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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新兴科技正在加速渗透金融业各个细分的领域，在经济快速发展的

背景下，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日新月异的迅猛

进步及其广泛应用，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两者间的交融互动日渐紧密且深化，有

力地推动了数字普惠金融的蓬勃发展。同时，随着世界经济格局和发展模式的不

断变化，商业银行也在寻找新的盈利模式填补传统盈利模式下行的趋势。与发达

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的区位优势不明显，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更

为缓慢，因此其盈利能力更脆弱。在此背景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西部地

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具有一定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本文从以下五个方面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盈利能

力影响，第一部分开篇明确研究背景与意义，为全文构建一个严谨的逻辑框架。

第二部分探讨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基本概念及其特征，系统梳理了相关的理论

基础。并分析其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机制，为后续实证提供理论依据。第

三部分描述了我国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现状，发现

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不断完善，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也持续深入普惠

金融数字化转型。第四部分通过选取 27家商业银行 2013年-2022年的数据作为

研究样本，构建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数字

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我国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盈利能力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

的“U”型影响。即在发展前期，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

的盈利能力产生了冲击，造成了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下降。但随

着数字普惠金融不断深化发展，其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助推作用不断显现。第

二，机制检验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成本端和业务端对西部地区地方性

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产生影响，且银行的净息差和总成本是影响其盈利能力的关键

传导路径。第三，异质性方面，按照银行的分布区域和类型分成不同的子样本，

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城商行盈利能力的影响依旧呈“U”型

关系，但是数字普惠金融与农商行盈利能力的“U”型关系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

而数字普惠金融对西南地区商业银行盈利能力“U”型影响的拐点较西北地区更

大。最后，本文结合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结果进行总结，并从商业银行应借助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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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提升盈利水平，增强核心竞争力，提高风控能力以及完善监管框架等方面提

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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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emerging technologies are accelerating the 

penetration of various segments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the rapid progress and 

wide application of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such as mobile Internet 

technology,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integr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financial technology and inclusive finance are 

increasingly close and deepening, which has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continuous changes in the world economic pattern and development 

model, commercial banks are also looking for new profit models to fill the 

downward trend of traditional profit models. Compared with developed 

regions, the location advantages of local commercial banks in the western 

region are not obviou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s 

slower, so its profitability is more fragile. In this context, it is of certain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the profitability of local commercial banks in western 

Chin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the 

profitability of local commercial banks in the western region from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The first part begins with a clea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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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and builds a rigorous logical framework for 

the full text. The second part discusses the basic concep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 China, and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basis. And analyze its impact mechanism on 

the profitability of commercial banks,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subsequent empirical research. The third part describ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the 

profitability of local commercial banks in the western region of China. It 

is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the western 

region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and commercial banks in the 

western region have also continued to deepe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the fourth part, by selecting the data of 27 commercial 

banks from 2013 to 2022 as the research sample, the panel data and fixed 

effect model are constructed for empir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 

Firs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as a ' U ' -shaped impact 

on the profitability of local commercial banks in the western region of 

China. In the early stage of development,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ad an 

impact on the profitability of local commercial banks in the western region 

of China, resulting in a decline in the profitability of local commercial 

banks in the western region. However, with the deepening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ts role in promoting the profitability of 

commercial banks is constantly emerging. Secondly, the mechanism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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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as an impact on the profitability 

of local commercial banks in the western region through credit business in 

the early stage of development.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narrows the net 

interest margin of banks and reduces the profitability of banks. Thirdly, in 

terms of heterogeneity, it is divided into different sub-samples according to 

the distribution area and type of banks.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the profitability of urban commercial 

banks in the western region is still ' U ' -shaped, but the ' U ' -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the profitability of rural 

commercial banks i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 inflection point of the 

' U ' -shaped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the profitability of 

commercial banks in the southwest region is greater than that in the 

northwest region. Finall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ults of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from the 

aspects that commercial banks should enhance their core competitiveness, 

improve their profitability with the help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and 

improve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Keywords: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Commercial banks；Profi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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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在 2005 年，联合国率先提出了普惠金融的理念，这一理念强调的是确保小

微企业、农户以及贫困和低收入群体能够以可负担的成本，快捷便利地获取满足

其需求的各类金融服务。这一举措的根本宗旨在于大力拓展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

和触及深度，不断优化金融体系的功能架构，实现金融资源配置更加合理高效，

从而使得无论企业或是个人，都能够更加顺畅地融入现有的金融体系之中。在普

惠金融发展的初期阶段，其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小额信贷的发放和微型金融服务

的供给上，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当今的普惠金融体系已然取得了显著的建设成效，

逐步构建起一个囊括众多类型、形态各异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在内的综合性金融体

系。在 2016年召开的 G20峰会上，数字普惠金融这一全新概念首次被明确提出，

峰会强调了数字技术对于普惠金融深化扩展的重要性，指出其无法脱离数字技术

的强有力支撑和驱动作用。通过运用数字技术对传统金融服务进行升级，不仅增

强了金融服务的触达能力，扩大了服务覆盖面，而且还起到了降低金融服务成本、

提高服务效率的关键作用，使普惠金融与商业银行盈利目标兼容，从而构建数字

普惠金融下的可持续商业模式。 

数字普惠金融在中国发展的十年来，我国银行业聚焦大数据、互联网科技创

新了一系列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数字技术的赋能让普惠金融服务流程更顺

畅、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制度保障也更强。在乡村振兴、绿色普惠、中小微企融

资及民生多领域，创新服务、产品和模式不断涌现。伴随着机遇的出现，商业银

行在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中也面临新风险，如冲击传统的支付清算和信贷业务、

增加数字金融风险等。在数字经济浪潮的推动下，互联网科技企业凭借其突出的

技术创新能力、高效灵活的业务执行模式以及深厚的市场实战经验积累，获得了

客户的青睐，从而抢占了部分商业银行原有的市场份额。面对如此严苛的市场挑

战，商业银行迫切需要探寻一条契合自身特点与市场需求的转型道路，发挥自身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研究 

2 

 

的优势以实现效益最大化，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实现长远稳

健的可持续发展。 

但与此同时，西部地区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情况、地理位置、居民受教育水平

等因素的约束，常常被金融服务排除在外，难以通过合适的成本获得足够的金融

服务，这导致西部地区的商业银行在普及数字普惠金融方面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并且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地区商业银行的影响作用也存在

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西部地区，数字技术的配套基础

设施不完善，商业银行应用金融科技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经验不足等，因此普惠

金融与金融科技深度融合赋予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更大的机遇与挑战，本文

正是基于这一背景下，深入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盈

利能力的影响，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为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如何有效提升

自身的数字普惠金融实践水平、实现持续稳健长远发展，提供可行性的策略建议。 

1.1.2 研究意义 

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蓬勃兴起与快速扩张，国内金融市场原有的格局发生了

深刻变革，其对商业银行的运营模式和发展策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影响。

因此，从学术和实践应用的双重角度出发，对其展开深入研究，进一步完善现有

的理论体系势在必行。 

（1）理论意义 

通过整理已有的国内外文献可以发现，大多数学者主要从小微企业融资、高

质量发展以及促进共同富裕等视角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从区域层面研究数字普

惠金融对银行盈利能力影响的文献较少。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支柱，不

仅要守住风险关卡，其盈利性同样不容忽视。鉴于此，本文深入分析西部地区数

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状况以及当前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现状，通过综合运用理

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的方法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盈利

能力的影响，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仅考虑宏观层面，而缺乏关注区域商业

银行发展程度的研究现状，也进一步丰富了现有的理论体系。 

（2）现实意义 

目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主导力量依旧是商业银行，因为商业银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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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设备、风控技术、产品研发和服务方面较其他金融机构有着强大的优势。

当今世界经济下行趋势明显，许多企业开始抱团取暖紧缩资金，商业银行仅靠传

统的经营获取利差收入的模式已不再适用，因此各商业银行纷纷实施改革转型来

适应当前剧烈变化的市场格局。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商业银行经营发展来说是一把

“双刃剑”，在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为进一步深化银

行的业务创新和转型进程，确立竞争优势，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基础上抓住数字普

惠金融发展机遇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1.2.1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研究 

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功能方面，Sarma和 Pais（2011）在其研究中强调了一个

核心观念，即要确保低收入群体能够以更为低廉的成本享有金融服务的机会，关

键策略在于通过技术创新和运营优化，实质性地下调普惠金融服务的成本，并同

时建立起一个功能完备、覆盖广泛的普惠金融生态系统。Gupte R（2012）进一

步指出，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不仅能够广泛普及各种类型的金融服务，而且对于

提升金融体系整体的包容性至关重要，尤其是要注重那些处于社会经济边缘的弱

势群体，通过普惠金融的发展，使他们能够真正享受到公正、合理的金融服务待

遇。Guyuan Han（2019）在其研究中阐明数字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与数字化技术

创新相结合的产物，这种结合为传统普惠金融提供新思路、新动能，对社会进步

和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David Mhlanga（2020）进一步探讨了数

字普惠金融在提升底层经济群体参与金融活动的积极性和活跃度方面所扮演的

关键角色，他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是数字普惠金融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应用对于克

服金融体系中的风险监测难题以及信息不对称问题具有显著效果，可以为长尾群

体提供更为便捷且成本优化的金融服务，同时拓宽了长尾群体参与到正规金融市

场的渠道并从中获益。我国学者董希淼（2021）指出普惠金融的持续发展对于提

升金融可得性、扩大服务覆盖面以及降低交易成本具有重要意义，大力发展普惠

金融能够有效缓解金融资源配置不均的问题，推动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陆岷峰

和吴建平（2016）基于长尾理论的视角，发现互联网技术的运用能够大幅削减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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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金融交易成本，提升普惠金融的服务效率，从而有效拓宽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

的覆盖面。陈铃敏（2020）认为，相较于传统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以更高可

得性、更广覆盖范围、更低服务成本及更高服务效率为特点，塑造了数字普惠金

融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也为金融技术创新、数字普惠金融市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粟勤和付会敏（2017；2022）等认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和

降低金融摩擦，促进了实体经济与金融业融合发展，平衡了公益属性和商业属性

之间的矛盾，并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重视与支持。 

在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和农村金融方面，Jalil Muhammad Farhan

（2021）认为，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具备为农村微型企业

开辟便捷小额信贷通道的能力，从而有力地助推小微企业成长。同时，数字普惠

金融作为中介平台，小微信贷机构能够通过该中介以更低的成本提供信贷服务，不

仅提高了小微企业的生产率，也促进了金融机构与小微企业之间实现双赢局面。面

对有些农民金融意识薄弱，征信渠道困难，普惠服务积极性不高等问题，高巍、

林梦瑶（2022）提出对农村金融服务广泛宣传，健全基础设施，全面引入各种涉

农数据的应用，完善普惠金融服务模式从而增加普惠金融服务的可得性。星焱

（2021）通过系统归纳中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四种模式，认为农村数字普

惠金融能够降本增效，进一步促进农村数字经济发展，因此对该地区电子通信设

施，金融发展环境和用户金融意识提出更高要求。冯博（2020）主张普惠金融的

发展目标与金融扶贫理念存在着高度契合性，他提出将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切实渗

透至农村腹地，有助于让更多农村居民享有全面、便捷的金融服务，进一步推动

农村经济实现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发展。韩文龙和唐湘（2021）在其研究成果

中揭示了当前我国社会面临着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问题，他们认为数字普惠金融

在解决低收入群体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等困境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他

