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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时代下，数字普惠金融凭借其普惠性和便捷性，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践行普惠金融理念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已成为金融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近年来

国家高度重视金融机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鼓励各大银行充分发挥优势功能，号

召大型银行加快建设小微企业专营机构，实现层次多、覆盖广的金融服务。作为

金融机构重要支柱的商业银行，积极响应政策导向，不仅落实了数字普惠金融的

发展理念，而且还推动了传统业务向数字化的转型，并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实践中

不断进步。

本文以平安银行为例，探究其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发展实践和效果，并进

一步探讨了如何构建有效的数字普惠金融评价体系。通过对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

融发展的系统评估，本文研究以期能够为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提供决策支

持和优化服务的参考。作为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代表，平安银行在金融科技时代下

抓住机遇，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其发展实践在行业内具有重要的借鉴作

用。本文研究基于长尾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分析了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的

发展实践。在数字普惠金融评价体系构建方面，本文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

金融使用深度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三个方面设置八个指标，运用熵值法对平安

银行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效果进行综合评估。为了保证评价的客观性，分别对平

安银行进行自身纵向比较和行业横向比较，据此得出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效果的综合评价得分及平安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存在的问题。平安银行数字金

融覆盖广度的综合得分在 2015年至 2022年整体处于增长态势，数字金融使用深

度和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的综合得分则先下降后增长。在所选取的股份制银行

中，平安银行综合评价得分排名较后，从 2018年正式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后，

其排名开始不断靠前。平安银行虽在综合评价排名中不断进步，但数字普惠金融

发展还存在普惠金融业务发展缓慢、普惠金融业务的风险上升以及普惠金融业务

的竞争力较弱问题。基于前文分析，文章最后对平安银行以及其他商业银行数字

普惠金融的发展提出建议，从培养复合型专业人才队伍、加强普惠金融差异化战

略发展以及加强业务风险控制等方面创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模式。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 平安银行 发展实践 熵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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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Internet era,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and practicing the

concept of inclusive finance by virtue of its universality and convenience,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direction in the financial field.

In recent years, the state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b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encourages major bank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advantages, and calls on large banks to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to realize multi-level and

wide-ranging financial services. As an important pillar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ommercial banks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policy guidance,

not only implement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but als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business to digital, and

make continuous progress in the practice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This paper takes Ping An Bank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its

development practice and effect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further discusses how to build an effective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evaluation system. Through the systematic eval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f Ping An Bank,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decision support and optimization servic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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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f commercial banks. As a representative of a

joint-stock commercial bank, Ping An Bank has seized the opportunity in

the era of fintech to vigorously developed the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ial

business, and its development practi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for

reference in the industry. Based on the long tail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otivation, current

situation, measures and problems of Ping An Bank's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explains its development practice. In term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evaluation system, this

paper sets eight indicator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coverage breadth of

digital finance, the depth of digital finance and the digitalization degree

of inclusive finance, and uses the entropy method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effe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f Ping An

Bank. In order to ensure the objectivity of the evaluation, Ping An Bank

made its own vertical comparison and industry horizontal comparison of

Ping An Bank, based on which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core of the

development effect of Ping An Bank'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was

obtained. The comprehensive score of the digital financial coverage

breadth of Ping An Bank is in an overall growth trend from 2015 to 2022,

while the comprehensive score of the use depth of digital finance and the

digitalization degree of inclusive finance has decreased first and then

increased. Among the selected joint-stock banks, Ping An Bank ran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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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in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core, and since the official

establishment of the Inclusive Finance Division in 2018, its ranking has

continued to rise. Although Ping An Bank has made continuous progress

in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ranking,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such as the shortage of

compound talents, the slow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business, and the

rising risk of inclusive financial business.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is paper finally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 Ping An Bank and other commercial banks,

and innovates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from

the aspects of cultivating a team of compound professionals,

strengthen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iated strategies of inclusive

finance, and strengthening business risk control.

Keywords：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Ping An Bank；Development

practice；Entropy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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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绪 论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普惠金融是一种以满足中低收入人群的金融服务为核心，通过低息贷款向这

些人提供社会保障、技术支持以及其他金融支持服务，来推进经济发展的金融服

务形式。它能够帮助人们尽早进入金融体系并接受金融服务，从而增加人民收入

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近年来，在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普惠金融开始

依托金融科技向数字普惠金融演进。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使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

降低了金融服务的成本，提高了服务效率，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与传统

普惠金融相比，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小微企业、农户等困难群体，解

决了传统普惠金融在风险控制、服务供给不平衡等方面的问题。北京大学数字普

惠金融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经历了显著的增长和发展。这一进

展不仅为众多企业和个人带来了实际的经济利益，而且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有效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普及率和可获得性。这种发展趋势对于进一步激发经济发

展的潜力具有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随着全球金融竞争日益加剧，我国高度重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制定了一

系列发展战略。国务院在 2015 年发布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对今后 5年的普惠金融工作提出了总体、系统性的要求。鼓励各大银行

充分发挥优势功能，加快建设小微企业专营机构，从而实现多层次、广覆盖的金

融服务。2017年，银监会等 11部委联合印发了《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

事业部实施方案》，要求各大银行设立专门普惠金融事业部。在政策的推动下，

商业银行纷纷加入数字化转型行列，开始积极大力发展金融科技、布局数字普惠

金融，不断推广创新数字普惠金融业务。

随着商业银行数字普惠实践的深化，学者们更加关注对这些实践的评价研究，

有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实践评价的理论研究也逐渐丰富。我国对于数字普惠金融

发展实践评价的相关研究中，较权威的评价指标是“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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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包括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惠金融数字化程度三个大类 33

个指标。该指标在宏观上评价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实践效果，我国多数学者在评

价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效果时，多借鉴此指标体系。在评价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方面，王宇平（2024）选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最新公布的 2012-2021年

的部分数据来衡量河南省近 10年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田佳瑛（2024）则

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河南省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情况进行

分析评价。吕丹（2022）通过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黑龙江省数字普

惠金融现状进行分析评价。

作为商业银行的重要组成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其普惠金融业务未来发展具

有很大潜力，受政策影响，股份制银行处在发力期，值得研究。近几年平安银行

依托零售转型，零售贷款规模快速扩张，转型前两年年化增速高达 46%，零售资

产占比达到股份制银行第一，在股份制银行中的地位不断凸显。在互联网时代背

景下，平安银行积极探索和适应新的发展趋势，通过采用互联网思维来改变其现

有的经营模式。该银行不仅关注产品服务的创新，而且致力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并积极实践普惠金融的理念。特别是在“金融科技+普惠金融”的模式上，平安

银行进行了深入研究，旨在满足全国 8000万个个体工商户的流动性资金需求。

为此，平安银行利用了自身的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以及智慧风控能力，研发设

计了“新一贷”贷款产品，有效降低了小微企业的贷款综合成本。依托数字普惠

技术搭建平台，创新推出普惠金融业务品牌，i贷款、宅 e经营贷和万商贷，不

断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全方位发展。2023年上半年，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累计发

放额 2354.29亿元，同比增长 18.5%，贷款累计户数 105.97万户，其中贷款金额

在 100万元以下的户数占比 85%。在近三年中平安银行获得“年度普惠金融奖”、

“年度普惠金融业务银行称号”、“2022全球绿色普惠金融年度奖”等奖项和

荣誉称号，凭借供应链金融入选“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创新成果——数字技术与数

字普惠创新应用”奖项。

考虑到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促进金融服务普及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本文选择

以平安银行作为研究对象。评估其在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方面的成效，并深入

分析其在推动金融服务普及和提升服务效率方面的策略以及可能的政策含义。通

过这一研究，本文期望能够为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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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策制定者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提供数据支撑和决策参考。

1.1.2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本文以平安银行为例，运用信息不对称理论等分析其数字普

惠金融发展实践，有助于丰富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研究的理论成果。一方面，

本文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在金融科技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与商业银行发展转型之

间的内在联系，深化了对二者关系的认识；另一方面，通过案例分析，展示了熵

值评价方法在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体实践中的应用，拓展了相关理论的

解释力。

2、实践意义：本文通过对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成效进行系统评估，

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首先，能够揭示平安银行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先进

经验和优秀做法，能够为其他商业银行提供有益借鉴，推动行业整体水平提升。

其次，有利于为监管部门优化政策提供参考。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1.2.1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总体研究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定义和特征，在 2018年，Wibella等学者对数字普惠金

融进行了定义，认为这是一种针对那些传统上难以获取金融服务的群体，通过数

字化手段提供的金融服务。这一定义强调了数字技术在扩大金融服务覆盖范围方

面的作用。2016年在 G20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报告中，把数字普惠金融定义

为：泛指一切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来促进普惠金融的正规金融服务行动，重点

在于负责任、成本可负担、商业可持续。2016年 9月，杭州 G20峰会主题报告

《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指出，数字普惠金融涵盖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

例如支付、转账、储蓄、财务规划和银行对账单服务等，通过数字化或者电子化

技术进行交易，例如，电子货币、支付卡和常规银行账户等。《2016数字普惠

金融白皮书》发布，其中将数字普惠金融机构划分为两种类型：传统金融机构数

字创新与新兴类金融机构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创新。这是目前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组

织构成相对成熟的观点。我国学者尹应凯和侯蕤（2017）提到美国已经形成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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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较完整的数字普惠金融链，并形成了良好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环境，具体包括

互联网支付、大数据征信、大数据风控、互联网理财、以及智能投顾等。董玉峰

和赵晓明（2018）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是对普惠金融的进一步深化，并提出了数字

普惠金融应具备双重目标属性，即商业性和社会性。贺刚等（2020）从三个层面

上解释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内涵，即金融、“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

他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是一种创新模式，可为难以获得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客户群体

提供高效且具有成本效益的服务。

在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相关理论研究中，对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意义，

卫晓锋（2019）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有效缓解了传统普惠金融存在的信用采集难、

成本高等困难，能够降低普惠金融推广中的部分风险；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李星蓝（2023）基于创新、创业视角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其覆盖广度指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程度最深。叶金生

（2021）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协同发展的关系，实证研究得出数字

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从而可以实现协同发展效果且我

国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宏观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影

响；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影响，周颖和王姣（2022）认为

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乡村振兴中面临多方面挑战，提出深化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和

各类型机构功能有效服务乡村振兴。杨玉文和张云霞（2023）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实证分析得出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地区共同富裕，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

高融资效率、激发创业活力、促进技术创新三个方面间接提高共同富裕水平。杨

怡等（2022）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做出了重

大贡献，其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都有助于抑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关于

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产业结构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方面的影响，杨虹和王乔冉

（2021）根据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2011-2018 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数字

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的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

产业结构升级且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的促进作用不同。喻平和豆俊霞（2020）

通过实证研究得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且对非国

有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缓解作用更为明显。滕磊（2021）在数字普惠金

融的视角下，研究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通过模型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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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确实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具有缓解效应，且相对国有中小企业，民营

中小企业的缓解效应更为明显。

在数字普惠金融测度评价体系构建方面，现有文献对于如何设计量化评价体

系尚未达成统一标准，学者们关于测度指标的选择与量化评价标准仍存在诸多争

议。例如，Arora在 2010年从银行服务范围和便利性来考察金融服务可得性，并

使用了如人均分支机构数等更便于比较的相对性指标。2011年 Sarma和 Pais首

次引入产品接触性、使用效用性和地理渗透性三大维度并借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计算人类发展指数的方法计算了 45 个国家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之后，

Ambarkhane等学者在 2016年对该指标维度进行了完善，丰富了指标体系。

相较于国外，有关普惠金融测度评价方法的研究，国内起步较晚，且国内研

究集中于从评价维度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扩展现有测度体系。李涛等人（2016）

参考世界银行 2015年发布的全球金融发展报告对普惠金融的刻画方法，从个人

和企业的角度选择 9个指标构建评价标准。王婧和胡国晖（2013）分别从供给和

需求角度，划分金融服务的范围和金融服务的使用这两个维度。杜强和潘怡（2016）

从人口维度的服务可得性和金融产品的使用情况两个维度选取了涉及银行、证券

和保险的八个指标构建我国区域普惠金融指数指标体系。纵观国内外研究，现有

的关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评价的文献大都是基于 Sarma 和 Pais的多维度评价框

架，存在指标选取的标准不一、指标的研究数据不足等问题。此外，随着现代金

融体系框架的不断丰富，大多数学者基于商业银行的视角建立的指标体系亟待改

善，尤其是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情况，然而目前有关互联网、移动端的指标和

维度的文献并不是很多。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在区域层面发展现状的研究，现有研究可依据空间尺度的

