认为基于安全需求的考虑，人们一般更愿意找

有保障的、稳定的工作，并且希望有各种类型的保险。因此保险商品和服务所满

足的主要是人们第二层次的需求，属于自然需求。在西方经济学中，需求被界定

为消费者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在既定的价格水平下，愿意且能够支付的商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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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概念强调了消费者意愿与支付能力的结合，从而确定了市场上的有效需求。

本文研究的商业保险需求实际上是基础需求的升级和延伸，也是自然需求与经济

支付能力的结合。保险商品的价格建立在保险费率基础上，根据定义，可以将商

业保险需求理解为：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在既定的保险费率水平下，投保人在保

险市场上愿意且能够支付的保险产品数量。

2.2 理论基础

2.2.1 金融排斥理论

金融排斥理论最早由 Leyshon 和 Thrift 在 1993 年提出，主要围绕地理环境

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展开，分析了金融资源分配不公的现象。在研究初期，Leyshon

和 Thrift 指出，金融排斥是指经济社会中有部分群体由于地理限制，没有正规

合理的渠道进入金融体系获得必要的金融服务，从而被排斥在金融体系之外。后

来这一理论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最主要的是 Kempson 和 Whyley 的观点，

他们认为，金融排斥作为一个多维度、动态复合的概念，其评价可以从多个维度

展开，这些维度包括地理排斥、评估排斥、条件排斥等。其中，地理和评估排斥

是由于客观因素而导致的被动排斥，自我排斥是主动的自我选择，其余条件排斥、

价格排斥、营销排斥介于前两种之间，因而不同群体面临多维度的金融排斥问题。

Cebulla（1999）从这六个维度出发将金融排斥划分为结构性排斥和机构排斥。

机构排斥指金融机构在地理位置和服务覆盖方面的不足，导致当地群体无法获得

必要的金融服务，结构性排斥是指个人或群体因缺乏信用记录、收入水平低、资

产状况差等多种原因被排斥在金融服务之外。随着学者的深入探索，这一概念逐

步扩展到了对地理、经济、文化、管理等多维度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之中。

金融排斥现象产生的原因可以从金融服务的供需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从需求

方来看，由于金融服务需求主体在收入水平、资产状况、信用等级等方面都存在

不同程度的差别，他们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产生不同的态度，例如风险规避型需

求者存在明显的主观排斥态度。此外，由于偏远地区及农村地区的居民受到当地

教育水平的制约，他们在认知水平、金融素养等方面普遍存在局限性，导致他们

在接受和获取金融服务时容易遇到阻碍，进而产生了金融排斥。从供给方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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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服务时会考量需求者的个体特征，充分考量信息不对称导致

的逆向选择问题和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例如收入较低、面临其他经济困境

或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等不符合规定条件的群体，金融机构会拒绝向他们提供金融

服务或只提供部分金融服务；其次，偏远地区及农村地区存在着数量较少且分布

较为分散的客户群体，当金融机构向其提供金融服务时，所获利润往往难以覆盖

较高的交易成本，因此金融机构会降低向这些地区提供金融服务的意愿，这在一

定程度上加重了金融排斥。

在传统金融服务模式下，金融排斥是弱势群体难以获得金融服务的主要诱因，

缓解金融排斥不仅有助于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还有助于缩小地区贫富差距、促进

金融产品的需求，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就是缓解金融排斥的重要措施之一。

2.2.2 长尾理论

传统消费市场的盈利模式大都遵循着“二八定律”，企业产品开发与供给的

主要目标对象为消费比例最高的那部分群体，他们认为其经营活动的利润主要来

自于该主流群体，从而忽略了小众群体的消费需求。长尾理论这一概念由 Chris

Anderson 提出，他刻画了一条具有显著拖尾特征的曲线。其中，曲线的头部代

表主流市场，即企业通常重点聚焦并优先满足的消费群体；曲线的尾部代表了小

众市场，这部分消费群体规模较小，容易被企业在市场布局中忽视。长尾理论认

为，在产品的存储与流通渠道得以充分利用的情况下，那些常被企业忽略的小众

消费群体具备成为企业利润新增长点的潜力，即在有效控制并降低边际成本的情

况下，众多小众市场汇聚的市场将有可能与主流市场相抗衡，甚至在某些情况下

超越主流市场，成为推动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企业应当给予小众市

场充分的重视，深化对这部分市场的开发，并不断加强产品与服务的创新力度。

研究发现，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和金融服务的创新，原本被忽视的、需求较

小的商业保险产品和服务也逐渐得到了关注。企业能够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的应用

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不断触及之前被忽略的小众市场，将长尾客

户引入市场来打破业务瓶颈，满足长尾市场的金融服务需求。

2.2.3 流动性约束理论

流动性约束又称“信贷约束”，最早由 Flavin（1973）和 Tobin（1971）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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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补充了早期消费理论之中的持久收入假说。所谓流动性约束，是指消费者在

投资理财或消费过程中，因自有资金不足而需从外部寻求借款或贷款时，由于个

人信用状况不佳、信息不对称或信贷门槛高等因素，导致其借贷需求及消费需求

无法得到满足的一种经济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限制了消费者的经济行为，影

响了市场的正常运行。

产生流动性约束的原因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信贷市场发展不发达，信

贷产品不足，无法满足市场各类群体的信贷需求；二是部分信贷需求者因信贷市

场的严格借贷条件和高标准的抵押物要求而无法获得贷款，从而被排斥在市场之

外；三是信贷市场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四是国家金融法规的严格限制。

综上所述，流动性约束理论的核心观点为：当居民面临流动性约束时，他们倾向

于减少当前非必需的消费支出；同时，若居民预见到未来可能遭遇资金困境，他

们往往会选择增加储蓄，削减不必要的消费开支，以规避潜在风险。流动性约束

不仅会影响当期消费，也会对后几期消费产生持续影响。

在保险市场之中，流动性约束理论也能够对居民的保险消费行为进行解释。

当居民面临资金短缺问题或预期未来经济状况不佳时，他们会增加当前的储蓄金

额，从而减少对于非刚性产品的消费支出。因此，流动性约束问题的存在会抑制

居民对于商业保险产品的购买需求。数字普惠金融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居民信贷

渠道增多，信贷门槛降低，贷款额度增加等，从而使其面临的流动性约束问题能

够更轻易地得到解决。

2.2.4 保险需求理论

保险需求可分为两大类：有形的经济保障需求与无形的心理安全保障需求。

前者着重于物质层面的保障，即人们购买保险的主要目的是在发生约定的保险事

故，导致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时，能够从保险公司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偿；而后者

则侧重于精神层面的满足，人们通过购买保险将风险转移，从而在心理上获得一

种安全感，满足其对于风险规避的心理需求。

早期保险需求理论认为人们购买保险是为了规避发生危险所带来的损失，人

们通过支付保费，将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则通过大规模承保的策略分

散风险，从而有效保障个人财产安全。这一过程凸显了保险的风险分散机制的重

要性。在此基础上，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解释了风险补偿与保险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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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了风险、收入和利率等因素对保险需求的影响。早期经济学家在研究保险购

买行为时提出，人们购买保险主要是为了补偿潜在损失和转移风险。然而，由于

当时缺乏相应的量化分析方法，这些研究并未对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深

入和具体的分析。

现代保险需求理论主要包括最优保险理论和人寿保险需求理论。Arrow KJ.