们认为金融服务得以延伸至更为广泛的基层民众，有助于弥合我国日益扩大的贫

富收入差距。马黄龙和屈小娥（2021）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与面板固定效应方法，

针对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农村人力资本的影响展开了深度探究，结果发现数字普

惠金融能够有效地提升农村人力资本的质量，并对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起到

一定的助推作用。梁榜和张建华（2019）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地级市层面数据与微

观中小企业专利数据进行匹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不仅能大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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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减中小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而且还能有效减轻企业对外部融资的依赖，促进

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及其创新成果的输出。赵晓鸽（2021）则进一步从金融错配

视角出发，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创

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优化金融资源错

配，有效激发了小微企业的创新活力，进一步提升企业自主创新水平。 

在数字普惠金融监管方面，邢鸿飞和吕汉东（2021）认为随着金融科技的发

展，原有的监管框架难以覆盖新兴业态；监管、创新与风险之间的平衡问题日益

凸显，容易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窘境；而当前监管要求多停留在理论

层面，实际操作的可行性有待提升。白雪等（2021）指出鉴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

尚处起步拓展时期，现行法规制度尚未达到完备状态，对相关运营主体的法律约

束力度相对乏力，因此政策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是亟需关注的重大议题。

与此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历程不仅颠覆了传统金融业按照行业划分经营边

界的做法，还在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的过程中，突显出跨越行业壁垒、打破机构

界限、涉及多维度监管的特点。对此现状，刘璐璐与刘梦格（2021）适时提出了

构建“监管沙箱”风险防控的策略建议，旨在促进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内风险防控

机制的革新和完善。因此，持续强化对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监管力度，针对性地

提出可行的政策措施，对于其长远、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关键。 

1.2.2 关于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相关研究 

从宏观层面来看， Apergis（2017）发现经济上行时能提升银行的盈利能力，

而通货膨胀率则与银行盈利能力呈负相关关系。Wu（2020）在实证分析中揭示了

GDP与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之间存在的反向关系，当政府大幅增加公共投资时，商

业银行可能会面临不良贷款率上升的问题，进而对其盈利产生消极影响，导致盈

利能力下滑。Horobet Alexandra 等（2021）采用两步 GMM方法探究了中东欧银

行业盈利能力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失业率、通胀率及民间信贷水平与银行盈利

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陈伟光等（2021）的研究结果显示，资本密集

度对银行盈利能力产生正向影响，同时监管压力与银行盈利能力之间呈倒 U型关

系，即适度的监管压力有助于提升银行盈利能力，而过高的监管压力则在一定程

度上产生抑制作用。张艾莲和代雪雅（2021）揭示了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具体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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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即通过上调贷款损失比率的方式，间接促进了商业银行利息收入的增长。

同时发现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与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之间存在负相关性，即货币供应

量的扩张或收缩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产生消极影响。 

从银行层面来看， Kosmidou 等人（2006）的研究表明银行资产规模的增加

对其盈利能力的提升产生积极影响。Butt S & Strtak S（2020）发现市场风险、

流动性以及不良贷款都是影响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关键因素，而巴塞尔国际法规

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主要局限于部分中小型商业银行。我国学者董竹等

（2012）研究探讨了小型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因子，并指出资本结构、运营

成本、财务费用、利息收入与非利息收入的占比等在不同程度上对商业银行的盈

利能力造成影响。陆静（2013）等强调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将会加剧信贷风险，

进而降低商业银行的盈利水平。张启文（2016）发现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银

行间业务以及产品同质化严重导致市场竞争加剧，银行间存贷利差收窄，降低其

盈利能力。彭明雪和丁振辉（2016）选取了中间业务收入及经营效率作为研究变

量来探讨与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关系，研究发现中间收入的增加和经营效率的提

升都会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产生正向影响。徐斌（2018）指出，当银行有较高资

本充足率时能提升银行的盈利能力。因为当债务人违约时，较高的资本充足率能

有效缓冲损失。左晓慧和马云（2019）通过对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进行

实证考察，研究结果发现商业银行控制利息费用支出，降低不良贷款率能够优化

收入成本结构，提升商业银行盈利能力。鄢祖容（2022）运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模

型分析影响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因素，发现影响较大的分别是净息差、成本收入

比、资产质量、风险承受能力、存贷比以及金融创新。胡晓霁等（2019）通过实

证研究农村商业银行收入多元化对其盈利和风险的影响，结果发现农商行通过拓

展多元化业务，降低了经营风险但未对提升其盈利能力。董晓林等（2021）基于

江苏农村商业银行的研究发现，普惠金融与农村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之间存在矛盾。

由于农户群体较多且普遍单笔贷款金额小，从而增加经营成本，但银行的数字化

转型可以有效缓解这种不利局面，平衡了商业银行普惠性与盈利性的关系。 

1.2.3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影响的相关研究 

关于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Ahamed和 Mallick（2019）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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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范围内 86 个国家和地区共 9 年的 2635 家商业银行的数据,通过实证结果发

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对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具有提升作用。我国

研究者欧理平（2016）就普惠金融如何作用于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内在机理进行

了实证分析研究。他发现普惠金融通过拓宽金融服务覆盖范围，增强金融服务的

包容性和创新性产品与服务供应，能够有力地提振商业银行的整体盈利效能。管

程龙（2018）在研究中从风险与收益相结合的角度出发，探究了普惠金融对这两

者共同的影响。他指出商业银行实体分支机构的布局对风险承担和收益获取具有

显著的影响；线上业务的迅速发展及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银行降低运营成

本；小微企业贷款规模增加的同时风险并未增加，甚至能提升商业银行的盈利水

平。韦颜秋和王树春（2019）以三个贫困县作为调查对象，分析商业银行发展普

惠金融面临的困境，得出商业银行普惠金融供给的内在逻辑，即在保证商业可持

续的前提下，将“以客户为中心”的市场运作思维融入普惠金融业务的发展，更

能有效地发挥商业银行的独特优势从而提升其盈利能力。贝多广（2017）认为商

业银行由于对小微企业缺乏发展完整评估，会导致信用风险成倍增加，从而加大

了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影响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陈科（2017）提出在目前的

法规构架和现有的监管体系下,发展普惠金融,扩大金融服务范围,会面临信用风

险、信息安全风险和技术风险等各类风险，削弱银行的盈利能力。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李朵（2015）在研究中认为

商业银行作为金融活动的关键载体，在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深化发展的进程中发挥

了不可或缺的核心作用，尤其体现在其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创新举措上，这些创新

正是数字普惠金融成功落地并发挥实效的重要基石。谢婼青等（2021）通过对商

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量化评估，深入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

盈利能力的具体影响，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进程有助于破解商业银行在提供

普惠金融服务过程中常常遇到的成本与收益难以兼顾的矛盾。姜明宇(2019)则强

调金融与互联网、金融科技的深度融合,有助于解决对弱势群体的金融排斥问题,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积极利用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推动普惠金融的创新，开拓长尾

金融市场，是实现自身转型升级、提升盈利能力的重要策略。胡文涛等（2019）

通过建立面板门限模型进一步研究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盈利能力的关系时发现，

适度的金融创新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提升产生正向影响，但当创新过度时，可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研究 

8 

 

能会产生抑制效应。只有当银行的风险承受能力达到并跨过临界门限值后，金融

创新才会提升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李易懋（2020）指出数字技术的应用，极大

地扩展了互联网金融支付服务领域的覆盖范围，同时商业银行通过加大金融科技

的投资力度，能够有力驱动传统普惠业务向数字化方向转变，优化普惠金融服务

架构，有效压缩运营成本，提升了银行的运营效率。 

1.2.4 文献评述 

通过梳理国内文献可以发现，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

比如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历程及现状，数字普惠金融的功能、面临的风险及相应

的监管，以及对实体经济、扶贫创收、农村金融和小微企业融资环境改善等方面

的影响，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影响的文献较少。对于商业银

行盈利能力的研究中，学者们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宏观因素，

主要包括经济运行状况、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等，二是微观因素，主要是指银行

内部特征，包括银行的资产结构、财务状况、经营策略等。梳理文献后发现，数

字普惠金融会对商业银行产生多重影响，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冲击银行传统业

务，降低银行的盈利能力，同时金融技术的不断创新，会新增更多金融风险，加

大银行对于风险防范的困难，这要求银行的监管策略也要不断更新；另一方面，

数字普惠金融又能提升银行的经营效率，改变经营模式，不仅能降低银行的运营

成本，还能够成为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发展动力，提高银行的竞争力。在现有学术

研究中，大部分文献集中探讨了普惠金融的实施、互联网支付的普及以及金融科

技发展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亦有不少研究聚焦于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商业

银行整体经营绩效的影响，而同时考虑数字普惠金融和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文献

很少，尤其是针对区域商业银行的研究更是稀少，缺乏直接探讨两者关系的相关

研究。鉴此情况下，本文将西部地区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数字普惠

金融对其盈利能力产生的影响，以期对现有研究成果做一些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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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本文将内容分成五章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盈利

能力的影响。 

第一章为绪论。本章开篇阐明研究背景与意义；对数字普惠金融、商业银行

盈利能力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影响的国内外文献进行了系统

地梳理，同时明确本文研究的具体内容与使用的研究方法，最后归纳本文的创新

之处以及不足，为后续研究提供依据。 

第二章为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首先系统阐述数字普惠金融的基本内涵

及其与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相关理论，继而从多个角度剖析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我

国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作用机理，并在此机理下提出研究假设。  

第三章是现状分析。本章从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细分角度分析了发

展现状，再结合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相关指标分析了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的

现状，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了现实依据。 

第四章为实证分析。选取 2013-2022 年 27 家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作为

研究样本，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稳健性检验、机制检验及异质性分

析，探究考察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 

第五章为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本章主要对前文的研究结果进行总结，并从

银行自身和监管层面出发，为我国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未来的发展提供建议，

以期助力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持续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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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技术路线图 

1.3.2 研究方法 

第一，文献研究法。通过梳理国内外有关数字普惠金融、商业银行盈利能力

和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影响的文献，提取文献的核心观点与结论，

为实证分析提供理论依据。 

第二，理论分析法。本文基于已有的长尾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金融创新

理论深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影响机制，为后

续实证提供理论支持。  

第二，实证分析法。本文整理银行年报、Wind数据库相关数据，选取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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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27家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相关指标，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

型实证分析检验，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具体影响，并进行异

质性分析和机制检验。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本文的创新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普惠金融、金融科技与商业银行效率的关系上，

但在数字普惠金融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多数学者也将研究焦点集中在商业银行

的信贷和风险承担上，很少有学者探讨数字普惠金融与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之间的

联系。因此，本文在参考先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如何影

响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第二，以往的学者研究主要从全国宏观层面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以及其

对商业银行造成的影响，普遍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升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

但是这种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由于西部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较为落后、

数字化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相较于其他地区来说，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也处于

较低水平，因此本文着眼于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重点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

商业银行的区域影响程度，更具有针对性。 

不足之处是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未能将西部地区全部的商业银行纳入研

究样本。本文在获取数据的过程中，发现部分西部地区的地方性商业银行数据披

露不完全。因此，为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剔除了一部分

银行，最后只选取了 27家，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分析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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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 

2.1.1 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的历史演进始于小额信贷这一初始形态，并随着实践与理论的丰富