不同分为三类。一是选取某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如刘明轩（2023）在研究贵州省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时，分别从普惠金融需求方和供给方来研究，从而得出贵

州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提出建议。二是以农村或县域为研究

对象，如李响（2023）对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农村

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覆盖率不断提升，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应用广泛。董翀等人

（2023）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总体上有较快发展，但是发展程度参差

不齐，总体水平较低，还存在各种障碍。三是以我国宏观层面为研究对象，如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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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等人（2024）在研究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时，得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整

体发展形势良好，但也存在区域发展差异较为显著、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面临严

峻挑战、数字普惠金融监管体系有待完善、农村地区居民金融素养较为薄弱的问

题。任瑶娟（2023）选用最新一期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研究，

分析结果表明 2011-2020年，我国的数字普惠金融得到了较为快速的发展，从发

展趋势来看，这十年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增速逐渐降低，特别是在 2013年数

字普惠金融指数发生了断崖式下跌，这可能是由于 2013年后的数字普惠金融已

处于发展成熟阶段，因此不会再有较大程度的增长，反而是趋于常态化增长。廖

怡琳（2023）根据《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年）》，将我国数

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发展趋势划分成 2011-2015 年的快速上涨阶段和 2016年至

今的增速放缓阶段。梁莹（2022）研究后疫情时代下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现

状，分析得出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建设取得阶段性成就，布局成效

显著。顶层设计日臻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基本形成、基础设施进一步优化升

级、金融与科技融合日趋深化、产品与服务规模壮大。

1.2.2关于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动因与影响的相关研究

围绕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动因即为什么商业银行要发展数字普惠

金融，陈丹和李华（2019）分析在互联网金融不断崛起的背景下，传统商业银行

转型迫在眉睫，探索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路径有重要意义，并利用 SWOT 分

析方法深入剖析我国商业银行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过程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此

外，刘刚（2019）提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既是商业银行的责任和使命，也是发展

机遇和转型方向。数字普惠金融运用数字化技术破解了在传统普惠金融模式下，

普惠金融面临的风险大、成本高、效率低等全球性难题，真正实现了普惠金融高

可得性、可负担及商业可持续性。吴峥（2020）通过分析商业银行经营发展特点，

得出商业银行之所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由于商业银行自身发展的需要。漆铭

（2019）基于长尾理论的视角，分析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原因之一是商

业银行可以借助数字普惠金融的风控优势，有效判断客户的信用等级与信用水平，

显著提高风险识别能力和授信审批效率，能够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陈丹和李华

（2018）认为商业银行之所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因为政府政策导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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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广泛应用、巨大的市场需求以及日益激烈的银行业竞争环境。

杨峥（2019）认为由于互联网金融业的迅速崛起，使得传统的商业银行发展陷入

瓶颈，商业银行亟需转型。于是商业银行发展方向转向了数字普惠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商业银行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梳理现有文献可以发

现，当前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讨论：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商

业银行的稳定性存在影响，国外学者 Tough和Mingiri（2023）以数字普惠金融

措施为基础，采用两步系统综合矩方法，通过对 2014年至 2020年期间撒哈拉以

南非洲数字普惠金融和银行竞争对银行稳定性的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银行

稳定性显著正相关，与不良贷款显著负相关；并且银行竞争对银行稳定性也有显

著的负面影响。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银行系统稳定性的影响，国内学者也有类似

研究，例如李优树和张敏（2020）实证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一方面可以提高金

融体系内部的风险抵御能力，另一方面可以促进资金向金融体系转移，因此对我

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宋锐林（2022）通过对数字普惠金融数

据以及城市商业银行分支数据与城市统计年鉴数据，研究得出数字普惠金融与银

行业竞争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银行竞争

市场越容易形成。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开展各类业务均存在一定程

度影响。杨竹清和张超林（2021）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银行信用贷款投放的内在

关系，实证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银行信用贷款投放规模和占比、数字普

惠金融与银行信用贷款的正向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对银行信用贷款的作用存在结

构效应，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的作用相对更重要。除此之外，薛兆祥和向晓建

（2018）在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特征后，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营业网点等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土地、建筑和人工成本，将原本不在商业银

行服务领域内的普惠金融群体纳入进来，进一步发挥了普惠金融的长尾效应。

1.2.3关于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策略与案例的相关研究

关于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策略研究，胡颖（2019）基于票据区块链

视角分析城商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遇到的问题，认为数字普惠金融的“长尾效应”

能有效填补传统银行“盲区”，为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提供了新思路。刘

刚（2019）通过总结农业银行在“三农”及普惠领域的实践与探索，从金融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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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金融特色产品、金融风控体系等多角度对农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提供

了建议，为商业银行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参考。黄朝波（2022）结合商业

银行经营发展特点，分析商业银行的风险防控与现状，并提出相应策略，为商业

银行普惠金融转型发展与风险防控提供理论参考。姜其林等（2018）通过对国内

35家代表性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详细探讨了数字普惠金

融中的新兴技术应用和运作模式创新，分析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发展数字普惠金

融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对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从监管、行业组织和金融机构层

面提出了更加具体化的政策建议。纪晓晴和欧明刚（2017）分析了印度普惠金融

发展效果不显著的原因，提出银行机构设立应该逐渐差异化，网点网络逐渐轻型

化，才能够更好地适应普惠金融发展。林媛和羊怡莹（2018）提出利用大数据进

行征信体系的完善，可以有效缓解农村地区银行与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为普惠金融的监管提供数据支持。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金融科技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重要手

段之一。Bourreau（2016）在分析发展中国家普惠金融发展取得进步的原因时，

认为是广泛使用的电子支付系统促进了普惠金融的发展。Soren等（2018）在对

中小微企业的有效识别和市场的细分中发现，在交易前的调研中大数据分析方法

能够帮助金融机构发现小微企业主的关键问题，从而实现普惠金融的有效发展。

Deepika 和 Navneet（2019）在研究印度工业信贷投资银行如何发展数字普惠金

融时，认为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是其发展的必然要求。Douglas等（2020）

认为，金融科技有利于实现普惠金融的可持续性发展，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变革。

除此之外，Christen（2004）认为可以通过对金融产品服务进行创新来满足中小

微企业等普惠群体的金融需要。

1.2.4文献评述

纵观国内外已有文献，国内外学者普遍强调数字普惠金融的重要性，从数字

普惠金融的定义及特征、测度评价体系构建、商业银行及区域层面发展水平评价、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动因与策略等方面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纵观现有文献可以

发现，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测度评价方面的研究，不仅国外文献较为丰富，国内

相关领域学者与机构也开始尝试建立完善的评价体系，能较好的描述数字普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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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发展情况。然而，落实到商业银行上，具体性指标的完善和成熟程度仍有所欠

缺。关于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实践，国内外学者一致强调金融科技的重

要性。他们提出商业银行应当重视金融科技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方面的作用，通

过产品创新、服务升级等多方面进行数字化转型。对于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的

发展，学者们普遍认同商业银行应该积极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以提升其在金融科

技迅速崛起背景下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本文在借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基础上构建商业银行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评价体系，进而对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实践进行评估。通过本文

研究，一方面能够揭示平安银行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先进经验和优秀做法，为

其他商业银行提供有益借鉴，推动行业整体水平提升。另一方面利于为监管部门

优化政策提供参考。

综合来看，现有文献对数字普惠金融领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形成了

一定的研究基础。尽管现有文献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影响的研究颇为丰

富，但针对单一商业银行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方面的专项研究仍显不足，特别是

缺少对特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成效的深入分析。因此，本文选择了在数字普惠金

融发展上表现突出的平安银行作为研究对象，旨在详细剖析其在数字普惠金融领

域的具体实践和成效，以期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补充。本文的研究不

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也能够丰富和拓展数字普惠金融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1.3研究内容与方法

1.3.1研究内容

本文以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实践为研究对象，基于长尾理论和信息

不对称理论，分析了平安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动因、现状、举措，并对其发

展实践进行了理论阐释。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

融测度评价体系，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

度三个方面选取八个指标，运用熵值法对平安银行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效果进行

综合评估并得出平安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存在的问题。最后结合理论分析与实

证测度，总结结论并提出政策启示，为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提供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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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优化服务的参考。本文研究内容共分五章，主要框架如下：

第一章，绪论。本章通过回顾和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阐述了本文研究的背

景和意义，解释了本文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并强调了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和不足

之处。

第二章，概念界定及理论分析。介绍了本文相关的概念和理论，包括长尾理

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金融排斥等理论以及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动因分

析。

第三章，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首先介绍了平安银行的基本情

况和组织架构，其次，分析平安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具体实践，最后分析平

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趋势。

第四章，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效果评价。本文在借鉴权威研究文献的

基础上，从多维度选取数字普惠金融测度指标。首先，基于各单项指标展开定量

分析，从多方面分别揭示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效果；其次，考虑到单项指

标不能总体把握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效果，更进一步的，采用了熵值综合

评价法通过纵向对比和横向对比，分析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综合评价结

果。最后，通过对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实践的评价得出平安银行在发展数

字普惠金融中存在的问题。

第五章，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策分析。本文结合测度评价结果，

以长尾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理论为基础研究，提出创新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

融发展策略，包括业务模式创新策略、风险管理创新策略以及经营模式创新策略。

第六章，结论与启示。归纳各章的主要结论，基于前文理论与平安银行数字

普惠金融发展的对策分析，通过对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实践及效果的评价

分析总结，提出政策启示，对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借

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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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研究背景与意义 国内外文献综述 研究内容与方法 创新与不足

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

相关概念界定 基础理论研究

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

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效果评价

单因子效果评价 熵值法综合评价

银行介绍 发展与实践

自身纵向比较

行业横向比较

发展趋势

发展存在的问题

结论与启示

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策分析

业务模式创新策略 经营模式创新策略风险管理模式创新策略

图 1.1 本文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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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以下方法来研究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实践及效果评价。一

是文献研究法，本文确立了研究目标后，通过图书馆、档案馆以及知网等渠道查

阅相关资料，搜集相关信息，大量阅读期刊，论文并进行分类整理，围绕研究主

题进行深入思考，提出论点，为本文研究实施奠定基础；二是理论分析法，本文

阐述了长尾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相关理论基础，并在结合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对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行剖析和研究；三是案例分析法，以平安银行为

案例，分析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实践及效果，在分析平安银行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效果时，采用熵值综合评价法对其发展效果进行综合评价与定量分析。

1.4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一是研究内容具有创新性，即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借

鉴长尾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理论，以平安银行为案例，对商业银行数字普惠

金融的发展实践和效果进行研究。二是测度评价体系构建方面有所创新，在“北

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指标体系基础上，根据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

度、数字化程度，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数据指标。并运用客观性较强的熵值综合

评价法确定指标权重，对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效果做出定量评价，分别做

了横向对比和纵向对比，得出较完整的评价，探寻了平安银行在金融科技背景下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过程中的优势和特色。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首先，在研究样本期的选择方面，本文是以中央政府

明确提出我国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要在总行和分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的时间为

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开始时期，所以只选取了平安银行 2015年至 2022年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相关数据，样本的容量不够大，这可能导致无法完整把握平

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实践，从而使论文实证测度结果与现实情况之间产生

一定的差异。其次，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可能不够完

善和成熟。最后，由于作者的理论水平和社会经验有限，仅凭评价结果难以提出

全面、科学和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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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

2.1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界定

2.1.1普惠金融

联合国于 2005年首次提出了普惠金融的概念，其定义是：在促进公平和企

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以负担得起的价格向有金融需求的社会群体提供充分、

有效的金融服务。它是一种以满足中低收入人群的金融服务为核心，以低息贷款、

向这些人提供社会保障、技术支持以及其他金融支持服务来推进经济发展的金融

服务形式。它能够帮助人们接受金融服务、尽早进入金融体系、增加人民收入，

以及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从而增加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富裕。

“普惠金融”正如字面所言，“普”代表了其全面性和包容性，是普惠金融

最本质的特征。通过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的金融服务需求，普惠金融致力于

为个人、家庭、企业和农村地区提供相关、高效的金融服务，展现了其全面性。

以商业银行为例，传统的业务模式是吸引高净值客户存款并提供金融服务，但随

着普惠金融的发展，商业银行开始转变方式，注重为弱势群体提供服务，包括小

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和老年人等金融服务需求较难满足的群体。这种

改变有效弥补了传统金融服务无法覆盖这些群体的不足，体现了普惠理念的实践，

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公平稳定发展。

2.1.2数字普惠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是基于普惠金融这一概念的基础之上提出的，近年来，随着科