于 1963 年提出了最优保险理论，该理论与风险及不确定性经济学紧密相连。主

要探讨了在特定的行为和财富限制下，投保人与保险公司之间应如何确定最优的

风险分摊比例，即确定投保人在面临多重风险时所能获得的最优保障水平。此外，

人寿保险理论指出，人们面临的寿命不确定性会导致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进而

影响个体的消费行为。在追求生命周期消费效应最大化的过程中，这种不确定性

成为了消费者必须考虑的因素。Merton 在 1975 年的研究中归纳了消费者所面临

的五种未来不确定性因素。这些因素包括：资本收入的变动性、劳动收入的不确

定性、死亡年龄的不确定性、投资机会的未知性，以及消费商品相对价格、类别

和品质的不确定性。总体而言，人寿保险理论主要聚焦于研究人们应如何购买人

寿保险和年金来减轻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对当期消费的影响，并探讨在追求生命

周期内最优消费水平的过程中，影响寿险需求的各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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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保险市场的发展与现状分析

3.1 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历程

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相较于传统普惠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凭借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在支付、保险及信贷等多个业务领域

得到了广泛应用。这种新型的发展模式极大地拓宽了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提升

了其普惠性和包容性。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一是

传统金融服务逐步实现互联网化阶段，二是互联网技术推动金融服务创新阶段。

这两个阶段共同见证了数字技术与传统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为我国金融业的发

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3.1.1 传统金融服务逐步实现互联网化阶段

在这一阶段，传统金融机构积极把握信息技术带来的变革，积极开展网上银

行、手机银行等线上服务，将原本的基础性业务拓展至线上平台。如今，客户摆

脱了传统金融服务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享受到了更加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

体验。这种业务模式不仅能有效降低物理网点的人力与物力成本，而且显著拓宽

了金融产品的销售渠道，从而进一步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此外，随着互联

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各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第三方网络平

台与传统金融机构之间积极合作，在农村及偏远地区搭建的便民金融服务平台，

有效推动了金融服务向基层延伸。这一阶段不仅缓解了地域约束和城市二元分割

带来的难题，还促进了金融服务的普及与均衡发展。

3.1.2 互联网技术驱动金融服务创新

随着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金融机构的产品和服务正逐步向多元化和个

性化发展，以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开始进军金融领域，

通过数字化转型为居民提供更加便捷的金融服务，并催生了数字支付、互联网保

险、互联网理财及互联网信贷等一系列新的金融服务业态。互联网企业利用大数

据、云计算等技术，针对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金融服务及产

品，逐步建立了一个多元化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总的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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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段表现出以下特征：一是金融服务覆盖范围广，打破了对于物理网点的依赖；

二是通过个性化定制有效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降低了长尾市场业务的边际成

本；三是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有效提升了风险控制能力；四是节约了经

营与交易成本。如今，互联网数字技术的进步将不断驱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促使其拓展全新的业务模式。

3.2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为进一步深入探究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状况，本节特别采用北大数字金

融研究中心与蚂蚁金服共同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总体发展水平及区域间

的发展差异进行了详细分析。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涵盖了 2011 年-2021 年中国内

地 31 个省市直辖区、337 个地级市，以及约 2800 个县。该指数由数字普惠金融

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一级维度组成，细化为数字化支付、信贷、

保险、货币基金、征信服务在内的六个二级指标。

3.2.1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总体趋势

随着数字化进程加快，互联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取得了

飞速发展。图 3.1 反映的是 2011-2021 年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维度指数，总的

来看 2021 年全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省级平均值为 372.7，是 2011 年的 9.3 倍左

右。自 2017 年起，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增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放缓，这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正由高速增长阶段逐步过渡到稳定增长阶

段，显示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正日趋成熟与稳健。

分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逐年上升，其

指数分别达到 2011 年省级平均值的 10.5 倍、8 倍和 8.8 倍。在 2016 年之前，

数字化程度的增速显著超过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然而自 2016 年起，使用深度

的提升速度显著加快，每年的增速均超越了覆盖广度与数字化程度。这一现象表

明，当前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已成为推动其整体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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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维度指数

数据来源：依据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整理而得

3.2.2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

（1）各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趋势

图 3.2 刻画了 2011-2021 年我国 31 个省市直辖区的年平均数字普惠金

融指数，反映了现阶段我国各省之间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差异。在数字普惠金融

的发展格局中，上海市、北京市、浙江省的年平均指数均超越 280，明显高于全

国其他各省，稳居发展的第一梯队。相较之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其后的多数

省份，主要集中于经济相对滞后的西部地区，其数字普惠金融年平均指数均低于

210，因此归为发展较为落后的梯队。至于指数介于 210 至 280 之间的省份，则

主要分布于东部和中部地区，构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中间力量。这主要得益于

东、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数字基础设施配套更为完善，互联网覆盖率

也更高。因此，这些地区的数字金融资源能够得到更为合理的协调与分配，从而

推动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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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2011-2021 年各省份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

数据来源：依据北京大学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整理而得

如图 3.3 所示，该图反映了 2011-2021 年我国 31 个省年平均数字普惠金

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发展差异。具体来看，相较于覆盖广度与

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的地区差异相对较小，这反映出数字技术对于缩小各地区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距的积极作用。通过数字技术的运用，可以有效促进金融资

源的跨区流动，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均衡发展。此外，数字普惠金融覆盖

广度与使用深度的发展趋势都呈现出了较大的地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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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2011-2021 年各省份数字普惠金融各维度指数

数据来源：依据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整理而得

（2）各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趋势

如图 3.4 所示，该图反映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变

动趋势。总体来看，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基础建设和金融资源的影响，2011

年至 2021 年间，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态势呈现出“东部领先、中部平稳、

西部滞后”的格局；从增长量来看，东部增长量依然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但差

距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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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2011-2021 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

数据来源：依据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整理而得

如图 3.5 所示，该图反映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

变动趋势。2011 年至 2021 年期间我国大大拓宽了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我国

东、中、西部地区的覆盖广度分别提高了 6.3 倍、16 倍和 19 倍；从增幅来看，

西部地区展现出了良好的增长势头，说明我国西部省份在数字金融领域具备巨大

的发展潜力；从增量看，中部与西部地区在覆盖广度上呈现出相近的趋势，但东

部地区的覆盖程度则在全国范围内保持领先地位。这一现象表明，尽管各地区在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仍然存在显著

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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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2011-2021 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

数据来源：依据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整理而得

如图 3.6 所示，该图反映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

变动趋势。在 2011 年至 2021 年的期间内，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总体上

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尽管期间也伴随着一定的阶段性波动。值得注意的是，

2013 年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指数的增幅尤为显著，成为了这一时期内的一个

关键节点。这是由于 2013 年余额宝的问世极大地丰富了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多样

性，吸引了大量资金涌入货币基金业务。这一变化导致了投资业务、保险业务等

其他金融领域的资金相对减少，从而影响了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的阶段性波动。

分地区来看，截至 2021 年，东、中、西部地区使用深度指数分别为 421.48、366.72

和 335.15，相较 2011 年，分别提高 537%、751%和 951%，虽然东、中、西部地

区的使用深度都有显著上升，但中部与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指数的差距不断扩大。

东部地区因其完备的金融产业布局，在金融服务的接入和使用上具备显著优势。

相较之下，中西部地区居民接触现代化金融产品的机会较少，面临较高的“技术

壁垒”，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这些地区与数字金融服务的深度融合。因此，中

西部地区在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上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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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2011-2021 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

数据来源：依据北京大学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整理而得

如图 3.7 所示，该图反映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

度变动趋势。在 2011 至 2020 年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数字

化程度普遍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波动趋势。这一趋势的形成，很可

能源于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数字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

金融机构与大型互联网企业的深度融合。这种融合催生了一系列成本低廉、操作

便捷的金融产品，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数字化程度的提升，使其在 2015 年达到了

一个显著的高峰。分地区来看，截至 2021 年，东、中、西部地区使用深度指数

分别为 421.36、409.69、394.31，相较 2011 年，分别提高 702%、793%、891%，

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逐渐扩大，可能是东部地区的金融机构进一步

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带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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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2011-2021 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

数据来源：依据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整理而得

3.2.3 数字普惠金融的业务现状

数字普惠金融是互联网技术和金融服务深度融合的创新成果，本节选用网民

规模以及互联网普及率数据来反映账户覆盖率；用数字化支付、数字化理财和互

联网保险三个指标数据来反映使用深度业务领域现状；用手机网民规模及覆盖率、

网络购物用户规模及使用率来反映数字化程度。

随着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和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覆

盖领域持续扩大，账户覆盖率也随之显著提升。由图 3.8 可知，截至 2022 年，

我国网民规模达 10.67 亿人，较 2011 年增长 5.5 亿人，增长率高达 108%，这一

数据表明，越来越多的民众已经接入互联网，享受到了数字化带来的便捷。与此

同时，互联网普及率也达到了 76.4%，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的民众都能够使用互联

网，从而更容易地接触到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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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我国网民规模及互联网普及率

数据来源：依据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整理而得

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日益完备，网民规模也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逐步满

足了不同群体的金融服务需求。这一发展趋势不仅拓宽了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

还推动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深入发展。在此过程中，数字普惠金融的业务范畴也在

不断地拓展，涵盖了数字化支付、数字化理财以及互联网保险等多个重要领域。

通过这些多元化的业务形式，数字普惠金融得以更好地满足广大民众的需求，进

一步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和便捷性。

一是数字化支付。数字化支付是指利用现代数字科技手段，如计算机、人工

智能、通信技术和信息安全等，实现的一种新型支付方式。它涵盖了消费支付、

金融支付、个人支付及其他各类支付交易，为居民的日常生活场景，如出行、购

物、医疗等，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数字支付作为现代支付体系的重要手段，受到

了广大消费者及多方市场主体的广泛认可。数字支付以其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

为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的群体提供了无差别的支付服务，有效拓展了金融服务的

覆盖范围，进一步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如图 3.9 所示，我国数字支付不断

深化，截至 2022 年末，我国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 9.11 亿人，较 2011 年增长 5.5