逐渐过渡到微型金融阶段，最终演化为如今的普惠金融阶段。普惠金融是对小额

信贷和微型金融的继承与扩展，更是对分散的金融服务进行系统性整合，这一融

合过程不仅充实现存的金融体系结构，而且有效地将原本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

外的边缘化群体融入其中。普惠金融，作为包容性极强的发展性金融，其核心在

于为不同社会地位和身份的群体提供适合的金融产品及服务。普惠金融的实质内

涵集中体现在“普”与“惠”两个核心维度之上。“普”指的是金融服务应具备

广泛性和深入性，致力于提升全社会金融素养的普及，确保以往被排除在主流金

融体系之外的广大群体能够有机会接触并受益于各种金融服务。而“惠”则着眼

于确保上述特殊群体能够以相对更低廉的成本和更友好的条件获取金融服务（焦

瑾璞，2016）。本文对普惠金融的定义是：在确保商业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基础上，以社会可接受的成本为各类社会经济活动参与者提供丰富多样的金融产

品及服务。我国普惠金融的重点服务对象包括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

等社会弱势群体。通过构建普惠金融服务体系，致力于缩小金融服务的差距，让

更多人享受到金融发展带来的红利。 

2.1.2 数字普惠金融 

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之下，大数据等数字技术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并

为生活领域的各种应用带来了巨大的成长空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数字普惠

金融随之产生并开始发展。在 2016 年的 G20 峰会中，数字普惠金融这一概念首

次获得了明确界定，其内涵是指一切借助数字技术手段推进普惠金融服务的行为

都应当被视为数字普惠金融的一部分。作为互联网金融拓展的产物，相较于传统

的普惠金融形式，数字普惠金融展现出了覆盖面更广阔、服务层次更深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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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更加多元化的特性。具体来讲，首先，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力量，数字普惠

金融打破了地理空间的束缚，不再依赖于在偏远地区大规模投放人力与物质资源

设立实体服务网点，通过移动终端就能实现对各个地域有效金融服务覆盖。其次，

数字技术使得金融机构能够更加精确地细分客户群体，从而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

提供更具个性化和针对性的金融服务方案。最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模式具有

较强的复制性和推广性，欠发达地区可以从已取得成效的发达地区案例中吸取经

验，进而推动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和发展（焦瑾璞，2018）。  

随着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进一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也表现出以下的特征： 

第一是服务的便利性。数字普惠金融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突破了传统金融服

务的地域、时间、规模等限制，为低收入人群和小微经营主体提供了更多的金融

产品和服务选择，实现了金融服务的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提高了金融服务

的效率和质量，降低了金融服务的成本和风险，拓展了金融服务的渠道和范围。 

第二是产品的多样性。数字普惠金融推动了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催生了

一批新型的金融机构和业态，如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网络借贷、第三方支付

等，丰富了金融市场的供给，激发了金融市场的活力。 

第三是成本可负担性。在普惠金融实践中，高昂的成本往往是难以回避的挑

战。而数字普惠金融凭借其独特优势，不仅可以降低传统实体网点运营所导致的

成本开支，还可以通过集成大数据技术，搭建更为精确的风险识别和评估模型，

既有利于提升金融产品的创新效率，也有助于缩减潜在风险带来的成本支出。 

第四是商业的可持续性。商业银行在推行数字普惠金融业务时，应当积极推

动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协同合作，充分发掘和利用各方的专业特长和资源优势，形

成有效的互补与合力，共同构建一个既具备多元性、创新性，也具有竞争性的市

场环境。因此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既满足了当前的金融需求，又考虑了未

来的金融发展，既注重了金融的经济效益，又关注了金融的社会效益，既促进了

金融的绿色发展，又保障了金融的安全稳定。 

综上，本文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定义是银行等金融机构依托于先进的移动互联

网设施、现代化网络通讯服务体系、海量移动数据资源以及云计算等前沿数字技

术架构，研发更丰富多样的产品，以更低的成本、更便捷的平台来为有金融服务

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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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基础 

2.2.1 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诞生于 20 世纪七十年代，由经济学家 Akerlof 在对二手车

市场的深入分析中提出的。他发现在二手车交易场景中，由于买卖双方对于车辆

真实状况的信息认知差异引发了双方的利益冲突，进而阻碍了市场交易的顺畅进

行。随着时间推移，这一理论不断深化并广泛应用到经济活动的各个层面。信息

不对称原理本质上反映了在经济交易过程中，由于金融需求的差异性、所处环境

信息的多样性，交易双方往往拥有不同程度的信息持有量。在这样的经济互动中，

信息占有更为充足的一方通常能够占据更有利的地位，从而更有效地追求自身利

益的最大化，并在资源配置上展现出更大的主导权；相反，信息匮乏的一方则常

处于被动境地，难以实现最优决策。在融资过程中，贷方由于对借方的各类信息

了解不够充分，使得贷款的有效发放和回收存在不确定性。借贷双方之间的信息

不对称，金融中介由此产生。然而，目前金融行业仍处于半有效或弱势有效市场

状态，信息不对称现象依然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商业银行凭借技术和信息优势

缓解了信息不对称的矛盾，但商业银行也无法完全掌握借贷双方的准确信息。例

如，商业银行在评估借贷申请人的信用状况时，由于没能充分了解借贷对象的实

际情况，往往会遭遇潜在的违约风险、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等挑战。为此，信息

不对称理论诠释了数字普惠金融之所以能迅猛发展的内在逻辑：相较于传统普惠

金融模式，数字普惠金融借助其独特的技术手段优势，为解决金融行业内普遍存

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对策与方案。 

对于我国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来说，由于对小微企业信用评估系统不完

善，在借贷环节往往因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产生信用风险。因此数字普惠金融的发

展让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能够借助先进的数字技术，有效打破信息壁垒，提

供更加全面的数据库以及信息参考来源，掌握更多更全面的信息，同时也为各阶

层群体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途径，使他们能够利用这一平台迅速了解银行各项普惠

金融业务活动，进一步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资源

配置能力的同时实现更加稳健和高效的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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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长尾理论 

美国学者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于 2004年在一项开创性的案

例研究中率先提出了长尾理论。他在探究 Amazon 等公司的盈利策略时，发现在

确保商品流通渠道顺畅的前提下，那些市场需求较小、市场接受度较低的产品往

往能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而帕累托的二八定律认为，市场中 20%的人拥有 80%

的财富。市场主体通常将注意力集中于那些能够带来丰厚回报的消费群体，即所

谓的曲线“头部”，而相对忽视了位于曲线“尾部”数量庞大的普通消费者群体。

长尾现象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其“窄”，即所占资金数额较小，难以引起关注；

二是其“长”，即个体数量多。由于成本高、风险大等因素，商业银行为了保证

收益规避风险，拒绝向这部分长尾群体贷款。然而，我国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户和农户等群体大多是这些被忽视的长尾群体。因此，如何破解小微企业众多的

情况下，商业银行能够有效服务长尾客户呢，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

题。随着商业银行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进程，数字普惠金融在降低成本、拓宽服

务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国商业银行作为国民经济的核心支柱，坐拥庞大的

资产总量和丰富的人力储备，并且已经构筑起一套发达的电子化服务网络。鉴于

此，我国商业银行仍可以挖掘潜在的长尾市场。因此，过于单一的客户结构在某

种程度上会影响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而普惠群体由于行业涉及面广，贷款金

额相对较小，具有天然分散风险的能力。庞大的“尾部”客户既能降低商业银行

的运营成本又能调节客户结构，从而给商业银行普惠发展注入更多的动力。 

由于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目前仍以传统存贷业务为主要经营模式，银行

在拓展长尾客户时面临物理网点建设成本过高、人力资源成本不足以及线下交易

模式成本效益不佳难题，而数字技术的出现为这些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随着公

众金融观念多元化，以及金融需求的不断细化和扩张，金融资源在供给与需求层

面上的匹配失调问题愈发显著。这些问题不仅推动了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数

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也成为深入落实普惠金融政策的强大推动力。因此，西部地

区地方性商业银行应抓住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机遇，降低对长尾客户的关注成本，

使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能够通过金融科技手段创新经营模式，从而有效拓展

长尾客户，推动银行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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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长尾理论曲线图 

 

2.2.3 金融排斥理论 

金融排斥的概念起源于 20世纪 90年代的国际金融领域演变过程，随着美国

放松对银行业的监管，商业银行在追求利润最大化和价值增值的战略导向下，逐

步趋向于放弃服务偏远及贫困地区，转而优先关注和聚焦那些能带来更高收益的

客户群体。这一现象最初在 1993年被英国金融地理学家莱申（Andrew Leyshon）

和斯里福特（Nigel Thrift）发现，并将其定义为金融排斥。金融排斥是指社会

中的弱势群体因缺乏相应途径而无法获得所需的金融服务，这与普惠金融的理念

背道而驰。金融排斥理论认为金融排斥不仅是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更是市场经

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在金融领域中，各类金融机构普遍存在着追求利润最大化的

目标导向，这导致他们在服务金融弱势群体时所投入的关注和资源相对有限。资

金的流动趋势更倾向于那些具有良好信誉记录及广阔发展前景的行业和个人。为

了有效控制并规避潜在的信用风险，银行在面对金融弱势群体时，通常会选择一

种更为谨慎保守的经营策略。从而设置更严格的风险评估条件，以确保收益与风

险的平衡。 

在本文中，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作为盈利性机构，受限于成本、地理位

置等因素，其金融服务难以覆盖所有社会阶层，而数字普惠金融为这一难题提供

了新思路。一方面，银行通过数字化升级可利用线上平台推行普惠金融业务，实

现业务办理的便捷化、实时化，降低业务开展的边际成本，提升盈利水平。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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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借助金融科技，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能创新产品与服务，契合客户的

多样化需求，为金融弱势群体提供更多进入金融体系的机会，提升金融包容性。 

2.2.4 金融创新理论 

二十世纪初期，奥地利学者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发表了著

名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首次提到金融创新理论。他认为经济领域的创新有

两方面含义：一是在生产函数层面实现实质性革新，二是重构生产要素与资源配

置，助力企业获取超额利润。金融创新的概念在学术研究和实践中常常被诠释为

金融机构为应对不断演变的外界环境因素，寻求在保持金融资产的高度流动性、

稳定盈利能力及安全性之间取得动态平衡的一种主动策略。金融机构引入不同的

管理理念、采用多样的操作手段，并结合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创造性地研发出

新型金融工具、产品形态及组织制度架构，借此来搭建并不断完善一个高效运行

的资金管理体系。特别是在商业银行，其创新能力的具体表现形式丰富多样，在

面临瞬息万变的市场机遇和竞争压力时，勇于探索和尝试未曾涉足的领域，通过

多元化的策略部署和执行路径，逐步达成市场份额的有力扩张、业务流程的精细

化、技术应用的持续升级，以及思想观念的前瞻引领等方面的重大突破。但商业

银行的创新能力不应仅仅狭义地理解为个别业务单元或产品的革新，而是应当将

其视为一种涵盖全局的战略视野，它渗透于从宏观战略规划到微观业务细节的方

方面面，如业务流程再造、风险管理机制的升级、营销渠道的拓宽、客户群体的

深度挖掘等关键环节。此外，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状况和长远战略目标的制定与

执行，与其创新能力的发挥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共同构成了衡量商业银行综合

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维度。 

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们可通过网络及时获取大量市场信息，并实现

多种经济金融交易，对银行这一传统金融中介的依赖性大大减弱，出现了“金融

脱媒”现象。而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的发展较大型国有和股份制银行更为脆

弱，不能及时创新求变将会面对更大的挑战，因此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应主

动寻求与金融科技企业建立合作，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优化银行职能，才能提

升服务效率从而增强应对外部市场需求变化的响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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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作用机理 