技的飞速发展，金融科技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此背景下，由科技与普惠金

融的结合演进的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新型金融服务模式逐渐出现。数字普惠金

融是一种利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通过财务服务和金融产品，扩大受益人口

的金融服务模式。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破解普惠金融在发展中银行难以获得客户数

据以及风险控制等方面的问题，有了数字普惠金融，真正有需求的小微企业得以

纾困，可以说，数字普惠金融的提出为普惠金融实现普惠这一目标提供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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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数字化转型。

近年来，商业银行不断进行数字化转型，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发

展金融科技，打通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进而降低公众获得金融服务的门

槛及成本。尤其是对那些难以进入传统银行服务半径的长尾客群，商业银行数字

化转型给他们带来了提升金融健康状况的机会，有效解决了普惠金融实践中存在

的各种难题，不断拓宽金融服务的边界，极大地推动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因此我

国商业银行正在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强调金融科技的重要性，发展数字普惠金

融。

回顾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历程，我国最早在 2005年提出普惠金融这一概念，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原副局长焦瑾璞在 2006年亚洲小额信贷论坛上将这一概念

正式使用。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迅速发展的背景下，金融科技

使得金融服务模式发生了巨大改变，普惠金融开始向数字普惠金融演进。在全球

金融竞争日益剧烈的情况下，我国不断加快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从国家层面制

定了一系列发展战略，在 2016年 G20峰会上，我国将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重要议

题，并在大会上率先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在国家的强力号召下，北京

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联合蚂蚁金服提供的数据，发布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

融指数（2011-2015）》，报告将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作为数字普

惠金融发展的三个主要的量化指标，这一指数已成为国内学者公认的权威性指标

体系。

2.2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理论

2.2.1长尾理论

长尾理论是一种在网络时代兴起的新理论，最早是在 2004年由安德森提出

的，用来描述诸如亚马逊和 Netflix之类网站的商业和经济模式。如果储存、分

销和展示商品的地点和渠道足够大，生产商品的成本可能会大大降低，以至于个

人可以出于成本和效率的原因生产商品；如果销售商品的成本大大降低，那么几

乎所有以前似乎需求很少的产品都会有需求。这种需求的市场份额可能与传统产

品一样大，甚至更大。对商业银行来说，在科技发展的背景下，商业银行长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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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逐渐壮大，长尾客户所带来的市场份额逐渐受到商业银行的重视，这也是商业

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原因之一。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商业银行对“长尾”群体更加重视，借助金融科技，

商业银行能够满足“非传统、高价值客户”和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提高竞争力，扩大普惠金融服务应用场景，提升业务水平。为此，

平安银行将聚焦市场份额较大的中小客户，大力拓展普惠金融，致力于让 80%

的长尾客群得到更专业、更精准、更普惠的金融服务，希望通过“尾部”客户在

金融科技时代实现新的竞争力，并寻求新的发展，以增强自身实力。

2.2.2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指在市场经济中，各方成员对信息的了解存在差异，掌握

更多信息的人通常处于优势地位，而信息匮乏的人则处于劣势地位。在金融市场

上，信息不对称问题尤为显著。金融行业中存在许多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风险。

以银行为例，在银行与企业或个人建立借贷关系时，由于信息不对称，银行无法

全面了解企业或个人的信用状况，这常常导致事前逆向选择和事后道德风险的发

生。

在普惠金融市场中，借款人对自身的条件、还款能力和偿还能力有全面的了

解，在交易中处于有利地位，而对于放款的金融机构来说，它们无法获得借款人

完整的信息。这导致普惠型银行获得融资的积极性大大降低，对风险的控制能力

也大打折扣。因此，借款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普遍现象，这种现象严重影响了

资金困难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中小型企业尤其难以预测其发展前景，由于企业规

模小和金融体系不健全，它们在向银行贷款时遇到的困难更多。

普惠金融的发展将受到信息不对称的阻挠，信息不对称是普惠金融发展中不

可避免的问题，这也是商业银行为什么要利用金融科技来发展普惠金融的原因。

在数字普惠金融中，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大数据、物联网等科技手段与小微企业、

农民、弱势群体等开展金融交易活动，从而减少逆向风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此

外，商业银行还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取信息，从而更好地保障信息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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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数字经济理论

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信息为基本资源，以互联网平台为核心信息媒介，以数

字技术创新为驱动力，采用多种新形式和新方式开展业务的经济活动。2021年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指出，数字经济的生产主要依赖于利用数字技术分析大数据

所得出的信息。数字技术通过互联网对传统的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实现实体经济

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最终形成一种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并重构管理模式的

经济形态。数字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支持数据资本的低成本复制和搬运，提高了

对数据资本虚拟存储的搜索效率；另一方面减少了使用数据进行价值创造的成本，

数字经济改变了主体行为，产生新的经济活动和规律。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各个领域涌现出高频、多维的数据，在普惠金融

战略提出的背景下，银行业越来越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大力推动线上线下资源

有机结合，利用数据挖掘消费者潜在需求，开拓出许多新的商业模式和业态。传

统的商业银行与消费者在借贷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出现沟通效率低下，商业

银行面临风险大等问题，数字经济理论有利于改善这一问题。商业银行依托数字

经济理论，借助科技，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过程中做出了许多实践，以低成本

挖掘长尾市场的需求，通过数字技术追踪客户，掌握客户的信用信息，降低信息

不对称性，提高普惠金融的可获得性。

2.2.4金融排斥理论

金融排斥理论是一种不断发展的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和诺斯提

出，认为美国黑人由于种族、经济状况等原因，在获得信贷、保险、住房等方面

受到不公平待遇，被排斥在金融市场之外，难以获得金融服务。其核心思想是，

如果金融市场的特点是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和监管不力，那么某些群体或地

区就无法获得或获得不适合的金融服务，这些人群或地区很难甚至根本没有途径

满足必要的金融需求，从而被排斥在金融服务体系之外。

金融排斥广泛存在的原因之一是金融机构的本质是以盈利为目的，这使得一

部分人群被排斥在金融服务之外，而普惠金融与金融排斥形成鲜明对比，它帮助

那些在金融方面被边缘化的人。这不仅包括偏远地区的贫困人口，还包括长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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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排斥在外的老年人、残疾人以及小型和微型企业。金融机构一方面要维

持其经营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在普惠金融政策的引导下，金融机构要担负起社会

平等公平的责任，尽可能的减少金融排斥的对象，让这些群体享受到必需的金融

服务。

2.3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动因分析

2.3.1内部原因

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内部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数字化转型的需求：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商业银行面临着传统经营

模式的挑战，需要通过数字化转型来提升服务效率和风险管理能力。数字化不仅

可以帮助银行更好地服务于个人和中小企业，还能增强其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2）技术应用与创新：利用新技术手段打造全新的商业模式，是商业银行

开展数字化金融创新的重要策略之一。这包括但不限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前沿技术的应用，以及基于这些技术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

（3）内部资源分配：为了支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商业银行需要调整内

部资源分配，确保有足够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投入到这一领域。这可能涉及到信

贷计划的单列、专项费用配置的增加以及专职业务人员的配备等方面。

（4）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提

出了新的要求。商业银行需要借助数字化技术提升自身的经营效率和风险管理能

力，以应对数字金融带来的挑战。

（5）内部数字化生态建设：商业银行还需要关注内部数字化生态的建设，

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提升组织协同效率等方式，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

支持。

综上所述，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内部原因涉及多个方面，包括但不

限于数字化转型的需求、技术应用与创新、内部资源分配、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

以及内部数字化生态建设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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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外部原因

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外部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环境：政府相关政策对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支持和监管指导能够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制度保

障和市场引导。在国际金融竞争日益剧烈的背景下，我国高度重视数字普惠进入

到发展，不断制定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从 2017年开始，我国中央政

府明确提出我国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总行及各级分行支行中要建立普惠金融事业

部。之后，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立即响应，在总行层面陆续建立普惠金融事业部。

（2）社会需求：社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和期望也会影响商业银行发展数字

普惠金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人们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演变，

更加追求便捷化的金融服务，期望更快速和便捷的享受到金融服务，对于那些之

前没有享受到金融服务的群体来说，随着社会对普惠金融的重视，他们追求金融

服务的需求也更加强烈，这也促使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

（3）行业竞争：金融市场的竞争状况也是影响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

的外部因素之一。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促使商业银行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和创新能

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帮助商业银行拓展新的市场和客户群体，提高市场竞

争力。

（4）技术创新：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为金融机构提供

了更多发展普惠金融的可能性。科技公司、互联网企业等的技术创新对商业银行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有着重要影响。新兴技术的应用和发展能够带动数字普惠金融

业务的创新和提升。金融科技的发展使得数字普惠金融成为可能，并且可以降低

成本、提高效率。

综上所述，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外部原因涉及多个方面，包括但不

限于政策环境、社会需求、行业竞争以及技术创新等原因。这些因素促使了商业

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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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

3.1平安银行简介

3.1.1平安银行基本介绍

平安银行是一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总部设在深圳。1987年正式成立，

截止 2022年共有 194亿股本，总资产高达 53215.14亿元，在全国共设有 109家

分行，共计 1205家营业机构，为客户提供多种金融服务。平安银行积极践行党

的二十大精神，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和监管要求，以建立“中国最卓越、全球领先

的智能化零售银行”为战略目标。坚持“科技引领、零售突破、对公做精”的十

二字战略方针，致力于打造“数字银行、生态银行、平台银行”三大名片，不断

升级零售、对公、资金同业业务经营策略。全面深化数字化转型，持续强化全面

风险管理，确保产品和服务真正凸显“专业价值”，为金融的高质量发展助力。

近年来，平安银行凭借其业务发展和经营特色得到了权威机构的高度好评，在

2023年上半年荣获了“最佳私人银行”、“最佳客群经营”等多个奖项。

3.1.2平安银行组织架构

平安银行的组织架构是典型的平行业务部门结构。所有业务活动分门别类，

相互独立。公司在宏观层面上将业务活动分为四大块，即大型业务模块、大型零

售模块、大型内控模块和大型行政模块，并依次对每个模块进行组织。

大型企业模块的主要活动分为三大类：商业活动（11类商业活动，包括公

共交易、政府活动、健康、文化和旅游活动、信息和电子产品生产、投资活动、

房地产金融、基础设施金融、汽车生态和绿色金融）、资产管理（5类商业活动，

包括资金交易、金融中介、金融业务和资产管理及财富管理）和农村振兴业务。

大零售模块的核心活动分为三类：零售银行业务（私人银行业务、信贷、风

险管理和零售银行业务支持、信用卡中心、汽车融资、保险融资等）、银行保险

业务和运营业务（运营管理、消费者保护中心和安全中心）。

大型内部控制模块的主要活动也可分为三大类：风险假设（风险管理和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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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内部控制活动（监管合规、审计和监测）以及特殊资产活动。

大型行政模块的主要活动也分为三大类：行政管理（办公部门和战略发展部）、

IT业务和财务以及人力资源（资产与负债、财务规划和人力资源）。

图 3.1 平安银行组织结构框架图

资料来源：平安银行官网

3.2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实践

平安银行通过科技赋能、创新服务与融智赋能三个方面为发力点，以提升普

惠能力、扩大普惠人群与提高金融素养，从而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践行普惠

理念，不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更广、更深、更智能发展。如下图 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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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平安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机制图

3.2.1科技赋能，提升普惠能力

在强大的普惠金融服务能力的背后，科技的赋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平安

银行始终将服务普惠客群作为战略重点，借助“智能化银行 3.0”建设，面向零

售客群，快速突破普惠小微业务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让 80%的长尾客群得到

更专业、更精准、更普惠的金融服务。为推动“专业创造价值”的新价值主张，

平安银行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等前沿技术，深入供应链场

景和生态系统，深化数字化和在线运营，促进产品、流程和风险控制政策的协调

与整合，提升提供智能化普惠服务的能力。

截至 2022年 12月底，平安银行在全国设立了 109家分行和 1191家营业部，

其中 136家分布在各县和农村地区。此外，平安银行还设立了 1981台自助机具

和 2983台可视机具，为广大客户提供了便利。平安银行还加大了零售普惠金融

的推广力度。在农村地区建立合作商户服务点，开发银行卡受理终端，为借记卡

持卡人提供小额取现、转账、缴费等多种服务，为传统金融服务不足人口群体提

供替代无分支机构分销渠道。截至 2022年末，全行设立合作商户服务点共计 113

个，累计服务客户 26098名，累计存款 9.79亿元。推出“惠农贷”普惠金融计

划，涵盖农业贷款、养殖业贷款、种植业贷款等具体信贷项目。截至 2022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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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农贷”累计发放 536.68亿元，发放贷款 243万笔。平安银行推出“惠民贷”