倍，占互联网用户整体规模的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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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我国网络支付用户规模及使用率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二是数字化理财。在数字普惠金融的推动下，传统理财业务实现了向数字化

理财业务的转型。传统的理财方式往往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数字化理财则打

破了这些束缚，使投资者能够随时随地进行操作。如通过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

平台等渠道，投资者可以方便地进行资金转入、购买理财产品、查询收益等操作，

提高了投资理财效率。此外，数字化理财业务还具备高度的个性化特点。通过互

联网技术和大数据分析，理财平台能够准确地了解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投资目标

和资金状况，为其提供个性化的理财方案和产品。如图 3.10 所示，我国数字化

理财用户规模逐年上升，截止 2021 年末，用户规模达到 1.6 亿，使用率达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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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我国数字化理财用户规模及使用率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三是互联网保险。互联网保险是指保险机构利用互联网技术和数字化平台销

售、管理和提供保险服务的保险业务模式，是保险业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通过

这些数字化渠道，保险产品的销售渠道逐渐从线下转向线上，保险公司可以直接

接触潜在客户，保险产品的推广与营销更加精准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同时降

低运营成本，提升保险市场上供需匹配度及销售效率。基于互联网平台，各家保

险公司开发了越来越多的情景化保险产品，让客户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满

足生活中各种风险保障需求。如图 3.11 所示，行业业态的优化，使得互联网保

险发展迅速，2014 至 2022 年，互联网保险保费收入由 859 亿增长到 4782.5 亿，

增长率达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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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我国互联网保险保费收入

数据来源：中国保险统计年鉴

由图 3.12 发现，我国手机网民规模持续增长，至 2022 年末已达到 10.65

亿人，相比 2011 年有了显著的增长。同时，手机网民的占比也持续攀升，目前

高达 99.8%，相较于 2016 年 12 月的数据，上升了 30.5 个百分点。这一趋势不

仅显示了我国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程度，也反映出数字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

用。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手机作为移动互联网的主要接入设备，其普及

率不断提高，数字化程度也将不断加深。人们越来越习惯使用手机来访问互联网，

获取信息、交流沟通、获取金融服务等，移动化程度不断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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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手机网民规模及覆盖率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由图 3.13 发现，2011 年至 2022 年网络购物用户规模不断提升。截止 2022

年，用户规模达到 8.4 亿人，是 2011 年的 4.4 倍。网络购物的使用率从 2011

年的 37.8%上升到 2022 年的 80%，表明越来越多的用户选择网络购物，网络购物

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服务，也改变了消费者的购物习惯。

图 3.13 网络购物用户规模及网络购物使用率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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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我国保险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3.3.1 我国保险市场总体发展现状

自 1979 年起，我国保险市场主体逐步增加，保险业通过推进经营体制改革

以及构建监管机制等多项措施实现了稳步发展。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

此契机下，保险业确立了“高水平、宽领域、分阶段开放”的发展原则，并自此

步入了迅猛发展的阶段。进入 21 世纪以后，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人们风险管

理意识以及理财观念的转变，我国保险业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新时代，呈现出总资

产规模不断扩大、保费收入持续上涨、保险密度与保险深度不断提升等特征。

一是总资产规模不断扩大。保险业总资产作为衡量其发展水平和规模的关键

指标，其变化趋势具有显著的指示意义。如图 3.14 所示，从 2011 年至 2022 年，

中国保险行业的资产总规模呈现出持续扩张的态势，由最初的 5.98 万亿元增长

至 27.15 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 14.7%。从增速角度来看，自 2017 年起，

尽管中国保险行业资产总额的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仍保持在 10%左右的增长，

显示出行业的稳健增长态势。

图 3.14 2011-2022 年我国保险业资产总额

数据来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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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保费收入持续上涨。2011 年至 2022 年我国保险业保费收入总体呈上升

趋势，但整体增速呈现波动变化，2022 年保费收入达到 4.7 万亿元，较 2011 年

增长了 3.4 倍。其中，在 2021 年，受新冠疫情和车险综改的影响，打破了原保

费收入逐年递增的趋势，保费收入出现了负增长。但随着疫情的逐渐控制和经济

的稳步复苏，2022 年我国保费收入增速恢复了增长势头。

图 3.15 2011-2022 年我国保险保费收入

数据来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三是保险密度与保险深度不断提升。保险密度即人均保险费额，其计算基于

当地人口规模，这一指标深刻反映了国民参与保险的程度，同时也揭示了一国国

民经济与保险业的发展水平。随着保险密度的提高，保险市场发展程度和保险普

及程度也会升高。2011-2022 年，我国保险密度整体呈上涨趋势，2022 年我国保

险密度达到 3326 元/人。现阶段我国居民参保程度逐年增长，保险业发展良好。

保险深度，即保费收入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是衡量保险业在国民经济中地

位的关键指标。其高低取决于一国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和保险业的发展速度。随

着保险深度的不断提升，保险业的渗透能力也逐步增强，进而推动了保险行业的

深入发展。如图所示，2012-2017 年我国保险深度稳步增长，但 2018 年后我国

保险深度呈波动状态，2021 年、2022 年我国保险深度连续两年下降，2022 年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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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深度降至 3.88%。

图 3.16 2011-2022 年我国保险密度、保险深度

数据来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3.3.2 我国保险市场发展困境

在过去的四十年间，我国保险业凭借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持续的经济增长，获

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与机遇。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一度由 2011 年的 1046.6 元/

人和 3.04%提升至 2022 年的 3326 元/人和 3.88%。但在飞速发展的过程中，整个

保险行业过度追求市场份额的扩大和营利能力的提升，现阶段主要面临着地区保

险发展不均衡、险种结构不均衡等问题。

一是地区保险发展不均衡。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

大，存在明显的地理排斥现象。如图 3.17 所示，截止 2022 年，我国保险机构从

最初的几家扩容至 237 家，就区域分布而言，当前我国保险公司主要集中在经济

较发达的东部地区，特别是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这些区域的保险机构数量

合计占到全国七成以上，呈现出明显的保险资源分布不对称现象，这种现象来自

地理位置、政策、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了各地保险业发展水平和

保险需求程度的差异。从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这两个维度来看，东部地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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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显著优于中西部地区，凸显出地域性发展的不平衡性。

图 3.17 2011-2022 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保险密度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整理

图 3.18 2011-2022 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保险深度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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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险种结构不均衡。2022 年我国人身险保费收入显著增长，总额达到 3.4

万亿元，占保费收入总量的比重高达 73%，而财产险保费收入为 1.27 万亿元，

仅占 27%。我国保险市场保费收入结构的不均衡问题，较世界其他成熟的保险市

场更为突出。这一现象表明，我国在保险业务的发展上还需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结

构，以促进保险市场的全面健康发展。

图 3.19 2011-2022 我国财产险、人身险保费收入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整理

从财产保险和人身险的配置来看，保险市场存在严重的同质化问题。在财产

保险市场中，车险业务已接近饱和，88 家财险公司均涉足车险业务。由于产品

的高度同质化，各公司纷纷采取不同手段争夺市场份额，导致行业内竞争过度。

然而，相较于车险业务的饱和，针对农业等弱势行业的保险产品开发显得尤为不

足。目前仅有 29 家保险公司涉足农业保险产品的开发，这使得农业保险资源的

配置远未能满足农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受车险综改的影响，2020 年和 2021 年我

国车险保费收入规模出现了下降趋势。由图 3.20 可以看出，2022 年车险在财险

市场的占比高达 56%，但农业保险等针对弱势行业的险种在财险市场中的比重仍

然偏低。这种在产品开发和投入上的不均衡现象，导致弱势群体和行业的保险需

求得不到充分满足。这一现状凸显了保险市场在业务结构上的不平衡，亟需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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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调整和优化来加以改善。

图 3.20 2022 年我国财险公司保费收入结构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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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影响的机制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金融科技的产物，旨在通过数字技术为社会各阶层和群体

提供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包括转账、支付、信贷、保险及投资理财等，这些

服务的普及不仅拓宽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也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本