2.3.1 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的挤出效应分析 

（1）数字普惠金融第三方平台的扩张导致银行客户流失 

传统银行因网点建设成本和人力资源局限，侧重于在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区

域设立，致使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居民受制于地理障碍，难以获得金融服务，准入

门槛较高。同时银行基于风控原则，更偏好授信给信用记录良好、资产充足的大

型企业，而小微企业以及小额贷款客户群体由于无法达到其要求往往被银行拒之

门外（雷辉和金敏，2021）。随着互联网覆盖范围的不断拓展，公众对金融服务

的需求呈现出从实体转向线上的迁移趋势，并且在金融产品选择上表现出了日益

增强的个性化偏好。在此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兴起恰好顺应了消费者对金融

服务与产品消费观念转变的潮流。通过运用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先进技术，金

融科技企业得以设计并推出与用户需求高度契合、富含个性化的金融解决方案。

特别是新兴的互联网融资平台在为市场注入新活力的同时，也对银行传统的小额

信贷客户基础构成了挑战，这些平台通过量身定制的金融产品策略，打破了时空

壁垒，有效覆盖了银行服务触及较少的长尾客户群体，进而在未来客户资源的争

夺战中占得先机。 

此外，一些金融平台通过设立在线智能投顾平台等创新服务模式，不仅极大

地丰富了服务内容，提高了服务效率，也进一步拓宽了客户基础，对商业银行的

市场份额形成了有力竞争，间接削弱了银行的盈利潜力。在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满足了当地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同时金融科技企业在提升金

融服务个性化与便捷性方面展现的强大能力，也对商业银行的业务构成了较大的

冲击，加剧了行业内的竞争态势，导致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下降。 

（2）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传统经营模式产生冲击 

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互联网凭借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与金融服务业务

深度融合，充分释放出互联网金融的巨大潜力。这不仅加速了金融服务的革新进

程，使得互联网三方平台迅速抢占金融服务市场，对传统金融的业务模式和竞争

格局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江世银和何雨芹，2023），特别是对商业银行的资产、

负债以及中间业务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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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对商业银行资产业务的影响。传统商业银行在贷款信用额度授予方面

设置较高的门槛，客户通过授信后，仍需等待较长的时间才能获得银行放款。网

络借贷服务则凭借各项技术，对客户信用信息精准细分，推动了征信系统的进一

步完善。并且与商业银行相比，互联网金融以其平面化的特性，大大缩短了中小

企业获取贷款的时间，有效推动了其生产流程。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互联网金融

无疑成为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融资渠道（侯子腾，2020）。此外，互联网金融服

务以其较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客户增强了对此类平台的依赖。因此，中小企

业越来越倾向于选择互联网金融贷款，使商业银行的贷款业务受到了冲击。 

第二是对商业银行负债业务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商业银行负债的

冲击主要表现互联网金融凭借其灵活便捷的交易机制、高于商业银行的利息收益

及互联网金融平台巨大的流量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商业银行存款业务，导

致商业银行的存款结构发生了变化（高洁琼，2023）。而客户存款是商业银行低

成本、稳定的主要负债来源，商业银行需要通过提高存款利率来吸引更多的存款。

因此存款的流失将增加商业银行负债端的利息支出，降低商业银行净息差，削弱

其盈利能力。 

第三是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影响。目前国家政策倾向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商业银行积极响应，持续让利给小微企业等群体，导致了商业银行利差空间的缩

小，而银行的中间业务利润逐渐成为影响银行总利润及保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

素。互联网第三方机构金融业务的发展，商业银行在银行卡、委托代理、支付结

算等中间业务领域的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减少，削弱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的资金来

源（刘颖和李琳珊，2021）。因此外部金融科技公司的兴起会对商业银行资产业

务、负债业务以及中间业务带来冲击，减少商业银行的利息收入，对商业银行的

盈利能力产生消极的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的假设 1。 

假设 1：西部地区商业银行受到数字普惠金融平台的负面冲击，形成挤出效

应，增加了银行的获客成本，削减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的业务市场份额，收

窄了利息差，减少银行的收入来源，进而导致银行盈利能力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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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的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1）商业银行利用金融科技加快普惠金融产品升级 

长久以来，传统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加之我国金融体系中

一定程度的垄断特征，这些因素共同抑制了商业银行的创新动力，导致其提供的

金融产品表现出高度同质化，服务模式也缺乏足够的灵活性（袁鲲和曾德涛，

2021）。面对日益增长的年轻消费群体及其对个性化、差异化产品与服务的追求，

商业银行以往标准化的服务与产品已难以激发这部分消费者的兴趣，客户流失问

题日益凸显。然而，数字普惠金融的蓬勃兴起为商业银行的革新之路带来了新的

突破点，为其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创新转型提供了可能。通过技术迭代升级，商业

银行正逐步探索服务与产品的创新路径（高其冬，2022）。具体来说，智能客服

系统的引入，充分利用了信息技术优势，依托人工智能技术高效完成客户咨询，

快速精准捕捉个体需求，有效替代了传统模式下的重复性劳动，不仅减轻了前线

员工的工作负担，还提升了业务处理效率。此外，基于互联网技术构建的银行客

户端应用，让客户能够随时随地处理金融事务，极大地提升了服务的便捷性。而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则让商业银行得以深度挖掘和快速响应各类用户的特定需求，

实现服务的个性化定制，进一步优化了用户体验，增强了客户的粘性与满意度。 

（2）数字普惠金融降低商业银行运营成本 

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时代，商业银行的业务流程尤为复杂，涉及众多中间环

节且人工需求量大，这不仅影响了客户体验，还引发了银行内部资源的浪费和人

力成本的攀升，使得银行的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增加运营成本，降低商业银行的

经营效率，势必对其盈利能力产生影响。然而，数字技术的兴起为商业银行业务

的革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数字技术推动银行业务智能化升级，使其能够利

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精确评估客户信用状况，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

（周璐瑶，2022），降低违约成本。同时，数字金融作为传统金融与互联网技术

的有机结合，通过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实现了对客户金融消费需求的精准追踪和

划分。并且精细化的客户管理使得银行能够向用户提供更为个性化的服务，满足

不同客户群体的多样化需求（陈斌辉，2021），降低管理成本。数字技术不仅驱

动了银行业务流程的深度革新，而且还引导了银行对既有资源的重新审视与高效

整合。通过业务流程革新与资源重组整合，银行得以提升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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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和价值创造（杨望，2020），从而提高银行的服务效率，

降低了运营成本。近年来，众多商业银行积极响应数字化转型的趋势，纷纷推出

了各自的线上银行业务模式。电子银行系统的广泛应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使得原本需要在线下实体网点完成的大批银行业务得以顺利迁移到互联网平台

上办理（郭丽虹和朱柯达，2021），从而降低了商业银行的服务成本。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的假设 2。 

假设 2：数字普惠金融进入成熟阶段，会对商业银行产生技术溢出效应，西

部地区商业银行能够通过创新普惠金融产品和降低银行各类成本等方式提高其

盈利能力。 

2.3.3 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总体效应分析 

基于上文的理论基础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作用机理分析可以发现，

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前期，商业银行运用长尾理论发掘中小客户消费需求，持续

推出适应大众所需的普惠金融产品。然而，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在满足其客

户群体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方面，却面临着多重掣肘（杨竹清等，

2023），且数字普惠金融恶化了商业银行存款和贷款结构，减少了利息收入，从

而降低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卫梦洁和李静萍，2024），商业银行在技术创新和

数字化建设方面的投入不足导致产品同质化，加剧了市场竞争，削弱银行的盈利

能力（王志光和范志国，2023），以至于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错失了抢占金

融市场的良机。这一局面不仅打乱了银行的发展战略布局，还在某种程度上加重

了资金负担，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支出，降低了经营效率，最终影响了银行整体

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随着数字普惠金融体系逐渐迈入成熟稳定的发展阶段，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

银行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能力也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商业银行主动运用金融科技，

积极转型和创新以应对数字普惠金融对其造成的冲击（朱太辉和张彧通，2022）。

此外,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能够进一步打破数据孤岛、建立大数据思维（林

波和杜琰琰，2020），从而能够有力地破解长期以来银行业在推进普惠金融服务

过程中面临的严峻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逐渐成熟，西

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既能提升获客能力，有效降低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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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经营效率（张德茂和蒋亮，2018），推动产品创新、优化服务水平、拓展利

润来源、强化风险控制（金洪飞等，2020），还能够进一步提升金融透明度（李

建军和王德，2015），从而提升其盈利能力。 

因此根据数字普惠金融的动态发展规律，本文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西部

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可以归纳为先降低后提升的 U 型趋势（熊健

等（2021）在对金融科技和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分析中也提出二者呈先抑制后促

进的非线性关系）。也就是说，在发展初期，互联网金融服务机构涌入金融市场，

冲击了银行传统经营模式，致使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出现下降。但随着商业银行主

动改革创新以及监管助力下的数字普惠金融进一步深化，商业银行提升经营效率，

优化成本管理，从而实现盈利能力的提升。         

据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3。 

假设 3：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呈 U

型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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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地方性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现状

分析 

3.1 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特征事实 

3.1.1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协同平稳增长 

随着我国互联网数字技术的提高，普惠金融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得以逐步

深化，数字普惠金融取得丰硕成果，本文在此部分借助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

数表示我国 2013 年到 2022 年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情况。如图 3.1 所示，2013

年，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经历了一个快速初期发展之后，2014-2017年处于渐进式

发展阶段，2019年的省级指数均值为 323.73，已达到 2013年的 2倍以上，2017

年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增长率逐步下降，直至 2021 年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呈缓

慢增长态势，说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增长已经由粗放式的模式逐步过渡到了高质量

高效能的增长模式。 

 

 

图 3.1 2013-2022年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其增长率趋势 

数据来源：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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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了区域金融大环境持续优化。由图 3.2 可知，从 2013年至 2022 年间，西部

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经历了大幅增长，从 2013 年的 137.51 到 2022 年达到

354.95，年均增长率为 16.47%，这表明西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始终保持着稳

定的发展态势。得益于数字技术和国家政策的强大驱动，西部地区的普惠金融实

现了显著的进步，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2022年，西部地区的普惠金融

服务能力正在不断提升,普惠小微贷款同比增长 20.9%1。比如甘肃省积极利用“陇

信通”平台，实现信息的集中化整合，为各类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帮助，截至 2022 

年末，“陇信通”为 4500余户企业获得融资 536亿元2。 

 

 

图 3.2 2013-2022年我国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增长趋势 

数据来源：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由图 3.3可以看出，数字普惠在西部地区的发展情况呈现出良好的稳步增长

态势，这显示出该区域的省份在发展数字金融方面的状态较为健康。四川省、陕

西省以及重庆市，数字经济较活跃，金融基础设施更完备，因此其数字普惠金融

发展一直在西部地区保持领先地位；而西藏、青海等省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起步

较晚，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建设还不完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水平也处于西部地区

比较落后的地位，但与经济活跃地区的指数差距有逐渐缩小的趋势。从增长趋势

 
①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2023）》 

②中国人民银行.《甘肃省金融运行报告（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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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我国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增速在 2013-2015年有较大提升，在这个阶段