金融项目，为贫困地区的低收入人群提供小额贷款，解决他们的资金问题。截至

2022年底，“惠民贷”累计发放贷款超过 403亿元，覆盖金融服务对象 2.8亿人

次。

3.2.2创新服务，扩大普惠人群

平安银行通过开发数字化金融产品和服务，如移动支付、网上银行、智能

ATM等，为普通消费者和小微企业提供更便捷、快速的金融服务，降低金融服

务门槛。通过建设多元化的金融服务渠道，如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网络、智能

终端设备等，使更多的人能够快捷的接触到金融服务，包括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

的居民。与科技公司、电商平台、政府机构等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推动数字

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更多元化的金融服务。

针对金融服务欠缺地区中小银行产品供给不足等业务痛点，平安银行创新推

出“行 E通”互联网平台，整合市场资源，提供基金、理财、债券等丰富产品。

截至 2022年末，累计服务中小银行 1160家，其中农村金融机构 1010家，通过

同业合作，在不增加物理网点的情况下间接为小微企业和农户提供服务，让金融

服务延伸至县域、乡村等更广阔的地区。

2017年，平安银行聚焦小微企业、普惠机构和个人经营资金需求，通过全

新的产品设计和严格的流程管控，帮助克服融资难题，满足“两增两控”的监管

要求。根据平安银行年报显示（如图 3.3），平安银行从 2018年至 2022年单户

授信 1000万元及以下不含票据融资的小微企业贷款（简称“普惠型小微企业贷

款”）累计发放额一直处于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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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平安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发放额

数据来源：平安银行年度报告

平安银行为扩大小微企业普惠人群，做出了以下创新：

1.深化小微金融专项运营支持，2022年平安银行将通过“星云物联网计划”

推出小微金融专项，惠及商户超过 2万家，小微金融规模超过 1000亿元，联网

终端超过 2000万台。

2.打造数字口袋 APP—平安银行创新的小微企业线上服务平台，专为小微企

业设计，以促进小微企业整体发展，旨在为小微企业提供免手续费、利息返还等

优惠政策。截至 2022 年底，该应用注册用户超过 1300 万，月均活跃网民超过

80万，电子商务用户超过 470万。

3.上线智能服务平台“小微智贷星”。在这个平台开展贷款业务的小微企业

在向平安银行申请贷款时，由于“小微智贷星”平台打通了多方数据，对小微企

业的贷款资格进行智能审核，省略了以往繁琐的审批流程步骤，大大节省了小微

企业申请贷款的时间。

4.创新推出小微 e贷。平安银行面向农牧企业和城市农村创业者推出的创业

贷款产品，主要目的是助力农村企业，促进小微企业经营发展。截至 2022年 12

月，小微 e贷项目已累计支持小微企业 100余家，贷款总额超过 1.1亿元，累计

发放 1.1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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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在扩大普惠人群中，也重点关注到了乡村群体，通过分析图 3.4可

以得出，2019年至 2022年，平安银行加大对乡村振兴的金融支持力度，逐步提

高对农村人口的覆盖率。到 2022年，用于农村普惠金融的金额将达到 330亿元，

同比增长 210%，这一增长幅度远超以往。然而，图表显示，到 2022年，覆盖人

数有所减少。这意味着人均覆盖深度的增加，表明平安银行在乡村振兴中的重点

是普惠金融，而不仅仅是扩大人口覆盖面。

图 3.4 2019-2022年平安银行乡村振兴普惠金融发展情况

数据来源：平安银行可持续发展报告

平安银行加强对农村普惠金融的支持，不遗余力帮助农村发展和村民增收。

首先加强普惠金融支持，并与政府共同努力，创建了以数字服务为中心的“五位

一体”数字型乡村。其次，平安银行重点打造了“股权+公益”服务体系，强化

公私业务关系，公益和增值渠道相结合，为农村发展、农民富裕倾情助力。除此

之外，平安银行通过数字口袋 APP对接农村经济，打造“农产品市场交易中心”，

加强普惠金融信贷支持，帮助村民推广营销农产品品牌，实现商户和农户的双赢。

平安银行还积极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创新，启动“智慧农业基地”项目，积极推动

各类型的“智慧园”建设。创新金融产品，支持适当的普惠金融服务，建立综合

全面的农业信贷体系。加快农业普惠金融产品创新，根据具体情况和生态系统调

整面向小微客户群体的具体农业信贷方案，为农业实体经济提供发展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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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金融弱势群体，平安银行打出消费者保护“五张牌”，重点关注普及金

融知识、打击欺诈行为、防范非法“掮客”等关键问题。打通线上线下渠道，创

新开展金融知识普及，2022年共开展消保宣传活动 21715次，受众超 4.4亿人次。

提高金融弱势群体金融知识水平，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及时响应和满足特定群体

的金融服务需求，帮助更多消费者过上更好的金融生活。平安银行利用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工具，精准识别不同人群对不同类型信息的需求，决定哪些信息应该放

在哪里，哪些应该强化，哪些只应该普及和传播。通过对金融用户的身份背景、

目标环境、行为模式、心理状态等进行挖掘分析，银行可以逐点传递信息，最终

明确金融用户的需求，定制教育服务。

3.2.3融智赋能，提高金融素养

与高净值客群相比，小微企业及普通民众可能存在金融素养缺乏，金融意识

较低的情况，为了提高他们的金融素养，平安银行在广大乡村，通过宣讲金融法

律法规、防诈骗、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等知识，帮助村民提升金融意识、诚信意识、

风险意识以及运用金融工具的能力。针对乡村人才流失问题，平安银行与地方政

府深化合作，为青年人才提供无抵押、低利息的普惠金融专项贷款，从而吸引青

年人才返乡留乡，建设家乡。除此之外，平安银行做好乡村致富带头人培育及领

导干部金融素养提升工作，向他们输入金融知识，提高农村居民的风险意识，改

变乡村金融知识匮乏的局面。

平安银行启动 2023年度“暖橙行动”，以“反诈识诈，安全支付”为主题，

进一步建立健全覆盖广、影响深的反诈宣传教育体系。为了配合“暖橙行动”，

平安银行推出原创虚拟 IP “平安小财娘”，通过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内容、

渠道去触达更多年轻用户群体，以此引发年轻人对反诈知识的关注，更好地向公

众传授防骗技巧和防骗知识，以及被骗后采取的补救措施。通过开展这些金融知

识普及和培训活动，以此期望提高普通民众和小微企业主的金融素养，增强他们

的金融风险意识和理财能力。从而有助于平安银行更好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

进金融包容和可持续发展，满足不同人群的金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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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趋势

在 2016年 G20杭州峰会提出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后，商业银行便开始为使

数字普惠金融惠及到更多的弱势群体而积极拥抱数字技术，克服传统普惠金融渠

道限制、产品创新不足、服务不可持续等瓶颈问题，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可持续

发展。平安银行也紧跟步伐，开始一系列布局规划，努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

展。

3.3.1发展战略布局不断优化

“小微兴，百业旺。”平安银行一直秉持着普惠于民的理念，致力于服务民

生、推动“真普惠、真小微、真让利”落地，让更多小微普惠主体受益。自 2017

年开始，我国中央政府明确提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总行及各级分支机构应设立普

惠金融事业部。平安银行紧随其后，在总行设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并在各分支

机构设立相应的部门，同时在 33 家分支机构设立普惠金融部门。通过“科技+

金融”模式推动小微企业的普惠金融发展，普惠金融业务已成功覆盖一、二级分

支机构所在的区域。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平安银行不断找准发展重点，创新服

务模式，并持续更新发展战略。

表 3.1 近三年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体布局

项目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平安银行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总体战略

“新一贷”、“数字口

袋”服务小微企业，发

展农村金融，引领金融

创新，做到“真普惠，

真小微，真支持”

提出“五位一体”新

模式，科技赋能普惠

金融发展，服务小微

企业，惠民金融服务，

助力乡村振兴

数字化助力小微企

业，提高乡村地区服

务可及性，卫星遥感

助力普惠金融

资料来源：平安银行近三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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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2022年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体布局

根据上述图表，可以得出平安银行在 2022年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整体发展

结构和具体执行现状，可以解释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强化普惠金融，深度融合

数字科技。平安银行本着普惠金融的理念和业务发展的公平性、可持续性原则，

利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创新信息技术手段，大力发挥金融科

技优势，提高普惠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二是优化网点布局，强化线上线下渠道。

平安银行在全国范围内优化网点布局，确保线下网点覆盖更多的金融服务目标群

体。同时，依托强大的金融科技，建立普惠的线上金融服务渠道，克服物理距离，

为更多网民创造发展机会，实现普惠金融服务的无缝对接。

3.3.2组织管理更专业化

在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倡导商业银行积极优化普惠金融服务，

提高普惠金融的服务能力和普惠力度，银监会等部门应政策要求，发布了《大中

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实施方案》，为大中型商业银行建立普惠金融事

业部提供科学的规划，并对事业部的组织架构、管理体系和治理机制提供了科学

的指导。平安银行积极响应，在 2018年完成普惠金融事业部的设立，其实早在

2011年，平安银行就在总行层面成立了专门的一级部门小微金融事业部，在国

家政策的要求下，平安银行顺势将其更名为普惠金融事业部，专门负责小微企业

客群经营。在 2021年，平安银行董事会将全行的小微业务规划工作指定战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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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与消费权益保护委员会负责，并在管理层设立普惠金融管理委员会，由行长担

任，负责统筹全行普惠小微管理及推动工作。2021年 11月，在普惠金融管理委

员会下进一步设立小微客群综合经营推动委员会，推动为小微客群提供更全面更

深入的金融服务。平安银行根据整体发展规划、市场定位，结合自身特色在组织

架构上不断调整优化，如今已经建成普惠金融业务的具体部门，实现普惠金融业

务的专业化管理。

表 3.2 平安银行发放贷款金额数据（单位：亿元）

项目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平安银行发放贷款总额 23132.59 26662.97 30634.48 33291.61

普惠金融贷款余额 2065.06 2866.30 3822.19 5282.26

企业贷款余额 9657.48 10613.57 11531.27 10613.57

个人贷款余额 13572.21 16049.40 19103.21 20473.90

资料来源：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2022年度报告

3.3.3产品和服务不断精细化

为了给弱势群体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灵活的数字金融服务，平安银行积极

探索数字科技与普惠金融服务的结合点，创新产品和服务，不断完善产品和服务，

打造符合平安银行特色的普惠数字金融产品体系。平安银行针对无法在银行传统

渠道获取贷款的小微企业，推出高度线上化和数字化的信贷产品，提供最高额度

200万元的贷款，使得客户可以足不出户享受融资服务，高效满足小微企业“短、

频、快”的融资需求。针对金融服务欠缺地区中小银行产品供给不足等业务痛点，

创新推出行 E通互联网平台，整合市场资源，提供基金、理财、债券等丰富产品，

满足其多样化资产配置需求，通过同业合作，让金融服务延伸至县域、乡村等更

广阔的地区。平安银行还推出移动服务车，配备远程柜面 FB3.0，通过人脸识别、

远程视频等技术手段，提供开户、变更、转账 汇款等 80余项非现金零售业务办

理，打造可移动“网点”模式。移动服务车支持节假日服务、偏远地区应急上门

服务，并计划推广至偏远乡村等金融服务较欠缺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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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2019-2022年平安银行普惠金融贷款发放情况

如上述图表所示，从 2019年 2022年平安银行的总体的发放贷款总额处于稳

步上升状态，一方面每年的普惠金融贷款额随着发放贷款总额的增长而增长，发

放额占平安银行发放总额的比重从 2019年的 8.93%稳步增长至 2022年的 15.87%；

另一方面普惠金融贷款发放额的同比增长率近四年基本处于增长态势，平均增长

率在 35%左右。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平安银行在发展资产业务时，对普惠金融的发

展也很重视，不断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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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效果评价分析

4.1商业银行业务发展效果评价方法

4.1.1单因子前后对比法

单因子前后对比法是一种多指标评价方法，用于比较和评估不同对象或现象

的优劣、特点和性质。它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分析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和