文深入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机制，并据此提出了四条

主要的影响路径，分别为：数字化支付、互联网保险、消费信贷以及投资理财，

影响机制如图 4.1 所示，具体分析如下。

图 4.1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机制

4.1 数字化支付

随着数字化支付应用场景日益丰富和深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商业保险

的消费意愿。一方面，在传统金融体制框架下，保险机构往往依赖于增设分支机

构、银保合作以及代理人营销等手段来扩大保险服务的覆盖范围。然而，在拓展

个人业务的过程中，保险机构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如高脱产率、渠道效率低下以

及高昂的获客成本等。这些问题导致保险机构在投入大量成本后，难以获得相应

的高利润回报。随着互联网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应运而生，有效

缓解了金融机构在资源配置过程中面临的交易成本问题。保险机构销售产品不再

依赖传统线下网点，居民通过网络终端就能够获取与产品服务相关的信息，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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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保险服务的覆盖面积和渗透率。另一方面，传统支付方式在数字技术的快

速发展下发生变革，数字化支付提供了多种支付方式，如银行卡支付、第三方支

付平台（如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移动支付等。多样化的支付方式满足了消费

者线上金融产品和流动储蓄之间灵活转换的需求，不仅显著提升了交易的便捷性，

更能有效缓解高消费所带来的资金压力，推动居民消费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支

付方式的优化提升了保险投保、理赔的服务效率，优化客户体验，有助于激发消

费者的购买意愿。

4.2 互联网保险

数字普惠金融下的互联网保险业务优化了保险市场供给水平，提升了保险服

务可得性。在传统保险市场供给环境中，保险产品同质化严重，居民面临严重的

营销排斥和价格排斥，难以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保险需求。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不

断深化和发展，科技赋能产业，互联网保险作为数字金融产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互联网平台，能够将保险产品迅速传播到各个角落，打破了原先产品供给的

时空与地域限制，便捷化、场景化和去中介的特质促进保险更大程度走向普惠化，

进一步扩展了保险服务的边界。互联网智能保险顾问依托丰富的保险产品库和前

端用户数据库，深入分析用户的消费行为模式，从而为客户量身定制差异化、个

性化的保险产品购买方案，以满足不同客户的多样化需求。此外，互联网保险平

台通常会提供详细的保险产品信息和比较功能，使得居民能够更加方便地了解不

同产品的特点、优势和价格等信息。这种透明度和可比性的增强有助于居民做出

更为明智的保险购买决策。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保险业务与数字技术实现

了深度融合。通过将数字技术有效融入保险业务的价值链，不仅显著提升了保险

服务的效率，还有效激发了居民对商业保险的购买需求，推动了保险行业的创新

发展。

4.3 消费信贷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通过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门槛，为居民在

承担风险和应对不确定性方面提供了更多便捷的途径和选择，能有效缓解信贷约

束，改善居民经济状况，提高保险支付能力。一方面，相较于传统的信贷服务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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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数字金融信贷渠道展现出诸多优势，如低门槛、快速放款以及无需抵押等特

点，为借款人提供了更加便捷和灵活的融资方式。通过手机银行、支付宝、微信、

京东等平台拓宽了消费者的融资渠道，为其提供了随时随地了解金融信息、获取

金融资讯的服务，有助于破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带来的物理限制，缓解居民因地理

位置而产生的信贷约束，从而增加购买力。另一方面，为推动数字金融的蓬勃发

展，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普惠政策。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众多银行、保险等金融

机构纷纷设立数字普惠金融事业部，旨在引导信贷资金的合理分配。这些举措不

仅为农村、偏远地区的居民，更为弱势群体提供了更为专业和精准的金融服务，

有效促进了金融资源的均衡配置。其次，在消费信贷过程中，金融机构对借款人

信用状况和风险进行评估，可以使居民更加意识到自身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从而更倾向于购买商业保险来保障自身和家庭的安全。综上，信贷业务能够为消

费者提供融资支持，使得更多的人能够承担保险费用，扩大保险需求；信贷业务

也提高了不同消费群体的购买力，使得更多的人能够获得保险保障，从而增加了

保险市场的潜在客户群体，进一步扩大了保险市场的覆盖范围。

4.4 投资理财

现如今，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投资者得以接触到更为全面的产品

信息，从而扩大了其对于投资产品的选择范畴。这种发展不仅增加了投资的可能

性，还为投资者提供了享受多元化金融服务的机会。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投资理财市场的快速发展推动了金融市场的不断创新和个性化产品的涌现，

居民除了选择传统的储蓄和股票投资外，还可以选择购买各种理财产品。保险公

司也不断推出各种新型的保险产品，如指数保险、股票挂钩保险等，这种多样化

的投资理财途径不仅增加了居民对金融市场的了解和参与，也满足了不同消费者

对商业保险的需求。其二，数字普惠金融降低了居民投资的门槛、拓宽了居民的

投资途径。这种降低门槛的效应也体现在商业保险的购买上。借助数字平台，居

民可以无需借助传统的保险代理人或经纪人就可以便捷地了解和购买商业保险

产品。这种便捷的购买方式降低了商业保险的购买门槛，增加了居民对商业保险

的需求。随着投资收益的增长，消费者的财富水平得到提升，对保险消费的信心

也会相应增强，他们可能会更愿意购买高价值的保险产品，以实现更全面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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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其三，在数字普惠金融背景下不断普及理财知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保

险不仅可以为人们的生命和财产提供保障，还可以作为一种财务规划和风险转移

的工具。消费者可以利用数字技术进行风险管理，通过数据分析更准确地评估自

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险产品，如年金保险、终身寿险等，以实

现财富的传承和长期规划。由此可见，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多样化的投资理财

途径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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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证分析

5.1 数据来源、指标选取与模型设定

5.1.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北京大学数字与蚂蚁金服共

同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这套数据涵盖了中国内地 31 个省市直辖区、337

个地级市，以及约 2800 个县，时间跨度为 2011-2021 年。该指数的编制方法科

学合理，所依托的数据权威可靠，能够准确、真实地反映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

展态势，并完整揭示地区均衡发展水平（郭峰等，2020）。第二部分，来自《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保险年鉴》的宏观经济数据，该数据能够全面反映各

年度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本文整理了能够反映商业保险需求程度的地级

市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数据，以及可以衡量当地人口结构、宏观经济状况、人民

生活质量的一系列控制变量，统计年鉴中不足的数据通过 wind 数据库、中经网

等数据库获取，部分缺失值已通过线性插值法补充。本文将两部分数据按照地市

级层面进行合并，考虑到两套数据的契合度，剔除了西藏自治区，最终选取了

2011—2021 年我国 286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有效样本共计 3146

个，东、中、西部样本分布均匀。

5.1.2 指标选取

（1）被解释变量

为了更好的反映我国居民商业保险的需求情况，本文选取了地区保险密度

（inde）和保险深度（inpe）做为被解释变量。保险密度即区域内常住人口平均

保费数额，是衡量该地区保险普及程度及保险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它不仅能

反映该地区人们保险意识的强弱，还能有效揭示该地区保险需求的水平。保费收

入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是衡量保险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关键指标。从而，

将影响商业保险需求的因素转化成影响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的因素。为了降低数

据波动，削弱异方差的影响，保证实证结果的准确性，本文对上述两个变量做对

数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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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普惠金融，借鉴汪亚楠等（2020）的研究，本文选取地

级市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index），在分析中为进一步探讨数字普惠金融

指数中不同维度对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又被细分为覆盖广度、使

用深度、数字化程度三个子维度。

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breadth），是指一个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普

及程度，即金融服务可及性。它反映了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地区、不同收入阶层

以及不同人口群体的分布情况。当一个地区覆盖广度指数较高时，意味着更多的

人能够享受到基本的金融服务，数字普惠金融普及面更广，金融排斥现象较少。

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depth），是指消费者对数字普惠金融类产品接受

程度以及利用程度。它反映了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对金融服务的依赖程度，以及

金融机构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能力。当一个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

使用深度较高时，意味着消费者更倾向于使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来满足其需求。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digit），反映了消费者获得数字普惠金融服务

的便利化及实惠化水平。数字化程度越高，金融服务的可触达性就越强，这意味

着各地居民能够更便捷地获取金融服务。

由于以上变量数值与其他变量之间差距较大，为了减少实证过程中的误差，

对其全部做除以 100 的处理。

（3）控制变量

为了降低遗漏其他变量可能带来的估计偏差，确保实证结果的准确性，本文

依据相关文献研究，选取了一系列可能对商业保险需求产生影响的变量作为控制

变量。

城镇化水平（urb）：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人们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取各

种商品和服务，促进消费需求的升级和扩大。本文以城镇常住人口占总常住人口

的比重来衡量城镇化水平。

金融发展水平（fin）：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意味着金融市场的发达和完善，

金融服务的效率也得到提高，消费者可以更加便捷的获取所需的金融服务。本文

以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

政府支持力度（gov）：政府干预对经济、居民生活和公共服务等各方面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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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产生显著的影响，既可能优化各地区的资源配置，也可能造成资源的浪费。本