中，数字普惠金融业务范围扩展到了理财、保险等邻域。在这个时期，各种互联

网金融服务平台在众多行业中使用，这也进一步增加了其客户基数。以余额宝的

成立为例，它因其低门槛、高利率和零手续费的优势，迅速吸引了大批的用户和

大量的资金，同时也激发了大众的理财意识。其他的互联网公司也充分发挥了自

身的科技优势，推出了许多创新的产品和服务，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的业务范围。

但在 2015-2016 年期间，增速放缓，2016 年又呈现迅速增长的趋势，原因是数

字普惠金融的概念在 G20 峰会提出后大批互联网企业涌入市场，但在 2017 年后

增速慢慢回落，原因可能是在 2017 年之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上升到了国家

战略高度，强调将数字普惠金融全面纳入监管，清退了部分不合规的互联网第三

方平台。总体来看，西部各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区域差距较小，数字普惠金融发

展水平呈现平稳增长态势。 

 

 

图 3.3 我国西部地区各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变化及增长趋势 

数据来源：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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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可以看到西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范围在逐年扩大。在 2013年，

西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指数的平均值为 103.92，在这之后该指数呈

现出逐渐上升的态势。到 2022年，该指数的平均值已经达到了 364.89，与 2013

年相比，增长了超过三倍，年均增长率为 20.41%。这表明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

的覆盖范围和服务对象都在持续扩大。随着互联网技术应用水平不断提高，西部

地区数字鸿沟逐渐缩小，这一发展趋势与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信息基础设施的

持续完善，以及手机和其他移动设备在西部地区居民中的广泛普及有着密切的关

联。以 2022年内蒙古自治区为例，该地区不断优化升级农牧区的支付服务环境，

实现了现代化支付系统、农村牧区支付服务村级行政区的全面覆盖，其覆盖率高

达 100%，为数字普惠金融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图 3.4 我国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发展趋势 

数据来源：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如图 3.5 所示，在 2014 年之前，得益于网络普及率的快速提升与互联网行

业的蓬勃发展，我国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增速较快，为新兴金融形

态扩大其社会影响力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 2015-2016年间，增速放缓，在 2017

年出现小幅增长，这是因为在 2016 年的 G20 峰会上，明确提出大规模推进数字

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此背景下，各国纷纷开始制定相应政策来加强数字化基础设

 
①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金融运行报告（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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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设，网络支付规模大幅提升，截至 2022 年末，我国网络支付用户规模高达

11 亿，其中手机网络支付用户数量达到 10.79 亿。此后政府加强了对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的支持，并持续优化相关的监管机制，从而进一步拓宽了数字普惠金融

的服务范围。从其增长值可以看出，最大增长值出现在 2014 年，指数的增加值

高达为 50.31，该年度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发展的有强劲势头，最小增长值是

出现在 2016 年，指数的增加值为 18.14，这可能与当时的市场环境及政策调整

有关。从增长速度来看，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呈现出一个下降趋势，

由 2014 年最高增速 48.42%下降为 2022 年 5.92%，从 2019 年后增速放缓，说明

我国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范围的拓展速度总体上是逐渐缩小的，原因是西

部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在扩大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因此继续扩大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图 3.5 我国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增长趋势 

数据来源：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3.1.3 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阶段性攀升 

数字技术助力传统金融业和产品服务业实现转型升级，创新推出全新金融服

务业务模式，提升服务效率，推动经济发展。图 3.6展示了 2013年至 2022年西

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的情况。如图 3.6 所示，2013 年西部地区数字普

惠金融使用深度平均指数仅为 140.70，到 2022 年年平均指数达到了 303.04，增

0%

10%

20%

30%

40%

50%

60%

0

10

20

30

40

50

60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增长值 增速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研究 

28 

 

长了两倍多，年均增速为 14.18%，这说明，随着数字普惠金融业务模式的不断

创新和深化，西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总体实现阶段式增长，其为西部

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机遇。从图中不难发现数字普惠金

融使用深度指数变化经历了三次波动，分别是在 2013年、 2017 年和 2021年。

在 2013 至 2015 年期间，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经历了先下降后反弹的态势。

原因是由于 2013 年作为数字普惠金融诞生的元年，大量资金纷纷涌入货币基金

业务，导致投资业务、保险业务等其他金融服务的资金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挤压。

然而，随后市场逐渐适应并接纳了这一新型金融服务模式，使用深度因此出现了

反弹。2017-2021年数字普惠金融开始从细致化角度切入深化发展，更注重平台

的便利性和产品的普惠性，在这一阶段，各大银行纷纷推出“供应链金融服务平

台”、“小微快贷”、“惠农贷”等创新产品，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金融服务的

便利性，还进一步凸显了产品的普惠性。这些努力共同推动了数字普惠金融服务

的不断深化，其使用深度也不断加强。 

 

 

图 3.6 我国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发展趋势 

数据来源：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由图 3.7可以看出，我国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增长趋势呈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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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下降。2014 年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同比增长为-8.58%，原因可能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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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之间的冲击与融合所带来的市场调整。当时，新型互

联网金融模式的涌现对传统金融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两者之间的竞争加剧，可能

导致用户在使用习惯上出现了波动和变化。而到了 2018 年，使用深度再次出现

了负增长，同比增长为-4.46%。这一次的下降可能与投资、信贷等新产品和服务

的迅速涌现有关。尽管这批新推出的产品为市场提供了更广泛的选择空间，但由

于大众对这些新产品和服务的认识还不够深入，未能将这些新产品和服务进一步

深入到居民群体的生活各方面，这进一步导致了产品使用的深度增长值减少。

2022 年使用深度同比增长-9.58%，原因可能是疫情和国内外因素叠加、经济发

展压力加大、部分地区和人群金融服务质效受影响等现实难题。总体来看使用深

度增长趋势呈现一个阶段性攀升的态势，近年来虽然使用深度的增长值减少，但

局部发展依旧向好，根据 2023年重庆市金融运行报告显示，2022年重庆市升级

“1+5+N”金融服务港湾、迭代“长江渝融通”普惠小微线上融资服务平台，形

成线上+线下联动促进小微主体融资的金融服务新模式；累计为 1.5 万户经营主

体融资超过 321亿元 1。 

 

 

图 3.7 我国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增长趋势 

数据来源：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①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金融运行报告（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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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发展趋近瓶颈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进步，金融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创新与深化。数字化

的金融服务已经深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无论是支付的方式还是金

融的服务方式，都正在经历深远的变革。近年来，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

数字金融已经成为金融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之一。从小额信贷到蚂蚁花呗的流

行，从传统的扫码支付方式转变为更为便捷的刷脸支付，金融服务方式也在不断

地更新。这些变革不仅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还催生了全新的数字金融业

务模式。图 3.8展示了 2013年至 2022年我国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

的情况。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指数作为衡量金融服务使用成本与便利程度的关键

指标，充分展示了其低门槛、低成本的显著优势，也体现了普惠金融的特有价值。

从图 3.8 可知，西部地区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在 2013到 2015年期间发展势

头迅猛，年均增速高达 46.04%。特别是 2015 年，数字化程度指数达到了峰值

413.47，这主要得益于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广泛普及和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在

在 2015 到 2017年间，数字化程度出现了下降的趋势。经查询可知这主要是国家

层面对于互联网金融实施了严格的管控，导致相关业务下滑。而时间来到 2018

年，增长态势逐步趋稳，这背后原因是我国对于花呗等网络金融产品的监督力度

持续增强，成功地清除了数字普惠金融市场中的不良风气。公众对这类产品和服

务的使用频率有所减少，有效控制了市场风险，从而让数字化发展程度也不断加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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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我国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发展趋势 

数据来源：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由图 3.9 可知，我国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在 2015 年增长值迅

猛，飙升至 150.31，其增速也高达 57.12%，但在 2016年出现了断崖式回落，增

速也低至-18.85%，说明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市场反应的灵敏度较大，

由于对互联网业务持续监管，数字化程度呈现出缓慢增长的局面。同时，不难发

现自 2019 年后数字化程度指数增速几乎不再变化，而是在 0 值附近波动，西部

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持续处于较低增长态势，出现了增长瓶颈，原因是

在具体业态方面，网络投资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凭借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性和

便捷性的特点，让更多的人群接触并使用上数字金融服务，相对来说是一件容易

的事，而技术的冲击作用越来越小，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形态迭代更新差异

较小，想要加深普通用户对数字金融服务的依赖程度，需要银行等金融机构进一

步增加长尾客户群体的关注力度，深入解决客观的金融排斥以外的自我排斥等阶

段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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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我国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增长趋势 

数据来源：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3.2 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规模及盈利能力的特征事实 

3.2.1 总资产规模逐步增长 

2023 年 8 月，中国银行业协会推出“中国银行业 100 强榜单”，这一榜单

不仅全面反映了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态势，更成为了行业内外评估银行实力的重要

参考。为了进一步了解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状况，从中筛选出排

名前十的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如表 3.1所示： 

 

表 3.1 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 2023年排名 

排名 银行名称 资产规模（亿元） 核心以及资本净额（亿元） 

1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 13518.61 1079.51 

2 成都银行 9176.50 558.23 

3 贵阳银行 6459.98 524.85 

4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 7212.86 514.74 

5 重庆银行 6847.13 456.94 

6 昆仑银行 3873.22 368.47 

7 桂林银行 4971.08 338.60 

8 甘肃银行 3772.03 3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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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1 西部地区商业银行 2023年排名 

排名 银行名称 资产规模（亿元） 核心以及资本净额（亿元） 

9 四川银行 2471.81 318.52 

10 西安银行 4058.39 285.70 

数据来源：中国银行业协会 

 

从表 3.1可以观察到，2023年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以 1.35万亿元的总资产位

居榜首，成都银行、贵阳银行、成都农村商业银行、重庆银行的资产规模也达到

了 5000 亿元以上，但是西部地区其他商业银行资产规模与之相差甚远；通过整

理观察排行靠前的商业银行，发现这些银行的地理分布呈现出一定的集中性，大

多数集中分布在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地区。并且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

衡，资产规模较大的银行大多集中在西南地区，其辐射能力也更强。总体上来看，

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无论是资产规模还是地域分布都呈现头部特征突出，分

化比较明显。截至 2022年 12月，西部地区上市一共有九家，相较于东部地区而

言，西部地区上市银行数量较少，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的发展规模相对较小，

然而，近年来，随着西部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和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这些商业

银行的资产规模正在不断壮大，与东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

因此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正积极适应时代潮流，不断深化改革，努力提升自

身实力，以实现更为快速和稳健的发展。 

图 3.10 展示了西部地区 27 家商业银行总资产规模自 2013 年至 2022 年的

增长情况。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的总资产规模整体上呈现出逐年增长的积极

态势。增速在 2013 年至 2016年期间渐进式上升，2016年达到 20.08%，在 2016

年后增速急剧下降，随后 2018年出现了小幅增加。截至 2022年，西部地区地方

性商业银行的总资产规模已经达到了 98775.56 亿元，尽管最近几年总资产的增

长速度有所减缓，但总资产规模依然显示出正向增长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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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2013-2022年西部 27家商业商行总资产规模及增速走势图 

数据来源：各银行年度报告 

3.2.2 总资产净利率降幅收缩 

盈利性是银行经营“三性原则”的重要内容，追求盈利是银行经营的首要目

标，保持良好的盈利性能够为商业银行业务扩展与创新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不断

扩大市场份额，提高市场竞争力，最终提升其盈利能力。通常使用总资产净利率

和净资产收益率来综合衡量盈利能力的高低和资产利用效率。总资产净利率较高

反映出银行在资产运营方面的效率较高，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即银行在资产负

债表中所持有的各类资产，如贷款、投资等，都为其带来了可观的利润贡献。相

反，如果商业银行的总资产净利率较低，这可能意味着银行在资产运用上存在问

题，比如资产配置不合理、风险管理不善等。同时，较低的净利率还可能反映出

银行的盈利能力较弱，无法完全覆盖其所有成本和支出。从图 3.11 可以看出

2013-2022 年十年间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的总资产净利率呈现下降趋势，说