相似之处。通过对多个指标的前后对比，来评价商业银行业务发展的效果。

单因子前后对比法的优点在于利用构建的多个评价指标进行时间上的前后

对比，使得评价效果更全面、客观，以确保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和可信度。然而，

该评价方法只考虑到了不同指标时间上的前后对比，是单个指标时间上的纵向比

较，缺少对银行业的横向比较，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且对多个指标缺少综合性的

评价。

4.1.2熵值综合评价法

熵值综合评价法是一种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常用于对复杂系统或多因素问

题进行综合评价。该方法基于信息熵的概念，通过计算各指标的熵值和权重，从

而实现对不同指标之间的综合评价。

在熵值综合评价法中，首先需要确定评价对象的各项指标，然后针对每个指

标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将数据转化为 0-1之间的数值。接下来，计算每个指

标的熵值，熵值越大说明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越大。然后依据各指标的权重，

计算出各指标的加权熵值，权重越大说明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越大。最后根

据各指标的权重和标准化后的数据，计算对象的综合评价值，从而进行综合评价。

熵值综合评价法的优点在于能够充分考虑各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权重关

系，能够客观地进行综合评价。然而，该方法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比如对指标权

重的确定需要较为客观的数据和合理的假设，且计算过程相对较为复杂，需要较

高的技术水平和专业知识。

总的来说，熵值综合评价法在处理多指标综合评价问题时具有一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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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实际应用中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合理的使用和调整。

4.1.3行业横向对比评价法

行业横向对比就是将自己与同行业其他对象进行比较分析，一般来说，横向

对比需要对比多个指标、多个维度，而且要注意保证所测度变量在对象间的一致

性。

在对商业银行业务发展效果的评价时，行业横向对比的优势是将选取的多个

指标在保证相同时间维度上，与同行业比较，由此可以得出目标对象在行业内的

发展效果，对其发展效果的评价更加客观、准确。然而，行业横向对比评价法具

有一定的片面性，在实际运用中，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缺一不可，两者共同使用，

使得评价结果更全面，准确。

4.2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4.2.1设计原则

本文在指标选取时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科学性。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指标的选择要以科学的理论为基础，从整

体出发，涵盖不同的评估尺度，注重不同指标之间的相互作用。目前已有权威专

家和研究人员结合相关理论和他们对数字普惠金融的理解，创建了一套衡量数字

普惠金融体系发展的指标体系，我们可以进行科学的参考。

第二，全面性。在评价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效果时，不仅要纵向对比

平安银行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以来各个指标随着时间的变化情况，从而探究平安

银行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这些年来，其发展存在哪些问题或发展中有哪些优秀

实践值得其他银行参考；又要横向对比平安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各指标在同一时

间维度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情况，进而对平安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效果

在做出客观的评价。

第三，可获得性。在建立指标体系时，必须充分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因为

评价过程涉及大量和广泛的数据集。因此，有必要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避免无

法获取的数据和无效的指标，以确保本文的研究工作顺利进行。同时，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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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可靠、真实和客观。

4.2.2指标选取

目前对数字普惠金融的衡量我国大多数学者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

数》的指标体系，郭峰等人（2020）在梳理国内外普惠金融发展研究文献后结合

我国数字金融发展现状编制了一系列用来衡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其

构建的指标既考虑到了“普”又考虑到了“惠”。冯兴元等人（2023）在研究中

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时，参考了此指标并将指标评价体系细分为总指数、方

面指数、分项指标以及二级分项指标。因此本文参考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

指数》的指标体系，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普惠金融数字化

程度三个维度出发，构建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效果评价指标体系，以具体

的指标对平安银行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效果进行分析。具体指标如表 4.1 所示。

表 4.1 衡量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效果的指标选取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具体指标 单位 序号 性质

数字金融

覆盖广度

账户覆盖率 手机银行客户数 万户 1 正

服务覆盖率 营业网点数 个 2 正

数字金融

使用深度

支付业务
网银人均支付金额 元/人 3 正

手机银行 APP人均交易金额 元/人 4 正

投资理财业务 电子银行渠道投资理财用户率 % 5 正

普惠金融

数字化程

度

实惠化 小微经营者平均贷款利率 % 6 负

便利化
手机银行 APP交易金额占比 % 7 正

手机银行 APP交易笔数占比 % 8 正

4.2.3数据来源

本文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各银行年度报告，《平安银行可持续发展报告》、

Wind数据库，中国人民银行，数据真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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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单因子效果评价分析

本章对上述构建的指标体系中的八个子指标进行比较，采用前后对比的方法

对各个指标进行定量分析，从而得出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效果。

4.3.1数字金融覆盖广度

（1）账户覆盖率

如图 4.1所示，平安银行手机客户数从 2015年至 2022年呈现增长态势，根

据平安银行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平安口袋银行 APP 注册用户数达到 14379.85

万户，较上年末增长了 6.6%。在 2015年，平安手机银行用户的数量就已经突破

了千万，到了 2020年，平安银行科技投入达到 10.91亿，手机银行 APP的月活

跃用户数增长了两倍。这一增长趋势在随后的几年中持续存在。在零售客户对于

远程银行服务迫切需求的背景下，平安银行通过增加手机银行、信用卡 APP和

微信银行等服务来满足客户需求，这些措施无疑会促进其手机客户数的增长。平

安银行零售客户数的增长促使了手机客户数的增加。2023年 6 月末，零售客户

数为 12627.03万户，平安口袋银行 APP注册用户数为 15992.50万户，较上年末

增长 4.6%。而到了 2023年末，零售客户数略有下降至 12543.20万户，但平安口

袋银行 APP注册用户数仍然保持增长，达到 16603.91万户。

图 4.1 2015-2022年平安银行手机客户数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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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务覆盖率

如图 4.2所示，平安银行营业网点数从 2015年至 2022年整体呈现增长的态

势，以 2015年为基期，2015至 2022年增长率为 24.69%，总体增长趋缓，从图

中可以看到，2016年开始，平安银行营业网点数开始连续两年下降，这与平安

银行手机客户数的增长相呼应，一方面随着科技的发展，许多银行客户更倾向于

使用网上银行和移动应用程序进行银行业务，而不是亲自到银行网点办理业务，

这使得对实体网点的需求量下降。另一方面，平安银行在此期间也优化了其网络

布局，关闭一些不盈利的或者效率低的网点，以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此外，银

行业市场竞争激烈也可能影响了银行网点数的变化。从营业网点数来看，平安银

行数字金融的服务覆盖率在不断提高，且趋于稳定，将达到饱和状态。

图 4.2 2015-2022年平安银行营业网点数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4.3.2数字金融使用深度

（1）支付业务

如图 4.3所示，2015年至 2022年，平安银行网银人均支付金额先下降后大

幅增长，且变化的时间节点和趋势与平安银行营业网点数变化相对应，都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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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至 2018年期间处于连续下降，后又增长，对于平安银行网银人均支付金

额变化的原因分析，平安银行网银支付金额在 2015年至 2022年期间虽连续增长，

但平安银行网银支付人数先增长后下降，且在 2016年至 2018年增长幅度高于平

安银行同期网银支付金额的增长幅度，平安银行利用科技赋能数字金融，推出更

便捷的网银支付服务、提供更多的优惠活动以及增加了网银支付的功能，从而吸

引了更多客户使用网银支付，带动网银支付人数的增加，此外，网上购物等消费

活动的增加也促进了网银支付人数的增加。之后网银支付人数出现下降的趋势，

考虑到线上支付的方式和场景越来越多元，人们选择的线上支付的方式也越来越

多，使得网银支付人数减少。

平安银行手机银行 APP人均交易额在平安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实践以

来整体处于上升趋势，且上升的幅度较大。一方面，平安银行手机银行 APP个

人支付金额持续上升，且与手机银行 APP使用客户数的增长率相比略高，另一

方面平安银行立足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在支付业务中，手机银行的使用频率较网

上银行使用频率高，可以推测在支付业务中，手机银行 APP对数字金融的使用

深度的贡献要略大于网上银行。

图 4.3 2015-2022年平安银行网银人均支付金额与手机银行 APP人均交易金额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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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资理财业务

如图 4.4所示，平安银行 2015年至 2022年电子银行渠道投资理财用户率整

体呈现下降趋势，在 2017年之前电子银行渠道投资理财用户率接近 24.8%，后

开始下降，近三年在 14%左右。电子银行是银行通过可公开访问的通信渠道或网

络为客户提供服务的平台，我们所熟知的电子银行主要包括利用计算机和互联网

开展的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以自助服务方式来实现客户的金融交易，电子银行

的出现大大满足了普通民众对金融业务的获得感，拓展了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

平安银行的电子银行渠道投资理财用户并不是很多，作为一种开展金融活动的新

渠道，大多数人都是通过电子银行实现收支活动，理财业务一直是商业银行的痛

点，理财业务虽然属于商业银行一项重要的金融业务，但其金融属性在弱化，从

平安银行的投资理财用户率的下降不难发现，平安银行在理财业务方面也同样面

临挑战。

图 4.4 2015-2022年平安银行电子银行渠道投资理财用户率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4.3.3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

（1）实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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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5所示，平安银行小微经营者平均贷款利率整体处于下降趋势，平安

银行利用自身资源和技术优势，在“金融科技+普惠金融”的行业模式探索上走

在了前列。针对全国 8000万个体工商户的流动资金需求，平安银行开发设计了

“新一贷”贷款产品，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和智能风控功能，降低小微企

业贷款综合成本，提高贷款审批和发放效率。并且，“新一贷”产品采用基于大

数据的智能定价模式，为客户提供合理的贷款利率，不再收取逾期还款违约金，

高效服务客户，取得了显著成效。手续费和还款额的降低，让小微企业主切实受

益。

图 4.5 2015-2022年平安银行小微经营者平均贷款利率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2）便利化

如图 4.6 所示，平安银行手机银行 APP交易金融占金融交易总额的比重在

2017年有了显著的提高，说明平安银行在 2017年开展数字普惠金融实践以来，

其客户交易便利化显著提升。一方面，平安银行创新服务，建立口袋银行和智能

门店，实现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方便更多的低净值普通个人客户和小微企业享受

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平安银行不断优化 APP的功能和用户使用体验，在手机

银行 APP上用户使用信息智能推荐，即可呈现出场景化功能卡片，使用户对服

务亮点一目了然，此外，智能服务分区，一级频道的智能服务可根据用户习惯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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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推荐的内容进行调整，使得手机银行 APP使用起来更加灵活。

相比之下，平安银行手机银行APP交易笔数占比自 2016年开始下降，到 2022

年下降到 22.8%，近两年又上升至 35%左右，这与 2017的 49.12%，仍相差了十

四个百分点，手机银行 APP作为现阶段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战略之一，

是银行的主流量入口，实现服务零售客户的主要载体，随着手机银行 APP用户

数量的增加，手机银行 APP交易笔数的占比陷入增长瓶颈，如何持续激活存量

用户是平安银行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图 4.6 2015-2022年平安银行手机银行 APP交易金额占比及交易笔数占比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4.4基于熵值法的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效果综合评价

4.4.1基本思想

熵值综合评价法基于信息论中的熵概念，熵值表示信息的不确定性或混乱程

度，熵值越大，表示信息越不确定，反之越小，信息越确定。在综合评价中，熵

值越大的指标表示其对评价结果的贡献越大，熵值越小的指标表示其对评价结果

的贡献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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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主要步骤

熵值综合评价法的主要步骤如下：

1.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对于正向指标的处理：

(4.1)

对于负向指标的处理：

(4.2)

为第 i个评价年份第 j项评价指标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值； 为第 i个评

价年份第 j项评价指标的原始值；n为被评价年份的年数。

为了避免在数据计算过程中出现零或者负值，需要对标准化数据进行整体平

移，即 �'
��= ���+T（T为平移幅度）。但为了不破坏原始数据的内在规律，T应

为最接近���的最小值，本文取 T=0.0001。

2.计算各指标的比重。

(4.3)

表示在第 j 项指标下第 i 个年份的特征比重。

3.根据比重计算信息熵。

(4.4)

4.计算各指标权重。

(4.5)

设 为第 j项指标的权重，m表示评价指标的个数。

5.计算综合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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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设 为第 i 个年份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效果综合得分。

4.4.3测度结果与分析

1．平安银行自身纵向比较

根据平安银行 2015-2022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效果评价各指标的原始数据，