文使用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地区政府支持力度。

产业结构（stru）：产业结构的优化能够推动产品、服务等供给质量的逐步

提升，有助于更好的满足消费者需求，促进消费升级。本文以第三产业增加值与

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来衡量产业结构。

基础设施水平（infra）：基础设施的建设是经济发展过程中跨区域人口、

资源、技术流动的基础条件，能够促进区域经济交流，提升服务可得性。本文采

用地级市公路里程除以地级市土地面积构建的公路密度来衡量地区基础设施水

平。

社会保障水平（soci）：作为政府的一种转移性支出手段，社会保障不仅是

调节收入分配的关键工具，而且能够通过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来进一步刺激消费需

求。本文采用地区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社会保障水

平。

物价水平（cpi）：消费者物价指数，作为衡量居民消费商品和服务价格水

平变动的重要宏观经济指标，不仅有助于我们观测和分析消费者对于商品零售价

格与服务类产品价格变化的敏感度，还能揭示这些变化对保险消费支出的影响程

度。本文采用消费者物价指数来反映地区物价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pgdp）：人均 GDP 反映了一个地区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人

均 GDP 的提升意味着收入和购买力的增加，从而人们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消费。本

文以地区生产总值与年平均常住人口的比值来衡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回归分析

中对这一指标取对数处理。

各变量的具体说明如表 5.1 所示：

表 5.1 变量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保险密度 lninde 保费收入/地区常驻人口

保险深度 lninpe 保费收入/地区生产总值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index 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100

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 breadth 覆盖广度指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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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1 变量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 depth 使用深度指数/100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 digit 数字化程度指数/100

控制变量 城镇化水平 urb 城镇常住人口/总常住人口

金融发展水平 fin 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地区生产总值

政府支持力度 gov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地区生产总值

产业结构 stru 第三产业增加值/ 第二产业增加值

基础设施建设 infra 地级市公路里程数/地级市土地面积

社会保障水平 soci 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地区生产总值

物价水平 cpi 消费价格指数

经济发展水平 lnpgdp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

5.1.3 描述性统计

表 5.2 主要展示了各变量的样本数、均值、标准差和最值的描述性统计，为

避免极端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 1%的 Winsorize 缩尾

处理。根据表 5.2 的数据显示，保险密度的对数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别为 8.881

和 5.551，而保险深度的对数则显示出更大的差异，其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达 24

倍，具体数值为 2.079 和 0.0860。这一显著差距表明，我国各地区保险业的发

展水平存在明显的不均衡现象。另外，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角度来看，总指数

的最大值为 3.192，最小值为 0.351，标准差为 0.726，这同样揭示了我国数字

普惠金融的发展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覆盖广度

上，也在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上得到了体现。

表 5.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inde 3146 7.291 0.685 5.551 8.881
lninpe 3146 1.149 0.409 0.0860 2.079
index 3146 1.846 0.726 0.351 3.192
breadth 3146 1.766 0.738 0.229 3.279
depth 3146 1.801 0.720 0.342 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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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digit 3146 2.189 0.824 0.229 3.234
urb 3146 56.17 14.90 26.59 94.98
gov 3146 20.37 10.28 4.388 91.55
fin 3146 1.589 1.241 0.199 12.57
stru 3146 1.211 0.700 0.319 4.250
infra 3146 1.090 0.505 0.143 2.187
soci 3146 2.882 2.254 0.229 40.74
cpi 3146 102.2 1.247 95.90 107.2
lnpgdp 3146 1.538 0.566 0.222 2.855

5.1.4 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 2011 年至 2021 年的地区保险密度、保险深度以及数字普惠金融指

数等相关指标，并结合一系列控制变量，共同构建了一个面板数据集。鉴于面板

数据样本容量充足，能够较好地解决遗漏变量问题，进而提升模型的精确度。为

了深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机制，我们构建了以下

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tiitititi controlDIFinde ,t,2,10,ln  
（5.1）

tiitititi controlDIFinpe ,t,2,10,ln  
（5.2）

其中， tiinde ,ln 为 i城市在 t年的保险密度， tiinpe ,ln 为 i城市在 t年的保险深

度， 0 为该回归方程的截距项， tiDIF , 反映了 i城市在 t年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细分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 ticontrol , 为控制变量的集合， i 是指

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征， i 是指不随个体变化的时间特征， ti , 为与时间和个

体无关的随机扰动项。

为确保实证结果的准确性，在正式进行回归分析之前，进行了 F检验和豪斯

曼检验，以选择最合适的模型。首先，利用 F检验来判断是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还

是混合效应模型。F检验的结果显示，P值为 0.0000，显著拒绝了原假设，即在

不同个体模型中，截距项都是相同的。这一结果支持了我们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

行后续分析的决策。其次，进行了豪斯曼检验，以进一步确认是选用固定效应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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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豪斯曼检验的 P 值同样为 0.0000，这显著地拒绝了原假

设，即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项不相关。因此，得出结论，该模型更适合采用固定

效应模型而非随机效应模型。检验结果见表 5.3。

表 5.3 F 检验与豪斯曼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 p 值 结论 结果

F 检验 0.0000 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效应模型 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豪斯曼检验 0.0000 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 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考虑到固定效应模型主要反映随时间变化的变量信息，而不随时间变化的变

量信息会被遗漏，因此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时间虚拟变量，进行双向固定效应模

型的检测
[56]
，但结果表明部分年度并不显著。然而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更符合预

期及现实情况，基于此，本文决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此外，为消

除模型异方差可能带来的干扰，本文采用了聚类稳健标准误来估计回归系数，以

确保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5.2 实证结果与分析

5.2.1 基准回归分析

本文使用 stata16.0 对模型（5.1）和（5.2）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分析，回归

结果如表 5.4 所示。从表中回归结果可知，在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数字

普惠金融总指数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555、0.281，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在

加入控制变量后，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回归系数仍然十分显著，且数值变动不

大，说明结果相对稳健，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显著促进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的

增长。从经济意义上来看，当模型引入所有控制变量后，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

回归系数为 0.431、0.373，说明当数字普惠金融的整体发展水平每提高 1%时，

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分别上升 4.31%、3.73%。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以其“数

字性”和“普惠性”，提升了商业保险的覆盖程度以及社会认可度，促进了我国

保险行业的良性发展，增加了各类群体购买商业保险的意愿。

从控制变量的结果来看，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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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持一致。城镇化水平、政府支持力度、金融发展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物价

水平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其无论是对保险密度还是保险深度均有显著的

提升作用。产业结构升级显著抑制了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的增长，可能的原因在

于产业结构升级会导致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从而使得消费者对未来的收入

和就业前景更加不确定，从而减少了对保险消费的需求。此外，产业结构升级也

会导致市场竞争加剧，当企业面临更大的经营风险，居民对商业保险消费的需求

也会随之减少。经济发展水平对保险密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保险深度有显

著的抑制作用。一方面，人均 GDP 的提高意味着人们的购买力增强，有更多的资

金可以用于购买保险产品。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保险产品

的种类和数量也会增加，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进而促进保险密度的提升。

另一方面，随着人均 GDP 的提高，人们收入水平会相应的提高，但如果收入分配

不均，会扩大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之间的差距，导致低收入人群无法承担高

额的保险费用，从而抑制保险深度的提高。

表 5.4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lninde lninde lninpe lninpe

index 0.555*** 0.431*** 0.281*** 0.373***

(0.008) (0.020) (0.011) (0.020)
urb 0.003* 0.003**

(0.002) (0.001)
gov 0.009*** 0.011***

(0.002) (0.002)
fin 0.018 0.044***

(0.011) (0.013)
stru -0.086*** -0.082***

(0.023) (0.013)
infra 0.077* 0.029

(0.045) (0.035)
soci 0.015*** 0.016***

(0.004) (0.005)
cpi 0.035*** 0.036***

(0.004) (0.003)
lnpgdp 0.262*** -0.543***

(0.038) (0.044)
_cons 6.265*** 2.092*** 0.632*** -2.872***

(0.015) (0.421) (0.019) (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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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4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lninde lninde lninpe lninpe

N 3146 3146 3146 3146
R² 0.783 0.838 0.476 0.718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置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鉴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融合了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等多个子指

标，为了更全面地剖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本文将从数字

普惠金融的三个二级维度展开深入探讨与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5.5 所示。由表列

（1）和列（4）可知，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正向提升了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