明盈利能力逐渐下降，但从 2019 年开始，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总资产净利

率和净资产收益率降幅逐渐收缩，整体来看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化趋势与总资产净

利率的变化基本保持一致。近年来，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逐渐建立了数字金

融发展体系，积极投身在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研发当中，尽管金融行业竞争加剧，

西部地区许多银行资产收益率存在大幅下降，但随着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融合

程度不断提高，下降趋势有所缓解，部分银行更实现了资产收益率的逆势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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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2013-2022年西部 27家商业商行总资产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各银行年度报告 

3.2.3 存贷款规模增速下降 

商业银行存贷款规模是指商业银行在某一特定时期内所持有的存款和贷款

总额。贷款规模是衡量银行盈利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贷款的发放量及所设定的

利率，直接影响着银行的利润创造能力和市场地位。通过合理控制贷款规模，银

行不仅能够实现资金的有效配置，还能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稳步提升自身的盈

利水平。如图 3.12 所示，从 2013 年至 2022 年，西部地区的地方性商业银行贷

款规模一直在增长，年均增速是 17.17%。到 2022年为止，贷款的总额已经达到

了 51415.64 亿元，相较于前一年增长了 12.69%。在贷款的增长速度上呈逐渐减

缓的态势。原因可能是网络借贷平台自 2013 年开始的崛起，无疑给商业银行传

统的贷款业务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网络借贷平台为借款者提供了更为便捷和灵活

的融资渠道，这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商业银行的贷款来源，从而对其贷款增速产

生了负面影响。2018 年贷款增速有所回升，表明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积极

研发普惠金融产品和贷款业务，降低贷款利率，提升市场竞争力取得了初步成效。 

银行的存款规模不仅是银行业务规模和运营效率的一个反映，而且还直接决

定了银行的盈利潜力。从理论上看，银行存款是银行经营活动中最重要的资金来

源之一。一般来说，银行存款的规模越庞大，其资金储备也就越丰富，有助于提

升银行的盈利水平和市场占有率。从图 3.12 观察到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存

0

5

10

15

20

25

0

0.2

0.4

0.6

0.8

1

1.2

1.4

1.6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
）

总
资

产
净

利
率

（
%
）

总资产净利率 净资产收益率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研究 

36 

 

款的总量也有了明显的上升，这些存款来源丰富，覆盖面广，这表明银行的债务

结构正在逐步得到改善。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存款余额增速持续放缓，

但仍保持一定幅度增长。在 2022 年西部地区的地方性商业银行存款总额已经达

到了 66478.25 亿元，相较于上一年增长了 12.75%。在存款增速方面，2013年至

2018 年间，我国西部地区的地方性商业银行存款增长速度表现出逐渐减缓的态

势，但直到 2018年，这一增长才开始逐渐回升。虽然 2019年后存款增速缓慢上

升，但整体增速下降仍是主要趋势，原因可能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使得存款平

台多元化，从而对银行业的存款业务产生了巨大冲击。数据表明，西部地区的地

方性商业银行正在扩展其信贷业务，并逐渐提高其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因此，

积极转变经营模式，拓展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对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持续稳健经营

有着重要的驱动作用。 

 

 

图 3.12 2013-2022年西部 27家商业银行存贷款规模及增速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各银行年度报告 

3.2.4 净息差降速逐渐减缓 

净息差是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关键指标。从图 3.13 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地

方性商业银行的净利润总量较小，和大型商业银行以及股份制商业银行差距较大，

从 2013 年的 374.26 亿元上升到 2019年的 558.6亿元，在 2020年由于外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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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影响出现小幅下跌，盈利能力不够稳健，但不难发现整体呈现出匀速增长

的趋势。与此同时，西部地区的地方性商业银行净息差正在逐渐缩小，从 2014

年的 3.49%下降到 2022年的 1.76%，减少了近 50%。近年来，西部地区地方性商

业银行面临严峻且复杂的竞争和转型环境，高贷款利率、低存款利率优势减弱，

利润空间压缩，盈利能力下降。随着市场化利率改革稳步推进，仅靠净息差来维

持利润的模式难以为继。因此，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推进数字

普惠金融发展迫在眉睫。  

 

 

图 3.13 2013-2022年西部 27家商业银行净利润与净息差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各银行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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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影响的实证

分析 

4.1 样本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我国西部地区各家商业银行年报信息披露的完整性与代表性，本文选

取 27 家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 2013 年至 2022 年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其中商业银行相关指标的数据均通过 Wind 数据库和各商业银行年报搜集得到，

宏观控制变量的数据通过国家统计局获得。表 4.1 显示了我国西部地区 27 家商

业银行的主要情况。 

 

表 4.1 样本银行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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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变量选取、模型构建与数据描述 

4.2.1 变量选取与设计 

（1）被解释变量 

鉴于本文的核心研究目的在于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

响，因此在选取合适的解释变量时，首要任务是确定能够准确、有效衡量商业银

行盈利状况的代表性指标。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深入梳理和系统分析，学术界在衡

量商业银行盈利能力时，普遍倾向于选用总资产收益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

（ROE）这两个财务指标。考虑到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盈利来源主要依赖于存贷

业务形成的利差收益，总资产收益率指标能够直观反映出商业银行整体资产的盈

利能力，更能反映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的真实盈利水平，即总资产收益率的

数值越高，通常意味着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越强。本文在后续的实证分析中用净

资产收益率（ROE）作为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2）解释变量 

普惠金融的实践已经从传统概念的基础上逐步扩展为支付、信贷等多业务的

综合金融服务，得益于金融科技的助力，普惠金融的实践与创新型数字金融之间

联系日渐紧密。因此，新型数字金融模式已逐渐成为普惠金融的核心驱动力和增

长焦点。根据郭峰、王靖一等人（2020）对数字普惠金融的衡量方法，本文使用

了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制定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2）

作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标的代理变量，并将其对数处理作为解释变量。 

（3）控制变量 

参考现有的学术研究，银行的盈利可能会受到内部因素和外部经济状况的影

响。因此，本研究从银行自身和地区的宏观经济角度出发，选择了不良贷款率、

成本与收入比、总资产、存贷比、非利息收入占比以及各个省市的 GDP 增长率作

为控制变量，使研究结果具有更高的参考价值。 

不良贷款率（NPL）是衡量银行风险控制能力的关键指标，也是衡量银行信

贷资产安全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不良贷款的存在不仅会占用银行的内部资金，

还会增加商业银行的运营成本。不良贷款率越高，意味着商业银行回收贷款的风

险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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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收入比(CIR)是指银行营业成本与营业净收入的比率，用此数值度量商

业银行每单位营业净收入所消耗的成本，反应了银行的经营效率。该指标为反向

指标，指标越低说明银行获取相同大小的收益只需要消耗较低的投入。 

银行的总资产（SIZE）能够体现其经营的规模大小。规模较大的银行通常具

有更强的资本实力，因此其抵御风险的能力也更强。随着银行业务规模不断壮大，

资本实力逐渐增强，银行的盈利能力相应提升。由于商业银行的总资产规模数值

较大，因此本文对其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非利息收入占比（NIR）是指不表现为利息形式的收入，主要来源于银行在

办理中间业务时收取的手续费和佣金等收入，非利息收入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银行的盈利能力，因此选取非利息收入占比来衡量对营业收入的贡献程度。 

存贷比（DL）揭示银行资金流动性状态。当存贷比率偏低时，意味着银行吸

收的存款相对于其发放的贷款较少，从而在筹集资金以供放贷时所需付出的存款

成本相对较高，将导致银行整体盈利能力的下滑。然而，存贷比并非越高越好，

倘若存贷比率过高，银行可能会陷入流动性短缺的困境，进而可能引发现实的支

付危机，对银行的稳健经营构成严重威胁。 

GDP 增长率（GDPR）反映一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会受

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 GDP同比增长率来衡量宏观经济状况对西部地

区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 

（4）中介变量 

为了深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机

制，参考邱晗等（2018）的研究将净息差（NIM）作为商业银行负债业务的代表

性变量。净息差反映了一家银行在资金交易过程中的价格行为。目前，我国西部

地区的地方性商业银行主要依赖传统的信贷业务来实现盈利，另一方面，一些更

加个性化的信贷和理财产品可以为银行创造新的盈利机会，扩大银行的利息收入

来源,该数值愈高，说明银行盈利能力越强。 

总成本（TC）涵盖了商业银行在运营过程中各项费用支出，其成本投入的规

模往往影响到最终收益的多少，因此体现了成本控制与盈利能力之间的紧密联系。

尽管数字普惠金融的开展初期需较大投资，但随着银行金融科技生态系统的日臻

完善，不仅能够有效减少银行在产品与服务供给中的搜索成本，还可以降低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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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违约成本，因此也体现了成本节约与效率提升的双重效益。基于此逻辑脉络，

本文选取总成本作为衡量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影

响的中介变量，通过分析这一变量来剖析其成本结构优化与盈利模式转型的内在

机制。 

将变量含义总结如表 4.2所示： 

表 4.2 变量含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设计 

被解释变量 总资产收益率 ROA 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 

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DFI 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取对数 

控制变量 风险管理：不良贷款率 NPL 不良贷款额/贷款总额 

经营效率：成本收入比 CIR 营业费用/营业收入 

成长能力：总资产 LNSIZE 银行总资产对数 

非利息收入占比 NIR 非利息收入/营业收入 

流动性：存贷比 DL 贷款总额/存款总额 

GDP 增长率 GDPR GDP 相对上年增量/上年 GDP 

中介变量 净息差 NIM 银行净利息/生息资产 

总成本 TC 经营中的各项费用总和 

4.2.2 模型选择 

鉴于本文采用的是面板数据，通常在混合 OLS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

应模型之间进行验证。F 检验（在混合 OLS 和固定效应模型中选择，P<0.1 选择

固定效应模型，否则选择混合 OLS）、LM检验（在混合 OLS和随机效应模型中选

择，P<0.1 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否则选择混合 OLS）和 Hausman 检验（在固定效

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中选择，P<0.1 的情况下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下表是 F

检验和 Hausman检验结果。 

（1）F检验 

F检验结果如表 4.3所示，F 统计量的值为 6.48，P 值为 0，说明不应该

选择混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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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F检验结果 

原假设 统计量 P值 结论 

应采用混合效应模型 6.48 0.0000 拒绝 

 

（2）Hausman 检验 

豪斯曼检验结果如表 4.4所示，豪斯曼检验统计量的值为 36.48，P 值为 0，

因此本研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表 4.4 Hausman检验结果 

原假设 统计量 P 值 结论 

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36.48 0.0000 拒绝 

4.2.3 模型构建 

（1）基准模型 

本文以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作为被解释变量，并以数字普

惠金融指数为核心解释变量。在参照现有的实证研究后，选择了一系列控制变

量，构建模型如式（4-1）所示： 

ROAit = α0 + α1DFIit + α2DFI2
it + α3NPLit + α4CIRit +  α5LNSIZEit       

                      +  α6NIRit + α7DLit + α8GDPRit + μi + δt + εit            （4-1） 

其中，𝛼0为常量，𝛼𝑖为系数项，代表解释变量或者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

影响系数，可以看到影响方向是如何的。i 代表第 i 家银行，t 表示年份。总资

产收益率（ROA）是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代理变量，DFI为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惠

金融指数，DFI2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平方项，用来检验是否存在着非线性关系；