采用上述综合熵值评价方法的步骤，利用 STATA软件，计算得出各评价指标的

熵值和权重（如表 4.2）以及 2015-2022年具体指标的得分（如表 4.3）。

表 4.2 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效果评价各指标熵值及权重

评价维度 指标名称 单位 性质 熵值 权重

数字金融

覆盖广度

手机银行客户数 万户 正 0.8411 0.1084

营业网点数 个 正 0.8155 0.1259

数字金融

使用深度

人均网银支付金额 元/人 正 0.8179 0.1242

手机银行 APP人均交易金额 元/人 正 0.7146 0.1947

电子银行渠道投资理财用户率 % 正 0.8123 0.1280

普惠金融

数字化程

度

小微经营者平均贷款利率 % 负 0.8539 0.0996

手机银行 APP交易金额占比 % 正 0.8310 0.1153

手机银行 APP交易笔数占比 % 正 0.8476 0.1040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实践及效果评价——以平安银行为例

41

表 4.3 2015-2022年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效果各指标得分

指标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手机银

行客户

数

0.0000 0.0095 0.0217 0.0377 0.0589 0.0774 0.0944 0.1084

营业网

点数
0.0297 0.0348 0.0000 0.0045 0.0580 0.0753 0.1259 0.1228

人均网

银支付

金额

0.0592 0.0598 0.0208 0.0000 0.0056 0.0338 0.0494 0.1242

手机银

行 APP
人均交

易金额

0.0000 0.0148 0.0042 0.0110 0.0680 0.0860 0.1947 0.1813

电子银

行渠道

投资理

财用户

率

0.0904 0.1280 0.1295 0.0863 0.0541 0.0060 0.0000 0.0126

小微经

营者平

均贷款

利率

0.0591 0.0108 0.0000 0.0190 0.0538 0.0996 0.0906 0.0744

手机银

行 APP
交易金

额占比

0.0000 0.0044 0.0163 0.0699 0.0850 0.0771 0.1153 0.0971

手机银

行 APP
交易笔

数占比

0.1031 0.1040 0.0560 0.0322 0.0239 0.0000 0.0249 0.0289

通过对表 4.3的计算，得出了 2015-2022年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效果

评价的综合得分（如表 4.4），根据得分情况分析 2015-2022 年平安银行发展数

字普惠金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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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2015-2022年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效果评价综合得分

年份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数字金

融覆盖

广度

0.0297 0.0442 0.0217 0.0422 0.1169 0.1527 0.2202 0.2312

数字金

融使用

深度

0.1496 0.2026 0.1530 0.0973 0.1277 0.1258 0.2440 0.3181

普惠金

融数字

化程度

0.1622 0.1191 0.0724 0.1210 0.1627 0.1767 0.2307 0.2004

发展效

果评价

综合得

分

0.3415 0.3659 0.2471 0.2605 0.4073 0.4552 0.6950 0.7497

图 4.7 2015-2022年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效果评价综合得分

（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纵向分析

平安银行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其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及普惠金融的

数字化程度的综合得分在平安银行 2018年正式开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中增幅

较为明显。根据图 4.7，清晰地描绘了 2015年至 2022年期间平安银行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效果评价综合得分的一个变化趋势，我们更能直观的看出平安银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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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效果评价综合得分是增长的，并且从 2018 年至 2022

年发展效果评价的综合得分持续增长，尤其是 2021年其增幅最显著。

2021年对党和国家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经济在疫情冲击后亟需发展，国

家对银行业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做出一系列部署，平安银行积极发展普惠金融实

践，一方面，支持乡村振兴，创新金融服务产品。按照国家要求，创新开发乡村

振兴贷款、乡村振兴债、乡村振兴卡等多个金融产品，首次承销“乡村振兴”债

券，并于九月联合中国银联推出股份制商业银行乡村振兴借记卡，2021 年末，

平安银行已在全国多地开办乡村振兴卡超两万张，对普惠金融服务体系的建设做

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平安银行通过科技赋能和金融创新积极助力小微企业

高质量发展。在智能制造领域，推出数字贷智造产品，助力小微制造型企业经营。

不断优化创新产品，运用各种数字科技能力，切实支持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发

展，解决其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加大对小型微型企业信贷支持力度，推动小型

微型企业业务稳健发展。同时，平安银行认真落实四部委要求，积极响应“减费

让利”两项倡议，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减负，有效落实各项降费

政策。

总体来说，平安银行持续提升普惠金融服务水平，加强数字普惠服务能力，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效果不断深化。以下从数字普惠金融三个评价维度展开，具体

分析平安银行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

图 4.8 2015-2022年平安银行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指标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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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字金融覆盖广度的纵向分析

通过图 4.8 可以看出平安银行数字金融覆盖广度的综合得分从 2015 年至

2022年期间在增长，其中 2018年增长的最为迅速。结合前文对于平安银行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的实践来看，在 2018年之后，平安银行普惠业务营业部设置更改

完成，其普惠业务涉及多个区域，数字金融覆盖广度迅速增加。

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的具体指标来看，营业网点数的权重相比手机银行客户

数的权重较大，说明其对平安银行数字金融覆盖广度的影响较大。截至 2022年

底，平安银行大力发展普惠零售金融服务。平安银行在全国 226 个城市设立了

109家分行、1191个网点，其中在县内和农村地区设立了 136 个网点；在 POS

机上部署了 1981台自助设备和 2983台可视设备，POS机布局和硬件将惠及所有

零售客户。平安银行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以来，覆盖广度确实有了实质性的提高，

而后几年数字金融覆盖广度的综合得分也是在不断的增长中，在 2021年虽有所

下降，但下降幅度不大。整体来看，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从覆盖广度上

来看是可观的，其覆盖广度确实有所增加，越来越多的人能得到平安银行的普惠

服务。

图 4.9 2015-2022年平安银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指标得分

（3）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的纵向分析

数字金融使用深度方面，由图 4.9 三个具体指标分析可知，手机银行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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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交易金额的权重相比最高，说明手机银行 APP人均交易金额对平安银行数

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较大，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促进了手机银行业务

的不断深化，从而促进了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的稳定发展。

手机银行可以为客户提供 24小时的全方位便利的金融服务，是个人业务发

展的重中之重，平安银行通过创建“口袋银行”和“橙色银行”，融入客户的日

常生活中，从而满足个人客户的不同金融需求。近年来，平安银行在探索一种新

的零售业务转型模式，这种模式以客户为中心，以数据为驱动，利用科技为最广

泛的客户群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务。打造了口袋银行 APP，经过不断的升级迭代，

已具有 180多个功能、40多个频道，多样化服务一点即达，降低了用户获取金

融红利门槛，对平安银行零售业务发展起到明显支撑作用。

图 4.10 2015-2022年平安银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指标得分

（4）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的纵向分析

由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的具体指标分析，手机银行 APP交易金额占比的权

重相对较大，说明手机银行 APP交易金额对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效果的

影响较大。平安银行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一直将科技作为重要的推动力。通

过不断的技术投入和系统重构，平安银行实现了从 2016年到 2017年的基础建设

阶段，再到 2018年到 2019年的深化应用阶段，最终形成了以科技引领、零售突

破、对公做精的战略方针。特别是在手机银行 APP的转型和升级方面，平安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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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推出了口袋银行应用程序 6.0版，在适龄访问性和终身授权方面做了大量改进。

体现了平安银行在智能化服务方面的持续优化和创新。

此外，平安银行还通过“智能化银行 3.0”的建设，加速了普惠小微业务的

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这不仅包括了对消费月报功能的迭代升级，以更好地满足

用户在消费管理方面的精细化需求，还包括了利用大模型技术提升客服场景中的

交互能力和知识领域，为数字人装载“智慧大脑”，打造更拟人化、更智能、以

客户为中心的金融服务机器人。这些措施共同推动了平安银行在普惠小微业务领

域的快速发展和成效显著。

综上所述，平安银行通过依托科技的力量，不断优化和升级手机银行 APP，

以及推进“智能化银行 3.0”的建设，有效地推动了普惠小微业务的数字化和智

能化转型，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2．行业横向比较

在比较分析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2015-2022年综合得分的变化情况后，

还需要将平安银行与行业内的其他银行相比较，分析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在行业中的情况。本文选取了行业内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代表性的 6家商业银

行作为比较对象，利用 STATA软件，使用熵值法计算这些银行 2015-2022 年期

间的综合得分，然后与平安银行进行比较，进而得出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效果的横向对比情况。以下是计算整理得到的各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效果评价

各指标熵值及权重（如表 4.5）、平安银行 2015年及 2022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效果评价综合得分（如表 4.6）。

表 4.5 各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效果评价各指标熵值及权重

评价维度 指标名称 单位 性质 熵值 权重

数字金融

覆盖广度

手机银行客户数 万户 正 0.9502 0.0968

营业网点数 个 正 0.8689 0.2546

数字金融

使用深度

网银人均支付金额 元/人 正 0.9127 0.1696

手机银行 APP人均交易金额 元/人 正 0.9501 0.0968

电子银行渠道投资理财用户率 % 正 0.9616 0.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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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5

评价维度 指标名称 单位 性质 熵值 权重

普惠金融

数字化程

度

小微经营者平均贷款利率 % 负 0.9816 0.0357

手机银行 APP交易金额占比 % 正 0.9816 0.1135

手机银行 APP交易笔数占比 % 正 0.9185 0.1583

表 4.6平安银行 2015年及 2022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效果评价综合得分

银行
2015 年评价综合得分 2022 年评价综合得分

分数 排名 分数 排名

浦发银行 0.2637 5 0.1863 7

招商银行 0.2598 6 0.2810 5

兴业银行 0.3582 4 0.2556 6

农业银行 0.5128 1 0.5290 2

建设银行 0.3926 2 0.5365 1

中国银行 0.3757 3 0.3820 3

平安银行 0.2528 7 0.2860 4

（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横向分析

从表 4.6中我们可以看出平安银行在所选银行中，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效果

得分排名在 2015年时还处在最后一名。2015年平安银行对数字普惠金融事业的

发展还没有进入正式开始时期，与其他银行相比发展较弱，其中不难看出，发展

效果得分最高的是国有银行，国有银行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一直处于领军地

位，在同是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得分也不如浦发银

行、招商银行和兴业银行。但在 2022年，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综合得分

成功赶超浦发银行、招商银行和兴业银行，这说明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势

头较猛，近几年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相比，

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还是有待提高。

国有银行在银行行业中的地位仍不可撼动，它们作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

要金融主体和金融市场的核心流动性枢纽，融资结构优化节奏将延续，预期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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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稳健充足，在国内商业银行中将继续维持优势地位。此外，六大国有银行定调

2024年工作重点为精准赋能新质生产力，紧密对接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

体系建设要求，持续加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这进一步

证明了国有银行在银行业中的重要地位和发展方向。

相比之下，平安银行虽然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有所发展，如通过“五位一体”

新模式致力于满足客户的财富管理、资金以及个性化需求，并且已经在科技金融、

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进行了深度谋划和较为长期

的布局。然而，从整体上看，平安银行在数字化转型方面仍面临挑战，如与其他

金融机构激烈争夺人才的问题，引进人才的高额成本问题与激励机制缺乏吸引力

等问题，这些都制约了银行业数字化进程。尽管平安银行已经在普惠金融服务进

入了数字金融时代，但与国有银行相比，其在数字化转型和开放银行体系中的挑

战与机遇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综上所述，国有银行在银行行业中的地位依然稳固，其发展紧跟国家政策，

而平安银行虽然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国有银行相比，无论

是在数字化转型的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

图 4.11 2015-2022年各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效果评价综合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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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4.11 可以看出，平安银行在 2015年至 2022年期间，其数字普惠金融

发展效果评价的综合得分排名在所选银行中处于上升中。从 2015年的第七名，

开始有进步趋势，虽然排名提升幅度不大，但也处于增长的状态。

平安银行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发展势头强劲，其战略重点包括科技金融、

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和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这表明平安银行已经将数

字普惠金融作为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并在此方面进行了深度谋划和长期布局。

此外，平安银行通过综合金融和医疗健康战略，不断提升金融产品创新能力和服

务体系建设，为小微企业和新市民等重点群体提供信贷、保险等金融支持。同时，

平安银行已经在供应链金融 3.0上取得进展，助力普惠金融上新台阶，这表明平

安银行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已有一定的基础和优势。这进一步证明了平安银行在

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努力和成果。

然而，要在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下维持增长的势头，平安银行需要继续坚持深

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技术创新和服务优化，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以

满足更多小微企业和个人客户的金融需求。

为了具体分析平安银行在同行业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效果，计算了各银行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效果的具体指标得分，得到 2015-2022年各银行数字普惠金融