意味着随着覆盖广度的提升，保险服务延伸到更广泛的地域和人群，更多潜在客

户接触并了解到保险产品，保险需求随之上升。由列（2）和列（5）结果可知，

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回归系数分别为 0.344 和 0.306，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

上均表现为正值，这表明使用深度对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也存在显著的正向推动

作用。使用深度的提高意味着金融机构能通过降低金融门槛，为客户提供更具多

样化的金融产品及服务，由于商业保险还兼具投资理财和规避风险的双重特性，

有助于提升居民对保险产品的需求程度。列（3）和列（6）数据显示，数字普惠

金融的数字化程度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218、0.198，同样与保险密度和保险深

度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着数字化程度的提高，数字金融的优势更加突出，数

字普惠金融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触达性，并能降低

获取金融服务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同时，在对客户风险水平、保险需求等进

行精准评估和分析后，有效满足了客户的个性化保险需求。

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子维度均有助于提升居民商业保险需求，

但数字化程度带来的促进效应低于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可能的原因在于数字化

金融的发展还需要数字化资源的配置和相应的硬件设备作为支持，而这些设备和

资源在我国部分城市的普及率还有待提升，所以整体影响效果相对较弱。这也表

明，我国要不断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发展，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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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各维度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lninde lninde lninde lninpe lninpe lninpe

breadth 0.382*** 0.316***

(0.020) (0.020)
depth 0.344*** 0.306***

(0.017) (0.016)
digit 0.218*** 0.198***

(0.015) (0.014)
urb 0.003* 0.005*** 0.007*** 0.004*** 0.005*** 0.007***

(0.002) (0.002) (0.002) (0.001) (0.001) (0.001)
gov 0.013*** 0.011*** 0.012*** 0.014*** 0.012*** 0.013***

(0.002) (0.002) (0.002) (0.003) (0.002) (0.003)
fin 0.037*** 0.044*** 0.080*** 0.065*** 0.064*** 0.095***

(0.013) (0.014) (0.019) (0.016) (0.016) (0.021)
stru -0.087*** -0.110*** -0.140*** -0.087*** -0.102*** -0.128***

(0.024) (0.023) (0.024) (0.014) (0.014) (0.016)
infra 0.084** 0.123*** 0.192*** 0.042 0.065* 0.125***

(0.043) (0.046) (0.047) (0.036) (0.037) (0.039)
soci 0.017*** 0.017*** 0.021*** 0.018*** 0.018*** 0.021***

(0.005) (0.005) (0.006) (0.006) (0.006) (0.007)
cpi 0.027*** 0.020*** 0.031*** 0.028*** 0.023*** 0.034***

(0.004) (0.003) (0.004) (0.003) (0.003) (0.003)
lnpgdp 0.340*** 0.402*** 0.547*** -0.455*** -0.434*** -0.312***

(0.040) (0.038) (0.041) (0.045) (0.041) (0.042)
_cons 2.835*** 3.415*** 1.952*** -2.148*** -1.767*** -3.131***

(0.430) (0.402) (0.448) (0.337) (0.333) (0.357)
N 3146 3146 3146 3146 3146 3146
R² 0.825 0.835 0.814 0.688 0.718 0.682

5.2.2 影响机制分析

在前文理论分析中，本文推导出了四条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

影响途径，包括数字化支付、互联网保险、消费信贷、投资理财。基于数字普惠

金融指数使用深度维度下的支付、保险、信贷及投资相关数据，本文对数字普惠

金融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鉴于二级指标中支付、保险

和信贷指数的数据区间为2011年至 2021年，而其他二级指标的数据仅涵盖 2013

年至 2021 年，为保持数据时间范围的一致性，本文在实证检验过程中主要聚焦

于数字化支付（payment）、互联网保险（insurance）以及消费信贷（cr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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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方面，深入探究它们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影响机制回归结果如表

5.14 所示。列（1）和列（4）为数字化支付业务的回归结果，回归系数为 0.319、

0.285，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意味着数字化支付业务指数每提高 1%，保险

密度和保险深度均提高 0.319%和 0.285%。由列（2）和列（5）可知，互联网保

险业务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094、0.080，对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在 1%的水平上

正向显著。由列（3）和列（6）可知，消费信贷业务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456、

0.419，对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在 1%水平上有显著促进效应。由此可见，数字化

支付、互联网保险以及消费信贷都能够作为提升我国居民商业保险需求水平的主

要影响途径，且目前消费信贷业务的促进效应最强。

表 5.6 影响机制分析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lninde lninde lninde lninpe lninpe lninpe

payment 0.319*** 0.285***

(0.014) (0.014)
insurance 0.094*** 0.080***

(0.007) (0.007)
credit 0.456*** 0.419***

(0.024) (0.023)
urb 0.005*** 0.009*** 0.006*** 0.005*** 0.008*** 0.005***

(0.002) (0.002) (0.002) (0.001) (0.001) (0.001)
gov 0.007*** 0.013*** 0.013*** 0.008*** 0.014*** 0.014***

(0.002) (0.003) (0.002) (0.002) (0.003) (0.002)
fin 0.046*** 0.099*** 0.063*** 0.065*** 0.116*** 0.079***

(0.013) (0.021) (0.017) (0.015) (0.024) (0.018)
stru -0.093*** -0.151*** -0.103*** -0.086*** -0.139*** -0.094***

(0.022) (0.024) (0.024) (0.014) (0.017) (0.015)
infra 0.139*** 0.201*** 0.150*** 0.079** 0.138*** 0.085**

(0.044) (0.050) (0.042) (0.036) (0.043) (0.035)
soci 0.021*** 0.025*** 0.017*** 0.021*** 0.025*** 0.017**

(0.005) (0.007) (0.006) (0.006) (0.009) (0.007)
cpi 0.011*** 0.011*** 0.021*** 0.016*** 0.015*** 0.026***

(0.003) (0.004) (0.003) (0.003) (0.003) (0.003)
lnpgdp 0.349*** 0.614*** 0.538*** -0.483*** -0.233*** -0.323***

(0.037) (0.043) (0.035) (0.041) (0.043) (0.036)
_cons 4.418*** 3.922*** 2.940*** -0.876*** -1.267*** -2.251***

(0.400) (0.423) (0.396) (0.331) (0.375) (0.333)
N 3146 3146 3146 3146 3146 3146
R² 0.842 0.807 0.831 0.733 0.659 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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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实证模型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更好的分析数据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

以下两种方法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

第一，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本文采用李春涛等（2020）的金融科技数据，通

过百度新闻高级检索功能，以“地区+金融科技关键词”为搜索条件，筛选出 EB

级存储、NFC 支付、互联网金融、数据挖掘等共计 48 个金融科技相关的关键词。

随后，将这些关键词与我国所有地级市进行匹配，并利用网络爬虫技术，抓取百

度新闻高级检索页面的源代码，从中提取出各关键词的搜索结果数量。为便于分

析和比较，对这一数据进行对数变换，从而构建出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指标

（fintech），替换本文数字普惠金融核心解释变量。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结

果如表 5.7 所示，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相符，说明模型较稳健。

表 5.7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结果

(1) (2)
lninde lninpe

fintech 0.114*** 0.096***

(0.008) (0.008)
urb 0.006*** 0.006***

(0.002) (0.001)
gov 0.016*** 0.017***

(0.003) (0.003)
fin 0.076*** 0.097***

(0.018) (0.020)
stru -0.137*** -0.127***

(0.026) (0.018)
infra 0.202*** 0.138***

(0.045) (0.039)
soci 0.021*** 0.021**

(0.007) (0.009)
cpi -0.010** -0.002

(0.004) (0.004)
lnpgdp 0.564*** -0.275***

(0.039) (0.040)
_cons 6.122*** 0.593

(0.461) (0.433)
N 3146 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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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² 0.809 0.663

第二，剔除重点城市。考虑到政策导向性对我国重点城市经济和金融资源的

显著影响，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与其他城市存在明显差异，实

证研究结果会产生潜在的影响。因此，在进行实证分析时，将我国的 4个直辖市

以及 15 个副省级城市从回归样本中予以剔除，以确保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在剔除以上重点城市后，实证结果如表 5.8 所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保险密度和保

险深度的影响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相符，这进一步验证了模型的稳健性。

表 5.8 剔除重点城市回归结果（保险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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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ex 0.436***