其他变量表示的是控制变量，分别为商业银行的经营情况的微观变量和代表经济

增长的宏观变量。𝜇𝑖为银行个体固定效应；𝛿𝑡为时间固定效应; 𝜀𝑖𝑡为随机误差项。 

（2）中介效应模型 

根据前文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商业银行的业务利息收入和成本都是影响其

盈利能力的重要因素。为了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盈利能

力影响的传导机制，本文借鉴王海燕（2021）等的研究方法，引入净息差和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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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作为中介变量，构建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来进行验证。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ROAit = α0 + α1DFIit + α2DFI2
it + α3NPLit +  α4CIRit + α5LNSIZEit 

                   +α6NIRit + α7DLit + α8GDPRit + μi + δt + εit                                   （4-2） 

TCit = β0 + β1DFIit + β2NPLit + β3CIRit + β4LNSIZEit + β5NIRit       

                      +  β6DLit + β7GDPRit + μi + δt + εit                          （4-3） 

NIMit = γ0 + γ1DFIit + γ2NPLit + γ3CIRit +  γ4LNSIZEit +  γ5NIRit       

                  +  γ6DLit + γ7GDPRit + μi + δt + εit                          （4-4） 

ROAit = θ0 + θ1DFIit + θ2DFIit
2 + θ3TCit + θ4NIMit + θ3NPLit + θ4CIRit 

                  +θ5LNSIZEit  + θ6NIRit + θ7DLit + θ8GDPRit + μi + δt + εit         （4-5） 

其中，TCit和NIMit为中介效应变量的总成本和净息差，i 和 t 则分别表示

银行和年份，式（4-2）中估计系数α1和α2显著是中介效应成立的前提条件，如

果系数显著，则进行下一步，如果不显著，则停止中介效应分析。然后依次对式

（4-3)与式（4-4）的中介变量系数β1、γ1结合式（4-5）中介变量系数θ3、θ4的

显著性进行检验。 

4.2.4 描述性统计 

在筛选和汇总了样本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 2013 年至 2022 年的数据之

后，首先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目的是为了对样本的整体状况有一个初

步的认识和判断,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4.5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察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ROA 270 0.842 0.424 0.0261 2.043 

DFI 270 5.408 0.273 4.765 5.946 

NPL 270 1.612 0.768 0.300 4.310 

CIR 270 32.30 5.738 18.01 49.39 

LNSIZE 270 7.369 0.964 4.915 9.338 

NIR 270 18.64 16.06 0.32 75.06 

DL 270 65.70 14.08 34.40 9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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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5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察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GDPR 270 7.374 2.447 1.500 12.30 

NIM 270 2.510 0.901 0.714 5.334 

TC 270 17.27 15.75 0.89 92.32 

数据来源：根据 stata17计算整理可得。 

由表 4.5 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 ROA 的平均值达到了 0.842，其最小值是

0.0261，最大值为 2.043。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差异为 2.0169，标准差为 0.424。

说明由于各银行成立的时间和业务模式的不同，收益率也存在较大的差距。解释

变量 DFI 的平均值为 5.408，最小值为 4.765，最大值为 5.946，这表明西部地

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正在持续稳步发展。由于各个银行的资产规模大小、流动性水

平、风险状况和经营管理上各有差异，因此各变量的平均值波动也较大。在中介

变量方面，净息差最大值达到 5.334，而最小值为 0.714，说明由于银行规模不

同，其获取利息收入的差距也较大。 

4.2.5 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是在未控制其他变量和相关效应下，直接考察两个变量间的关系

程度。通过数据相关性分析，可初步探查变量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若相关系

数绝对值大于 0.8，则很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需对此进行修正以防止回归结果

偏差。验证变量间的相互关联性,结果如表 4.6所示： 

 

表 4.6 相关性检验结果 
 

ROA DFI NPL CIR LNSIZE DL NIR GDPR 

ROA 1        

DFI -0.637*** 1       

NPL -0.709*** 0.352*** 1      

CIR -0.455*** 0.049 0.363*** 1     

LNSIZE -0.182*** 0.640*** -0.086 -0.163*** 1    

DL -0.450*** 0.564*** 0.338*** 0.112* 0.259*** 1   

NIR 0.011 -0.013 0.137** -0.075 -0.243*** 0.041 1  

GDPR 0.522*** -0.653*** -0.325*** -0.082 -0.253*** -0.521*** -0.064 1 

数据来源：根据 stata17计算整理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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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 4.6所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FI）与不良贷款率（NPL）、存贷比

（DL）、资产规模（LNSIZE）成正相关，与非利息收入占比（NIR）、GDP增长率

（GDPR）成反比。由上表可以看出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小于 0.8，因此不

存在高度的多重共线性。 

4.2.6 多重共线性检验 

相关性分析主要探讨变量间的关联关系，但更精确评估共线性需采用方差膨

胀因子(VIF)检验。当 VIF 值超过 10 时，则意味着可能存在共线性问题。使用

VIF检验来进行进一步的验证,结果如表 4.7所示： 

 

表 4.7 VIF检验 

Variable VIF 1/VIF 

DFI 3.95 0.25 

LNSIZE 2.44 0.41 

GDPR 1.98 0.50 

DL 1.60 0.62 

NPL 1.57 0.63 

CIR 1.22 0.82 

NIR 1.14 0.88 

Mean VIF 1.99  

数据来源：根据 stata17计算整理可得。 

从表 4.7 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所有变量的 VIF 值都低于 10，并且都已经通

过了方差膨胀因子的检验。因此，每个解释变量或控制变量与其余解释变量或控

制变量间不存在高度的共线性。 

4.3 实证结果分析 

4.3.1 回归结果与分析 

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估计，得到的结果如表 4.8 所示：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研究 

46 

 

表 4.8 面板回归结果 

 

VARIABLES 

(1) （2） (3) 

ROA ROA ROA 

DFI -2.0819
***
 -21.3482

***
 -12.1413

***
 

 (0.5559) (2.3325) (2.2938) 

 DFI2  1.8540
***
 0.9919

***
 

  (0.2195) (0.2154) 

NPL   -0.2239
***
 

   (0.0214) 

CIR   -0.0093
***
 

   (0.0023) 

LNSIZE   0.0252 

   (0.0618) 

NIR   0.0021
***
 

   (0.0008) 

DL   -0.0013 

   (0.0016) 

GDPR   -0.0240
*
 

   (0.0139) 

Constant   11.6719
***
 61.5688

***
 37.7443

***
 

 (2.7426) (6.3777) (5.9846)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270 270 270 

 R2 0.6553 0.7634 0.8453 

F 44.3019
***
 58.9189

***
 72.6474

***
 

注：***代表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代表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代表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系数的标准误，下同。 

 

由基准模型进行回归后结果显示，表 4.8中第（1）列是未曾引入数字普惠

金融指数二次项和控制变量时对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回归计量

结果，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FI）的估计系数为-2.0819，即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

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呈负向影响。原因可能是目前数字普惠金融在我国

西部地区的发展还处于一个相对初级的阶段，由于西部地区的数字技术配套设施

不够完善，国家配套政策也不齐全，无法确保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正确和高

效地传达给各个银行。与此同时，在监管相对薄弱的环境中，互联网金融和互联

网科技公司利用其固有的优势，对数字普惠金融市场进行了迅速的瓜分，这导致

了商业银行面临着非常激烈的外部竞争，进一步限制了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

盈利能力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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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第（2）列是引入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二次项时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

回归结果，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FI）的系数为-21.3484，说明数字普惠金融指

数每提升一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总资产收益率降低 21.3484%。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平方项（DFI2）为正，系数为 1.8540，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

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呈 U 型非线性关系。进一步在第（3）列加入

一系列控制变量以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FI）对总资产收益率（ROA）的估计

系数为-12.1413，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二次项（DFI2）

的估计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系数是 0.9919，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

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之间非线性 U型关系不变。并且二次函数的拐

点为 5.8441，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是

先降低后提升的关系。可能的原因是，在数字普惠金融的早期发展阶段，西部地

区的商业银行遭遇了金融科技公司的冲击，减少了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业务和中

间业务的利润来源。金融科技公司在普惠金融服务上的快速扩张，使得商业银行

的部分传统业务遭到了蚕食，影响了其整体盈利能力的增长。另一方面，西部地

区地方性商业银行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实践经验相对匮乏，导致投入与产出之间

存在严重的不均衡现象，进一步限制了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提升。 

在控制变量方面，不良贷款率（NPL）则与总资产收益率（ROA）影响系数为

-0.2239，且在 1%的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不良贷款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

总资产收益率降低 0.2239%，由于不良贷款会直接影响银行的收入，较高的不良

贷款率会降低银行的盈利能力。成本收入比（CIR）的回归系数为-0.0093，在 1%

的置信水平下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成本控制对于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的

盈利能力影响较大。资产规模（LNSIZE）对盈利能力的影响不显著，说明资产规

模越大，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不一定强。尽管一般来说资产规模大的银行由于其

资本充足风险抵御能力更强，同时在利润来源，业务拓展上也有极大的优势，但

有些银行也存在内部管理僵化等问题，并未利用这些优势提升盈利能力。非利息

收入占比（NIR）与总资产收益率呈显著正相关，非利息收入每提高 1%，资产收

益率提升 0.0021%，说明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会增强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原因

在于中间业务能够为银行提供非利息收入，中间业务规模越大，银行的非利息收

入越多，银行的利润越高。存贷比（DL）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而宏观变量 GDP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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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率对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呈负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当经济扩张

时，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会加大信贷投放，同时也会面临不良贷款和坏账增

加，从而降低其盈利能力。 

4.3.2 稳健性检验 

（1）替换变量 

为确保模型和实证结果的可靠性，需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一般有三类方法：

一是采用不同实证模型验证原指标，检验显著性；二是选取不同样本时段，比对

实证结果一致性；三是替换主变量，按原计量方法分析，比较回归结果差异。本

文采取第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将上文中的总资产收益率（ROA）换成净资

产收益率（ROE）来对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进行衡量。 

表 4.9 稳健性检验结果 

 

VARIABLES 

(1) (2) (3) 

ROE ROE ROE 

DFI -3.7305
***
 -33.0534

***
 -20.0494

***
 

 (1.1932) (5.3755) (5.4322) 

       DFI2  2.8218
***
 1.5798

***
 

  (0.5059) (0.5101) 

NPL   -0.4743
***
 

   (0.0506) 

CIR   -0.0119
**
 

   (0.0056) 

LNSIZE   0.4199
***
 

   (0.1463) 

NIR   0.0021 

   (0.0018) 

DL   -0.0037 

   (0.0038) 

GDPR   -0.0467 

   (0.0329) 

Constant 21.4038
***
 97.3456

***
 62.0782

***
 

 (5.8867) (14.6985) (14.1730)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270 270 270 

 R2 0.4593 0.5233 0.7046 

F 19.7943
***
 23.1490

***
 31.70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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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如表 4.9 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 DFI 对于 ROE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DFI2 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即使使用不同的变量来替换原始模型中的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依旧呈 U 型趋势，这与

上述实证结果基本一致，说明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实证结论是可靠的。 

进一步看控制变量，不良贷款率（NPL）则与净资产收益率（ROE）呈负相关

关系，系数为-0.4743，说明不良贷款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净资产收益率降低

0.4743%，成本收入比（CIR）的回归系数为-0.0119，在 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说明成本控制对净资产收益率依旧有较大的负向作用。资产规模（LNSIZE）对盈

利能力的影响显著为正，系数值为 0.4199，说明资产规模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净