发展的三个评价指标的综合得分，以下选取了 2015年和 2022年的数据，具体分

析平安银行在行业中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程度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

度。

图 4.12 各银行数字金融覆盖广度评价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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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字金融覆盖广度的横向分析

从图 4.12可以看出，2015年和 2022年平安银行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在七个银

行中得分位于最后一名。其中前三名的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均为国有

银行，在股份制银行中排名第一的招商银行，其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与这三个银行

都差距较大。根据《2015年度中国银行业社会责任报告》显示，截至 2015年末，

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 26.4 万亿元，比年初增加 2.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7%；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23.5万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 23.9%，同比增长 13.3%，

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0.4个百分点；小微企业贷款户数为 1322.6万户，比上年

增加 178万户；小微企业信贷使用率为 92.8%，比上年提高了 2.1个百分点，有

效缓解了小微企业融资瓶颈，降低了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银行金融机构不断完善金融服务，覆盖更广泛的乡村生活，弥补金融服务“空

白”。截至 2015年底，基础金融服务覆盖 56万个行政村，覆盖率达 95%，农村

商业机构达到 56128家。2015年我国银行业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宏观经济金融政

策，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打造责任银行，有效

支持国家战略发展，倾力发展普惠金融。大型商业银行主动适应“新常态”，加

快转型发展，继续发挥国有金融的主力军作用，在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方面持续发

力。相较于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也持续发挥机制灵活优势，多方面推进转

型创新，深入推进普惠金融服务。

图 4.13 各银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评价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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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的横向分析

从图 4.13 中看出，平安银行 2015年和 2022 年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在所选银

行中，排名都靠后。综合来看，平安银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在同行业中并没有体

现出太强的发展优势。

近几年，平安银行推出“口袋银行”和“橙子银行”，深入客户日常生活，

满足客户各种金融需求。以客户为中心，以数据驱动为核心，探索通过科技手段

以最优秀的产品和服务惠及最广大客户的零售转型新模式，打造口袋银行 APP。

经过不断升级，已具备 180多个功能和 40多个频道。2015年平安手机银行 APP

注册数量开始持续增加，2015年注册用户已突破 1000万人。尽管在数据上平安

银行从 2015年发展到如今成绩斐然，但是横向对比银行业数字金融深度发展数

据来看，平安银行在其发展深度上是不足的。从平安银行手机银行 APP用户数

量和活跃度等方面来看，平安银行手机银行 APP的下载量和用户活跃度相对较

低，与其他银行的数字服务产品相比略显逊色。这也说明了平安银行在数字金融

产品的吸引力和市场认可度方面还有待提高。

图 4.14 各银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评价得分

（4）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的横向分析

从图 4.14可以看出，2015年和 2022年平安银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远超其

他银行，且在所选银行中，只有平安银行 2022年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得分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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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2015年得分。根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2022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可以得知，平安银行加强普惠金融与数字科技的深度融合。平安银行本着普惠金

融的理念和公平、可持续的经营发展原则，积极发挥金融科技优势，加强互联网、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创新信息技术的运用，提升普惠金融数字化水平。

平安银行一直把科技作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的发力点，2021年科技人

员（含外包）超 9000人，与 2020年超 8500人的规模相比，增幅约 5.88%。平

安银行在资本成本和 IT 费用方面的投入为 69.29亿美元，较 2021年的 73.83亿

美元减少 6.15%。这也是自 2018年该数据发布以来，平安银行科技投入首次出

现下降。事实上，2018年至今，尽管平安银行科技相关支出不断扩大，但增速

逐步放缓，同比增速由 2018年 82%逐步放缓至 2021年的 2.4%。在 2021年年报

中，平安银行就表示，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同时改进研发管理，提高生产效率，

从平安银行披露的信息来看，其科技能力建设直接帮助该行降低相关成本。数据

架构方面，基于湖仓一体的数据架构，持续升级数据计算引擎，提升组件运算效

率和服务器利用率，降低数据存储成本，2022年，数据计算性能同比提升约 23%，

存储容量同比节省约 20%。大数据应用方面，“新一贷”业务通过流程自动化节

省人力成本约 420万。

平安银行不仅在数字化转型上“降本增效”，在推进全面云原生转型上聚焦

“两大露道”数字化赋能。一是基于账户，交易、数据和开放优势，广泛触达产

业链、互联网平台及其背后的广大中小微客群，打造数字化驱动的新型交易银行；

二是整合商行、投行、投资及科技服务能力，构建行业化驱动的现代产业金融，

推动业务经营向生态模式升级，科技赋能资金业务，将科技创新与资金业务场景

深度结合。

4.5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在政府引导下开始的，在推进我国数字普惠金融

发展的过程中，金融机构所承担的作用之大不言而喻，而商业银行作为金融机构

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对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统筹规划，在 2017年提出大型

商业银行建立普惠金融事业部的要求，平安银行积极配合于 2018年在总行和各

分行设置完成普惠金融事业部。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虽然平安银行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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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服务与产品，为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更广、更深、更智能发展做出了许多实践，

但由于平安银行自身客观因素和外部因素等原因，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还

存在以下问题。

4.5.1普惠金融业务发展缓慢

在所选商业银行中，尽管 2022年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综合评价排名

较 2018年相比有了进步，但与全国金融机构相比，还是发展缓慢。

表 4.7 近三年平安银行与全国金融机构贷款金额对比

项目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平安银行贷款金

额（单位：亿）

发放贷款总额 26662.97 30634.48 33291.61

普惠金融贷款余额 2866.30 3822.19 5282.26
全国金融机构贷

款金额（单位：万

亿）

发放贷款总额 170.01 192.68 213.99

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 20.24 26.5 32.14

资料来源：《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 2020-2022》，《平安银行社会责任报告 2020-2022》

由表 4.7可以得出，平安银行近三年普惠金融贷款余额分别为 2866.30亿、

3822.19亿、5282.26亿，虽然从数据上看平安银行普惠金融贷款余额在 2020年

到 2022年不断增长，但与全国金融机构相比，普惠金融贷款发放金融仍显不足，

总体来说普惠金融业务的发行度还不够。

我国对普惠金融业务的发展较为重视，对金融机构提出了一系列发展普惠金

融的要求，然而由于普惠金融业务的特殊性，商业银行在发展普惠金融业务时必

然会与商业银行盈利性原则相悖。为了促进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中国人民银

行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财政部的指导下于 2022年 11月 8日，宣布

了对普惠金融机构的最新支持。对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企业普惠贷款额度和新

增普惠贷款额度，在原合同利率基础上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中国人民银行将按

每年下调 1个百分点的利率对政策支持的金融机构进行补偿。

平安银行在开展普惠金融业务的过程中，紧紧围绕国家相关政策导向，切实

完成国家层面上对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业务的要求。然而由于普惠金融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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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险性，平安银行承担的风险加上按照人民银行原有的降息补偿金额，再减去

损失资金的时间价值，平安银行普惠金融业务的盈利仍然是低的，在这个降息补

偿的政策下，平安银行比让利中小微企业的减息金额损失更大。所以综上所述，

平安银行在追求国家发展普惠金融业务的过程中补偿力度不够，这也是平安银行

普惠金融业务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4.5.2普惠金融业务的风险上升

平安银行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时，针对企业和个人都发放贷款，根据平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年报可知，企业贷款和个人贷款发放额在 2020年到 2022年不断

增加。平安银行普惠金融覆盖广度虽有一定提升，但普惠业务的风险却在上升。

表 4.8 平安银行 2020年-2022年贷款不良率统计表

项目 2020年末 2021年末 2022年末

平安银行贷款总

额（单位：亿）

企业贷款总额 10613.57 11531.27 12817.71

个人贷款总额 16049.40 19103.21 20473.90
平安银行贷款不

良率（单位：%）

企业贷款不良率 1.24 0.71 0.61

个人贷款不良率 1.13 1.21 1.32

资料来源：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2022年度报告

由表 4.8可知，平安银行发放企业和个人贷款总额在 2020年至 2022年不断

增加，且增长率平均保持着大约 35%的增长速度。从不良率的变化幅度来看，企

业和个人贷款的不良率变化幅度基本维持在 1%。整体来看，贷款总额增加，其

相应的不良率变化幅度基本不变，两者相乘数量呈现上升趋势，所以整个贷款风

险是处于上升的。

关于平安银行普惠金融业务风险上升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平安

银行要想持续稳定地发展就要始终跟随国家政策导向，国家不断鼓励、号召商业

银行发展普惠金融业务，平安银行作为银行业中重要的一员，更要积极响应国家

政策，牢牢把握政策方向。在国家政策要求下普惠金融业务的利率始终处于贷款

区间的下限。这与传统的贷款业务、抵押贷款业务或其他贷款业务相比，平安银

行开展普惠金融业务需要承担的风险也变得更高。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实践及效果评价——以平安银行为例

55

其次，平安银行还面临着经营风险。普惠金融服务主要针对中小型企业、农

民、老年人和偏远地区居民等社会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这些群体面临着

金融排斥的风险，导致他们的金融参与度较低，缺乏足够的信贷基础。他们的收

入和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客户质量也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平安银行的普惠金融

客户质量普遍不高，增加了平安银行的经营风险。除此之外，平安银行的普惠金

融业务是在较短时间内发展起来的，银行管理层对普惠金融业务没有形成整体的

认识，因此容易出现经营决策失误。

除此之外，平安银行在普惠金融发展方面的专项人才较少。从事普惠金融业

务开展的员工不仅仅需要掌握金融知识，还需要具备运用计算机、处理大数据等

的能力。如果员工缺少这方面的能力或者对普惠金融相关的知识掌握不够充分，

那么在处理普惠金融业务时，员工容易加入自己的主观判断，从而造成无法准确

或较为精确地量化普惠金融风险的问题，此外由于普惠金融业务大多都是在线上

开展，网络信息在上传时，可能会出现信息虚假或遗漏，这些都给平安银行带来

了较高的操作风险。

4.5.3普惠金融业务的竞争力较弱

2018年至今，尽管平安银行科技相关支出不断扩大，但增速逐步放缓，同

比增速由 2018年 82%逐步放缓至 2021年的 2.4%。2021年科技人员（含外包）

超 9000人，同比增幅约 5.88%。但平安银行在科技投入为 69.29亿美元，同比减

少 6.15%。相较其他银行，平安银行科技投入不足，开展普惠金融业务所需要的

复合型人才缺乏。

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的不仅是科技人才，这些人才还需要具

备金融知识和跨界合作能力。虽然平安银行对人才的培养非常重视，但是随着金

融科技的迅速发展，平安银行更需要综合型人才来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挑战，

包括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领域的专业人才，对金融业务和科技领

域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增加。由于平安银行自 2018年才正式成立普惠金融事业

部，对于整个普惠金融业务的统筹和安排的项目时期较短，导致平安银行复合型

人才不足。从传统的金融业务向普惠性金融业务的转变，是一个艰巨且工作量巨

大的任务，对于人才的培养远不止这短短几年时间，平安银行在复合型的专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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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队伍建设上还需要不断努力。

除此之外，商业银行具有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在经营中要充分考虑这

三个性质。一方面，商业银行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要积极持续地发展普惠金融

业务，另一方面，由于普惠业务的特殊性，商业银行发展普惠业务时其盈利性和

安全性就会受到冲击。如果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较强，那么它在发展普惠业

务时就会有能力去创新普惠业务，从而提高普惠业务的竞争力。相反，当一个商

业银行缺少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时，其普惠业务的竞争力也会降低。

平安银行现有的风险管理体系还不足以完全覆盖普惠金融业务的风险，因此

平安银行只能采取保守的发展策略，这样一来，平安银行在发展普惠金融业务时

会显得畏手畏脚，不能全力发展普惠金融业务，从而制约了普惠金融业务的发展，

最终导致平安银行普惠金融业务的竞争力降低。

4.6小结

在对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效果的评价中，首先根据构建的评价商业银

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效果的八个指标，多角度分析平安银行 2015年至 2022年数

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情况，接着采用了熵值综合评价法对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

展效果进行综合评价，从平安银行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普惠金融

数字化程度给出综合得分。鉴于上述都是对平安银行自身纵向的分析比较，为了

更全面、充分地对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效果给出客观结论，最后选取了三

家股份制银行和三家国有银行与平安银行一同使用熵值法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发

展效果进行评分比较。结合测度评价结果，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效果在

股份制银行中处于较好水平，但相较于国有大型银行，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

得相形见绌，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还存在普惠金融业务发展缓慢、普惠金融业

务的风险上升及竞争力较弱问题。平安银行想要更持久更良性的发展数字普惠金

融，还需要不断从自身寻找原因，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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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策分析