(0.020)
breadth 0.382***

(0.021)
depth 0.348***

(0.017)
digit 0.218***

(0.014)
urb 0.002 0.002 0.005*** 0.006***

(0.002) (0.002) (0.002) (0.002)
gov 0.009*** 0.013*** 0.010*** 0.012***

(0.002) (0.002) (0.002) (0.003)
fin 0.015 0.033** 0.041*** 0.077***

(0.012) (0.013) (0.015) (0.021)
stru -0.092*** -0.094*** -0.116*** -0.147***

(0.024) (0.025) (0.023) (0.025)
infra 0.052 0.075 0.102** 0.190***

(0.047) (0.046) (0.050) (0.052)
soci 0.014*** 0.017*** 0.017*** 0.021***

(0.004) (0.004) (0.005) (0.006)
cpi 0.034*** 0.026*** 0.019*** 0.030***

(0.004) (0.004) (0.004) (0.004)
lnpgdp 0.270*** 0.347*** 0.414*** 0.558***

(0.040) (0.043) (0.040) (0.043)
_cons 2.208*** 2.990*** 3.530*** 2.049***

(0.432) (0.441) (0.415) (0.462)
N 2937 2937 2937 2937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

——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53

R² 0.839 0.825 0.836 0.815

表 5.9 剔除重点城市回归结果（保险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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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ex 0.381***

(0.021)
breadth 0.322***

(0.021)
depth 0.311***

(0.017)
digit 0.199***

(0.014)
urb 0.003* 0.003** 0.005*** 0.006***

(0.001) (0.001) (0.001) (0.002)
gov 0.011*** 0.014*** 0.012*** 0.013***

(0.002) (0.003) (0.002) (0.003)
fin 0.041*** 0.060*** 0.061*** 0.092***

(0.014) (0.016) (0.017) (0.023)
stru -0.087*** -0.091*** -0.106*** -0.133***

(0.014) (0.015) (0.015) (0.017)
infra 0.026 0.054 0.066 0.142***

(0.039) (0.040) (0.041) (0.044)
soci 0.015*** 0.017*** 0.017*** 0.020***

(0.004) (0.006) (0.006) (0.006)
cpi 0.037*** 0.028*** 0.023*** 0.034***

(0.003) (0.003) (0.003) (0.003)
lnpgdp -0.556*** -0.472*** -0.441*** -0.317***

(0.046) (0.048) (0.043) (0.044)
_cons -2.870*** -2.120*** -1.749*** -3.128***

(0.329) (0.347) (0.344) (0.368)
N 2937 2937 2937 2937
R² 0.712 0.681 0.711 0.673

5.2.4 内生性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有提升效果，对居

民商业保险需求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为了避免解释变量与误差项之间存在

相关性而导致回归结果产生偏差，影响结论的正确性和推导的有效性，本文采取

以下两种方法来检验模型是否存在内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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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选取滞后一期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如表 5.10，

由列（1）和列（2）可知，滞后一期的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仍然在 1%的水平上

正向显著，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说明该模型具有稳健性。

表 5.10 滞后一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回归结果

(1) (2)
lninde lninpe

lag_index 0.398*** 0.342***

(0.018) (0.018)
urb 0.003* 0.004**

(0.002) (0.001)
gov 0.010*** 0.012***

(0.002) (0.002)
fin 0.013 0.036***

(0.011) (0.012)
stru -0.062*** -0.062***

(0.024) (0.013)
infra 0.090* 0.062*

(0.048) (0.037)
soci 0.013*** 0.014***

(0.003) (0.004)
cpi 0.003 0.003

(0.004) (0.005)
lnpgdp 0.289*** -0.505***

(0.037) (0.043)
_cons 5.459*** 0.490

(0.505) (0.494)
N 2860 2860
R² 0.814 0.719

第二，选取互联网普及率（internet）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

法（2SLS）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5.11 所示，Wald 检验统计量显著超过 10%的临

界值 16.83，这说明互联网普及率并非弱工具变量，能够有效代表数字普惠金融

进行实证分析。鉴于工具变量的数量与内生解释变量的数量一致，故不再进行过

度识别检验。列（1）和列（3）展示了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其中工具变量与数

字普惠金融之间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达到了 0.031，且这一显著性水平高达 1%。

观察列（2）和列（4）所示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数字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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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452 和 0.447，同样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再次证实该模型结果的可靠性。

表 5.11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

(1) (2) (3) (4)
first second first second
index lninde index lninpe

internet 0.031*** 0.031***

(0.001) (0.001)
index 0.452*** 0.447***

(0.020) (0.019)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_cons 18.236*** -0.230*** 18.236*** -5.10***

(0.697) (0.644) (0.542) (0.601)
N 3146 3146 3146 3146
R² 0.779 0.806 0.779 0.503

5.3 异质性分析

5.3.1 区域异质性

我国地域辽阔，城市分布东西跨度大，导致了不同区域在资源禀赋与经济发

展水平上具有较大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凭借其政策导向性和精准的靶向性特点，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普惠性金融资源流向中西部及欠发达区域，从而有助于缓

解这些地区的金融资源短缺问题，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为验证不同

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差异，本文将样本内 286 个城市划

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子样本，并进行分组回归。表 5.12 结果表明，数字

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的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但

各地区促进效果有所差异，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均支

持这一结论。

整体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效应为东部大于西部大

于中部，可能的原因在于东部地区多为经济发达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较为成熟，

保险市场发展较为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地区的覆盖程度更高，人们对于线

上交易、数字化服务的接受度也相对较高，这使得保险产品能够更广泛地覆盖到

潜在客户，提高保险需求。同时，东部地区的互联网及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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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服务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对于便捷、高效的服务需求。相比之下，西部地

区由于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保险市场的发展也相对滞后。此外，从人

口结构视角来看，西部地区的人口总量和人口密度均显著低于东部地区，这进一

步加剧了地区间的差异。因此，在数字普惠金融对保险密度的促进作用上，西部

地区的表现略低于东部地区。

表 5.12 分地区回归结果

panel A 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

东部 中部 西部

lninde lninpe lninde lninpe lninde lninpe

index 0.482*** 0.337*** 0.398*** 0.403*** 0.449*** 0.401***

(0.026) (0.027) (0.045) (0.040) (0.031) (0.032)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2.556*** -1.985*** 1.616 -3.520*** 1.929*** -3.379***

(0.612) (0.550) (1.071) (0.711) (0.409) (0.451)
N 1100 1100 1100 1100 946 946
R² 0.879 0.771 0.841 0.679 0.812 0.739
panel B 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

东部 中部 西部

lninde lninpe lninde lninpe lninde lninpe
breadth 0.426*** 0.273*** 0.319*** 0.319*** 0.391*** 0.344***

(0.028) (0.025) (0.050) (0.047) (0.032) (0.032)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3.429*** -1.234** 2.719** -2.369*** 2.546*** -2.801***

(0.665) (0.584) (1.056) (0.732) (0.416) (0.469)
N 1100 1100 1100 1100 946 946
R² 0.861 0.742 0.828 0.646 0.800 0.707
panel C 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

东部 中部 西部

lninde lninpe lninde lninpe lninde lninpe
depth 0.378*** 0.282*** 0.313*** 0.314*** 0.362*** 0.329***

(0.026) (0.021) (0.033) (0.030) (0.024) (0.026)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3.796*** -1.208** 3.039*** -2.057*** 3.349*** -2.125***

(0.586) (0.551) (0.925) (0.657) (0.483) (0.514)
N 1100 1100 1100 1100 946 946
R² 0.869 0.771 0.841 0.679 0.810 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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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12 分地区回归结果

panel D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

东部 中部 西部

lninde lninpe lninde lninpe lninde lninpe
digit 0.282*** 0.215*** 0.207*** 0.220*** 0.182*** 0.164***

(0.027) (0.020) (0.024) (0.024) (0.023) (0.022)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0.035*** 0.031*** 0.035*** 0.042*** 0.026*** 0.032***

(0.007) (0.005) (0.009) (0.006) (0.005) (0.005)
N 1100 1100 1100 1100 946 946
R² 0.854 0.756 0.832 0.663 0.775 0.653

5.3.2 险种异质性

在我国商业保险市场中，根据保险标的可将保险分为财产险和人身险两大类。

财产险旨在为被保险人的财产及其相关利益提供风险保障，减少其因遭受自然灾

害或意外事故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人身险是一种以保障人的生命或身体健康为目

标的保险形式，目的在于为被保险人提供全面的风险保障，减轻因疾病、意外伤

害或死亡等事件对个人及家庭造成的经济压力和损失。为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我

国居民商业保险不同险种之间需求的差异，本文按照保险标的的不同，将样本划

分为了财产险和人身险两个子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5.13。

整体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高我国居民对财产险和人身险的需求水平，

但对财产险的促进作用大于人身险。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信息透明化，使得居民能

够更直观地了解各类风险事件，从而增强了他们对财产安全的重视程度。数字普

惠金融平台能够根据用户的个人信息和历史行为数据，为其推荐合适的财产险产

品。这种定制化的服务方式，提高了居民对财产险的接受度和购买意愿。但相较

于财产险，人身险涉及的风险较为复杂，需要对消费者提供更深入的沟通和解释，

而数字普惠金融平台在提供这类服务时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此外，部分居民

对人身险的认知程度不高，也影响了其购买意愿。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保

险业发展时需要根据不同险种的特点采取差异化的策略和技术手段。因此，数字

普惠金融对人身险的推动作用相对小于财产险，但仍然可以为居民提供更便捷的

渠道和更高效的服务。

综上所述，数字普惠金融对财产险和人身险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财产险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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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相对大于人身险。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保险业发展