平安银行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时，通过金融科技的赋能，使得平安银行顺利

进行数字化转型，有效降低了平安银行的运行成本。同时市场环境的变化、新的

商业模式的出现以及竞争者的加入等外部冲击，这些共同推动了商业银行积极创

新发展模式。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策略上不断创新业务模式、风险管理模式和

经营模式，构建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长效机制与体制。

5.1业务模式创新策略

传统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为吸收存款、提供贷款及对外销售理财产品。互联

网金融主要业务模式为：第三方支付、金融理财产品、P2P网络借贷等。互联网

金融的出现，对传统商业银行的业务模式造成了巨大的挑战。数字时代下的商业

银行不能再局限于传统的金融业务模式，而是积极探索无边界金融，以实现金融

服务的普惠性，因此商业银行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过程中可以采取多种业务模

式创新策略。

一是增加业务品种，推出创新的金融特色产品。首先是互联网理财产品的增

加。余额宝成功后，银行也开始效仿，开发出许多功能更强大的产品。其次是个

人网上贷款业务的增加。为了满足用户对“快”的需求，银行推出了多样的网络

贷款业务。根据客户以前的交易记录以及大数据分析，用户就可以在网上银行自

助完成贷款。第三是金融产品的丰富。商业银行依托金融科技，创新打造了各种

各样的特色金融产品。作为国内第一家民营银行和互联网银行，腾讯微众银行借

助腾讯集团资源优势，重点服务小微企业和低收入群体，积极探索互联网普惠金

融，打造了“微粒贷”、“微众银行 APP”、“微车贷”等互联网普惠金融特色

产品。

二是业务流程更加标准化、简单化。服务渠道更多从传统转向电子，从线下

柜台转向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一方面缩短了业务流程，使业务的处理步骤便捷

化，比如以往在银行排队一个上午甚至一天才能完成的业务现在只需客户在家中

用手点几下就能轻松完成。另一方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业务的交易流程更加标

准化，从而减少了其中可能存在的人为因素造成的错误等。例如光大银行在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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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投产自主研发的普惠金融业务大数据分析系统，包括银行内关于普惠金融的智

能风控、运营控制、渠道整合等业务职能。

三是内部组织架构的变化，大型国有银行在 2017年内相继完成普惠金融事

业部的架构，在一级分行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其他商业银行也纷纷成立普惠金

融事业部，业务模式迎来变革。

四是支付方式的创新。支付宝的出现改变了人们以往用现金与银行卡支付的

方式，带来了支付手段上的巨大变革。如今不需要随身携带现金与银行卡，只要

有一个绑定了银行卡的手机就可以快速完成支付。为了跟上时代的脚步，达到快

速支付的目的，商业银行也纷纷推出了各种快速支付方法，比如 NFC、闪付等，

为支付提供了便利性。

5.2风险管理模式创新策略

商业银行在经营时会面临多种风险，其风险管理模式对商业银行风险控制至

关重要。商业银行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时对风险管理模式进行创新，相较与传统

的风险管理模式，进一步提升了对技术的依赖程度，强化实时监测，提前预期，

形成覆盖全流程的智能化风险管理策略。

在贷前调查方面。为了保证商业银行所选择的客户是符合银行预期的，商业

银行会利用大数据和相关信息去选择目标客户，同时确保所选择的客户的信息是

完整、系统和全面的。在贷中审批方面。为了提高审批的效率，对产品进行标准

化同时引入人工智能审批，对于非标准化或非结构化的产品，实行集中审批同时

辅以人工智能审批和专职信贷人员审批，从而确保审批的客观性、流程的简洁性

和高效性。在货后管理方面。利用大数据创建信贷风险预警系统，监测敏感指标

以实时识别风险，并采取行动防止不法行为发生；全流程监控服务对象，扩大抵

押物范围，转化非固定资产为信贷资源，利于风险管理；运用区块链技术的智能

合约和溯源功能增强合同约束力，监控流动性和管理风险资产；逐步将抵押品转

化为信贷额度，根据企业现金流调整风险覆盖范围并简化流程；借助数字机器人

控制贷后风险，24小时全年无休，及早发现风险并采取措施。

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从 20世纪 50年代就开始进入普惠金融时代，与我国

金融体系相似，在印度的金融体系中银行机构也是金融体系中至关重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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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成立MSME银行来服务小微客户，在风险管理模式上启动了 Aadhaar系统，

建立了数字金融综合服务平台，通过信息数据库将客户信息更迅速便捷的收集，

提高了银行办理普惠金融业务的效率，减少了数据泄露的风险。

5.3经营模式创新策略

数字普惠金融视角下，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是指在支付手段、金融服务平台、

渠道组合、场景等方面更多的依赖数字技术和信息基础设施进行变革的创新模式。

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正朝着高度数字化、通过两种渠道实现在线和离线银行

业务、智能流程取代人工程序以及基于场景的集成等方向发展。有以下创新策略。

一是提供开放化服务。“金融+数字”的深度融合不仅是解决普惠金融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抓手，还是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源泉。秉承“场景上游、

金融下游”的宗旨，各大商业银行正在推行“自主设计、协同设计”的战略，将

支付、融资、资产管理等服务融入各种生态场景，实现深度场景融合。深度场景

与金融融合已成为现实。

二是满足客户的极致用户体验。极致的用户体验是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

融时经营模式创新的方向。商业银行从“客户思维”转向“用户思维”，在设计

手机银行页面时，重点将更多地放在系统是否功能强大、使用是否方便、交易是

否安全、产品和服务应用场景是否完善、售后服务是否高效等方面，带给客户安

全快捷高效的服务体验，从而摆脱产品同质化，实现快速获客、长期留客。

三是主动精准定位客户。数字普惠金融营销的创新主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技术，充分挖掘客户各方面信息，进行多维度评估，实施主动营销和自动化

营销，主动锁定客户。其基本流程是：中小商业银行首先根据银行对客户的定位，

明确银行目标客户的标准；紧接着，银行使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服务区

域内的所有客户进行筛选，从而得到合适的客户名单；最后，银行向客户传递和

提供业务信息，挖掘更多的潜在客户。

经营模式的创新能够解决商业银行服务效率、移动渠道普及、客户筛选和客

户服务、后台运营等问题，不再呈现一个单一的信息孤岛模式，能够嵌入各种服

务，提供各种高效、全面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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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与启示

6.1结论

本文以平安银行为例用六部分介绍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实践及效

果评价。第一部分为绪论，第二部分为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第三部分为现状分

析，重点分析了平安银行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发展实践，可以得出平安银行一

直积极致力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第四部分为发展效果评价分析，第五部分为

发展对策分析，第六部分为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发现，首先，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动因来看，以平安银行为代表的

商业银行之所以积极参与数字普惠金融相关业务的发展，是由于两方面原因，一

是受自身内部因素影响积极开展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包括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

需求、内部资源分配、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以及内部数字化生态建设，二是政策

环境、社会需求以及行业竞争等外部因素。其次，从现有发展实践来看，平安银

行通过科技赋能、创新服务、融智赋能等实践，实现发展战略布局不断优化、组

织管理更加专业化、产品和服务不断精细化。通过更深一步对平安银行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实践的分析，可以发现平安银行在总体战略布局下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做了细分，分别是针对个人、针对小微企业、聚焦乡村振兴事业、聚焦金融弱势

群体。在实证测度方面，参考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数字金融覆盖广

度、使用深度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利用单因子前后对比分

析和熵值法综合评价法，得出平安银行自身纵向比较的综合得分和与其他银行横

向比较的综合得分，结果显示，平安银行近年来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方面总体表

现较好，各方面均较上年有所提升。但与大型国有银行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仍有进步的空间。平安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普惠金

融业务发展缓慢、普惠金融业务风险上升以及竞争力弱。最后，本文结合测度评

价结果，以长尾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理论为基础研究，提出创新平安银行数

字普惠金融发展策略，包括业务模式创新策略、风险管理创新策略以及经营模式

创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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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政策启示

6.2.1培养复合型专业人才队伍

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业务涉及的范围很广，服务的对象包括个人、

小微企业、乡村群体及弱势群体，客户数量多且情况复杂，对于每一类型的客户

及不同的问题，都需要复合型的专业人才队伍应对。

对复合型人才队伍的培养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培养其综合素质

和专业技能，另一方面要培养其社会责任感。数字普惠金融涉及面很广，包括金

融、经济、法律、技术等多个学科，因此商业银行需要引进具有广泛学术背景和

综合素质的专业人才，他们必须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及良好的沟通能力、组

织协调能力和创新意识。普惠金融业务是一项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工作，需要专

业人员不仅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社会的

意愿。商业银行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需要注重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希望他

们能够积极为普惠金融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6.2.2加强普惠金融差异化战略发展

与国有大型银行相比，中小银行普惠金融业务的竞争力较弱，中小型银行在

发展普惠金融业务时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就是差异化战略。对于大型商业银行而言，

它们具有悠久的历史、雄厚的客户资源以及强大的品牌力量，在普惠金融业务的

发展方面已经领先于行业。对于中小银行来说，发展普惠金融业务从银行实力上

去赶超大型商业银行并不是最好的途径，因此中小银行应该转变方向，注重品牌

的创新、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服务的优化。中小银行目前需要通过差异化的产品、

服务和渠道，打造有别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品牌的普惠金融品牌，提高差异化产

品对客户的影响力和中小银行品牌的影响力。

除了商业银行自身，政府机构和各金融监管机构，如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

中央银行等，应组织建立普惠金融综合监管机构，来确保根据客户的普惠特征和

普惠企业的特点进行差异化监管。在政府组织的领导下，与金融组织、行业协会

和普惠金融机构协调合作，全面交流信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在普惠金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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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部应当建立自律组织，在政府监管部门进行监管的同时，加强行业内部监管、

内部审查和自我管理。最后，中央银行应设定普惠金融机构进入企业市场的门槛，

使各机构能够明确参与普惠金融活动的规章制度以及面临的市场和信用风险，以

淘汰该领域的劣质资源，优化普惠金融活动，保障普惠金融参与者的合法权益。

6.2.3加强业务风险控制

中小银行的普惠金融业务风险控制是其业务的基本保障。与大型商业银行的

传统贷款相比，中小型银行拥有特殊化的客户，其业务风险更难控制。银行必须

加强和完善其技术应用和系统，以改善业务风险控制。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第

一，完善跨部门协作机制，加强数据信息的共享，建立完备的数据库，以确保对

大数据的主动应用，从而进行相应的数据分析。第二，改进服务对象的信用等级，

采用传统的个人信用评级方法，根据其信用度、收入和支出以及资产和负债情况，

将服务对象分为 A、B 和 C 三个等级。对小微企业的信用评级，除了建立完整

的企业信用评级数据库、行业领先的企业信用评级模型以及科学的企业信用评级

方法外，还要对企业划分多层次等级；对于乡村振兴相关的信用评级，因为有当

地政府的背书，所以应该将当地政府的信用加入其中。

6.2.4加强金融机构内外部合作

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商业银行必须与其他金融机构合作，以扩大和维持其

活动。这种合作不仅能够通过整合内外部资源来改善业务范围、资金协调和风险

控制，还能提高服务效率和核心竞争力。然而，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商业银行

与其他金融机构开展合作的效果并不总是到达预期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

从数据、技术和业务三个方面进行突破。

首先，在数据方面，可以通过构建数字普惠金融生态，确定具体的时间表和

行动计划，以协调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整合，以实现信

息的有效共享和利用。例如，银监部门、税务部门与商业银行三方合作共同开展

“银税互动”，打造银行与税收信息共享平台，以此支持小微企业“以税促信、

以信申贷”。

其次，在技术方面，可以利用多模态数据、流式计算、内存数据库、小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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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等技术，建立不同客户群体的综合模型，形成动态更新的信用评价系统，实

时支持综合智能决策。此外，数字技术的应用还能助力普惠金融发展，如大数据

技术在征信业务上的应用为小微企业获得信贷提供了广阔前景。

最后，在业务方面，商业银行应重视全行数字化转型规划，以创新业务思维

为出发点，以改变增长曲线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为目标，推动业务增长和创造性

转型。同时，银行机构要树立与小微企业同存共荣的发展服务理念，加强银行信

贷与融资担保机构、保险机构的合作。

综上所述，商业银行要想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实现其业务的发展和自身的持

续经营，就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通过在数据、技术和

业务方面的突破，可以有效地提高合作的效果，从而促进普惠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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