时需要根据不同险种的特点采取差异化的策略和技术手段。

表 5.13 分险种回归结果

panel A 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

财产险 人身险

lnproinde lnlifeinde lnproinpe lnlifeinpe

index 0.258*** 0.528*** 0.187*** 0.513***

(0.026) (0.022) (0.020) (0.025)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_cons 4.631*** 0.114 -0.626** -6.198***

(0.432) (0.478) (0.310) (0.517)
N 3146 3146 3146 3146
R² 0.687 0.828 0.563 0.626
panel B 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

财产险 人身险

lnproinde lnlifeinde lnproinpe lnlifeinpe
breadth 0.243*** 0.463*** 0.168*** 0.426***

(0.026) (0.023) (0.020) (0.025)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_cons 4.989*** 1.049** -0.320 -5.152***

(0.425) (0.492) (0.312) (0.517)
N 3146 3146 3146 3146
R² 0.684 0.811 0.554 0.585
panel C 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

财产险 人身险

lnproinde lnlifeinde lnproinpe lnlifeinpe
depth 0.174*** 0.432*** 0.130*** 0.424***

(0.019) (0.019) (0.015) (0.019)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_cons 5.565*** 1.684*** 0.034 -4.694***

(0.436) (0.464) (0.312) (0.508)
panel C 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

财产险 人身险

lnproinde lnlifeinde lnproinpe lnlifeinpe
N 3146 3146 3146 3146
R² 0.679 0.828 0.552 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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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13 分险种回归结果

panel D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

财产险 人身险

lnproinde lnlifeinde lnproinpe lnlifeinpe

digit 0.145*** 0.261*** 0.112*** 0.282***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_cons 4.339*** 0.018 -0.930*** -6.685***

(0.451) (0.515) (0.327) (0.575)
N 3146 3146 3146 3146
R² 0.679 0.798 0.555 0.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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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深入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商业保险需

求的影响，并明晰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首先，归纳总结国内外有关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商业保险需求影响因素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

这三个方面的文献，分析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历程、总体趋势、地区差异、

业务现状以及我国保险市场的发展现状和发展中面临的困境。其次，基于理论分

析，梳理出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四个路径。最后，本文建立

实证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实际影响效应，并进一步

探讨了在不同地区及不同险种下其影响的异质性特征。本文最终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在近年来实现了飞速发展，其中使用深度的增长趋

势最为显著，业务涵盖了数字化支付、数字化理财以及互联网保险等多个重要领

域。同时，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金融资源配置等

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

第二，目前我国保险业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新时代，呈现出总资产规模不断扩

大、保费收入持续上涨、保险密度与保险深度不断提升等特征。但还存在地区保

险发展不平衡、险种结构不均衡等问题。

第三，实证检验证实了数字普惠金融可有效提升居民商业保险需求。具体而

言，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在影响效果上相较于数字化程度更为突

出。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和险种间均

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通过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我们发现这种影响在东部地区

较之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而在财产险方面的作用也强于人身险。

第四，从影响机制检验结果来看，数字化支付、互联网保险以及消费信贷都

能够作为提升我国居民商业保险需求水平的主要影响途径，且目前消费信贷业务

的促进效应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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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对策建议

6.2.1 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当前，我国互联网普及率持续提高，移动支付、网络借贷等数字金融服务日

益普及。然而，在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如农村地区

互联网覆盖不全、通信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数据共享机制不完善等，这些问题制

约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深入发展。因此，为了提升金融服务的质量和覆盖范围，我

们需要进一步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数字金融服务网络，提高

金融服务的普及率和渗透率。一方面，我国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存在城乡、

区域间的不平衡，为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渗透率，进而使各地区居民均能享受到

优质且安全的金融服务，增强居民商业保险的可得性，应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政

府部门、公共服务机构之间的数据互联互通。通过整合地区普惠金融服务资源，

建立金融数据共享中心与数字服务平台，实现金融服务的高效、便捷与普惠，以

满足广大居民对商业保险的多样化需求。另一方面，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进一

步发展，我们应致力于建设个体类基础设施，同时，加强金融科技研发与应用，

鼓励科技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金融科技与传统金融深度融合，提高金融服务

效率和水平，使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更加精细化和多元化。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基

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更是数字经济时代国家社会保障

体系构建的重要支撑，有助于构筑新的竞争优势。

6.2.2 宣传普及数字普惠金融知识，提升消费者的金融素养

数字普惠金融知识的普及程度与消费者的金融素养水平，直接影响着居民对

商业保险的认知与接受度。宣传普及数字普惠金融知识、提升消费者金融素养是

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首先，构建多渠道宣传体系。利用互联

网、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平台，广泛宣传数字普惠金融知识，包括其定义、特点、

优势以及应用场景等。同时，结合传统媒体，如电视、广播、报纸等，形成多渠

道的宣传体系，确保数字普惠金融知识能够覆盖更广泛的受众。其次，引导消费

者树立正确的金融观念，认识到金融知识与自身生活、工作的密切关系。鼓励他

们主动学习金融知识，提高金融风险的防范意识。培养消费者的金融技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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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规划、投资选择、风险管理等方面。通过实际操作和案例分析，使消费者能

够运用所学金融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和消费者金融素养的提

升，有助于增强居民对商业保险的认知和信任。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平台，居民可

以更加便捷地了解和购买商业保险产品，从而满足自身的风险保障需求。同时，

商业保险机构也可以利用数字技术，优化产品设计和服务流程，提高保险产品的

吸引力和竞争力。

6.2.3 创新数字保险产品与服务

在深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后，为更好的满足居民

日益增长的保险需求，推动数字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创新是关键。首先，金融机构

可以运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入了解居民的保险需求和风险承受能力。

通过挖掘和分析大量的用户数据，可以设计出更符合居民实际需求的保险产品，

实现个性化产品定制和差异化定价，也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开发

智能保险顾问系统，为居民提供个性化的保险咨询和推荐服务。其次，借助数字

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开发互动式保险体验平台，使居民能够更直观地了解保险产

品的特点和优势。通过模拟场景、案例分析等方式，让居民在互动中感受到保险

的重要性，从而提高其对商业保险的接受度和购买意愿。此外，金融机构应积极

寻求与其他行业的跨界合作与创新，共同开发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数字化保险产品。

例如，与电商平台、社交平台等合作，共同推出符合居民需求的保险产品，扩大

保险产品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这些创新举措不仅有助于提升居民的保险意识和风

险保障水平，也有助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深入发展。

6.2.4 加强监管力度，发挥政府机构的指引功能

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金融风险，如信息不对称、数据泄露、

非法集资等。加强监管力度可以有效识别和控制这些风险，保障市场的健康稳定

发展。第一，整合各类金融机构、征信机构、监管机构的数据，实现数据的集中

管理，促进不同机构之间的合作，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和质量。建立完善的数据监

管体系，加强对数据共享的监管和规范。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数据共享的范

围、方式和程序等，确保数据共享合法合规。同时，加强对数据质量的评估和监

测，确保数据的质量和可靠性。第二，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如人工智能、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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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析等，建立完善的风险预警和监测系统。通过对用户行为、交易数据等实时

监测和分析，及时发现并预警异常行为，防止数字欺诈的发生。同时，加强对金

融机构的监管和评估，提高其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第三，在政策制定层面，应

紧密结合居民金融资产配置的动态趋势，推动保险机构的数字化转型。鉴于城乡、

区域及险种间的差异性，应制定有针对性的方针政策，以应对不同背景下的挑战

与需求。这样的政策导向不仅有助于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更能推动保险业与数字

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为居民提供更加多元化、个性化的金融服务。

综上所述，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宣传普及数字普惠金融知识并

提升消费者的金融素养、创新数字金融产品与服务、拓宽数字化渠道与合作这些

措施将有助于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协调发展，为居民提供更

加便捷、高效和个性化的保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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