资产收益率提升 0.4199%。而非利息收入占比（NIR）、存贷比（DL）、GDP增长

率（GDPR）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净资产收益率作为衡量自有资本运营

效率的变量，对于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来说，其非利息收入占比、存贷比以

及 GDP增长率对净资产收益率的作用还未显现。 

（2）内生性问题 

在稳健性检验中，随着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提升也会加大对

数字普惠金融技术领域的资金投入，进而加速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进程。因此

两者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联性，即银行盈利能力的增强促进了对其数字普惠金融

的投资，而数字普惠金融进一步发展又反哺并增强了银行的盈利能力，并且考虑

到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可能存在时间序列上的自相关性问题，为了

增进模型的稳健性与准确性，因此本文引入滞后一期 L.ROA，建立动态面板，并

利用系统 GMM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4.10所示,总资产收益率滞后一阶数

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估计系数仍然为负，其二次项系数也为正，这表明数字普惠金

融的发展与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之间仍存在“U”型关系，AR（2）

为 0.181，大于 0.1，说明不存在二阶自相关，进一步印证了上述研究结论的稳

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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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动态面板 GMM 模型回归结果 

 (1) (2) 

VARIABLES ROA ROA 

L.ROA 0.7878
***
 0.6883

***
 

 (0.1222) (0.1244) 

DFI -9.1582
**
 -7.7441

**
 

 (3.9654) (3.4057) 

 DFI2 0.8501
**
 0.7213

**
 

 (0.3623) (0.3169) 

NPL  -0.1107
***
 

  (0.0312) 

CIR  -0.0055
***
 

  (0.0018) 

LNSIZE  -0.0032 

  (0.0303) 

NIR  0.0009 

  (0.0007) 

DL  0.0009 

  (0.0012) 

GDPR  0.0134
***
 

  (0.0032) 

Constant 24.7049
**
 21.1385

**
 

 (10.9136) (9.2008) 

AR(2) 0.809 0.181 

    Hansen Test 0.127 0.105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4.3.3 机制检验 

为了识别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传导机制，本

文选用商业银行总成本和净息差两个中介变量进行检验。估计结果见下表 4.11。 

 

表 4.11 中介传导机制回归结果 

 （1） （2） (3) (4) 

VARIABLES ROA NIM TC ROA 

NIM    0.0518
**
 

    (0.0218) 

TC    0.0081
**
 

    (0.0038) 

DFI2 0.9919
***
   0.80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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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1 中介传导机制回归结果 

 （1） （2） (3) (4) 

VARIABLES ROA NIM TC ROA 

 (0.2154)   (0.2203) 

DFI -12.1413
***
 -3.6156

***
 -18.4726

**
 -9.8243

***
 

 (2.2938) (1.2512) (7.5019) (2.3658) 

NPL -0.2239
***
 0.0840 -0.9047

**
 -0.2253

***
 

 (0.0124) (0.0637) (0.3822) (0.0211) 

CIR -0.0093
***
 -0.0305

***
 -0.0680

*
 -0.0080

***
 

 (0.0023) (0.0066) (0.0396) (0.0024) 

LNSIZE 0.0252 -0.2764 5.6734
***
 -0.0257 

 (0.0618) (0.1773) (1.0632) (0.0672) 

NIR 0.0021
***
 -0.0257

***
 -0.0054 0.0034

***
 

 (0.0008) (0.0023) (0.0140) (0.0009) 

DL -0.0013 -0.0004 0.0608
**
 -0.0019 

 (0.0016) (0.0049) (0.0293) (0.0016) 

GDPR -0.0240
*
 -0.0383 -0.4585

*
 -0.0223 

 (0.0139) (0.0403) (0.2418) (0.0136) 

Constant 37.7443
***
 24.7768

***
 69.2883

*
 30.9392

***
 

 (5.9846) (6.0149) (36.0652) (6.1950)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270 270 270 270 

R2 0.8453 0.6728 0.6594 0.8539 

F 72.6474
***
 29.1768

***
 27.4701

***
 68.9307

***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如表 4.11所示，第（1）列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系数显著，满足中介效应

检验的前提。第（2）列中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净

息差的回归系数为-3.6156，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说明数字普惠金融

的发展会降低商业银行的净息差，原因主要有，数字普惠金融的推进伴随互联网

金融深化，二者在存贷业务与商业银行形成直接竞争，互联网金融机构分流了银

行存款，形成同业存款，商业银行不得不提高支付利息的成本来吸引存款回流，

同时一些高收益的贷款也流向互联网机构，贷款客源减少，减少了利息收入，从

而降低了商业银行净息差。第（3）列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总成本的估计系数

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这主要是因为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早期，会

对西部地区商业银行带来新的金融风险，商业银行需要投入更多成本构建风险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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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体系，同时在这一阶段，银行对于金融科技的投入也会不断加大，但由于数字

普惠金融的发展的确也在降低成本方面取得了成效，因此，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

降低银行总成本对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总资产收益率造成影响。 

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净息差、总成本同时放入模型中，可以看到，净息差

的估计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净息差的增加会提升商业银行的盈

利能力，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通过降低净息差从而降低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

行的盈利能力。总成本的估计系数为 0.0081 且显著，分析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目

前我国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规模较小，成本的投入会迅速提升其盈利能力。

但由于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仍处于发展初期，依然没有平衡掉第三方金融平台

等普惠金融机构所带来的冲击，进一步说明我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在发展数

字普惠金融受到的影响较大，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虽然降低了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

银行业务成本，但收入效应没有超过成本效应，并且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到成熟

阶段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银行的总成本从而提升其盈利能力。 

4.3.4 异质性分析 

（1）银行类型异质性 

将银行按照类型分为两个子样本，主要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

回归结果如表 4.12 所示。 

 

表 4.12 异质性检验：银行类型 

 (1) (2) 

VARIABLES 城商行 农商行 

DFI -12.9818
***
 21.1201 

 (2.3771) (15.6113) 

 DFI2 1.0667
***
 -2.3134 

 (0.2268) (1.3848) 

NPL -0.2232
***
 1.4706 

 (0.0214)  (0.5678) 

CIR -0.0080
***
 -0.0085 

 (0.0024)  (0.0153) 

LNSIZE 0.1114 0.8211 

 (0.0674) (0.6303) 

    NIR 0.0021
***
 0.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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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2 异质性检验：银行类型 

 (1) (2) 

VARIABLES 城商行 农商行 

 (0.0008) (0.0067) 

DL -0.0014 -0.0064 

 (0.0016) (0.0117) 

   GDPR -0.0288
**
 -0.0705 

 (0.0145) (0.0550) 

   Constant 39.5058
***
 -53.4781 

 (6.1514) (49.9604)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R2 0.8574  0.9945 

F  73.5557
***
    10.6963

***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如上表分样本的结果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盈利

能力影响呈 U型，即先抑制后提升其盈利能力，与主回归保持一致，但是城市商

业银行呈显著关系，农商行并不显著。城市商业银行组别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的系数在 1%的显著水平上为-12.9818，原因是城市商业银行业务规模小，客户

数量少，在面对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冲击时，城商行的应对能力更差。并且不论

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产生抑制作用还是促进作用的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对城

市商业银行都呈现显著的 U型影响关系。另一方面，城市商业银行更多的服务于

当地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突破长尾市场限制，拓宽服务领域并发掘新的收入增长

点，数字普惠金融发挥的积极作用在未来会更加显著。  

在农村商业银行组别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影响程度并未显著。这一现象

背后的成因有两方面。首先，农村商业银行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进程中，在技

术层面投入不足，制约了其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技术进步；同时，专业人才储

备不足，难以支撑数字普惠金融所需的专业化运营模式。此外，农商行在制定和

实施有关数字普惠金融的战略规划时思路不明晰，缺乏具有前瞻性的顶层设计方

案，导致其数字普惠金融业务仍停留在初级发展阶段，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

银行在当前阶段并未受到显著影响。其次，农村商业银行之所以能在数字普惠金

融的发展上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主要是源于其固有的市场优势。农商行根植于

广大农村地区，坐拥庞大的、相对稳定的客户群体，与长尾客户群体的需求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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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合，具有很强的普惠性，再加之移动通信设备在农村地区的普及率不断提升，

因此农商行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业务时，能够充分利用这些优势资源，使得数字

普惠金融在开展之余不会受到显著的影响。 

（2）银行区域异质性 

将样本银行按照所处区域不同，分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两个子样本，分别

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4.13所示。 

 

表 4.13 异质性检验：分布区域 

 (1) (2) 

VARIABLES 西南地区 西北地区 

DFI -8.7530
***
 -42.5752

***
 

 (2.5684) (6.5087) 

 DFI2 0.6990
***
 4.0590

***
 

 (0.2398) (0.6745) 

NPL -0.2269
***
 -0.2031

***
 

 (0.0235) (0.0440) 

CIR -0.0113
***
 -0.0105

*
 

 (0.0025) (0.0059) 

LNSIZE -0.0926 -0.5117
**
 

 (0.0727) (0.2059) 

NIR 0.0016
*
 0.0009 

 (0.0009) (0.0012) 

DL -0.0044
**
 -0.0029 

 (0.0019) (0.0041) 

GDPR -0.0067 -0.0659*** 

 (0.0184) (0.0230) 

Constant 28.9156*** 117.6058*** 

 (6.6854) (16.5586)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R2 0.8484 0.9229 

F 50.6974*** 38.7028***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从表 4.13 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于西南地区商业银行

和西北地区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估计系数分别为-8.7530和-42.5752，平方项的

估计系数分别为 0.6990 和 4.0590，且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根据一次

项和二次项计算出西南地区的拐点较西北地区更大，说明西南地区要在其数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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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金融发展更深层次，更长时间后才能凸显其对盈利能力的正向影响。但目前来

看，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会影响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西南地区经济活跃度

相对西北地区较高，并且，不同地区商业银行在资产规模、市场竞争能力、风险

管理水平、经营期限、经营特色以及经营模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西南地区商

业银行的客户规模、资金实力、抗风险能力较好，并且能够利用自身优势主动转

型升级，更早的与科技公司合作，降低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负面影响。而西北地

区商业银行受到地理位置、客户数量、市场规模等限制，缺乏长远策略构建数字

普惠金融体系，风险的防范体系不够健全，因此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前期西北地

区商业银行对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影响反应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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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结论和建议 

5.1 研究结论 

数字普惠金融的高速发展已深刻改变了商业银行的运营与发展方向，成为近

年来备受瞩目的研究主题。本文以我国西部地区 27家商业银行为样本，以 2013—

2022 年数据，实证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

影响程度同时分析了具体的传导路径，并进一步将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分成

以银行类型为样本和以银行分布地区为样本进行异质性检验，本文得到的最终结

论如下： 

（1）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影响呈“U” 型

趋势。 

在发展早期，数字普惠金融会对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产生抑制

作用。随着第三方支付平台和其他新型支付方式以及理财产品的不断出现，商业

银行的传统业务份额正在被逐渐挤压。西部地区的地方性商业银行在对数字普惠

金融的认知深度方面尚存在一定局限性，从而在实际的投入与产出匹配度上呈现

出一定的失调状态，由于投入过大而短期回报不足，或者因投入不足而导致丧失

市场机遇，进而对银行盈利能力造成负面影响。随着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对

数字普惠金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带来经营效益的提升，同时

减少运营成本，创新其产品和服务，为银行带来新的盈利增长点，最终提升商业

银行的盈利能力。因此，西部地区的地方性商业银行应该增加对普惠金融的投入，

优化成本管理，尽早跨过拐点，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 

（2）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净息差和总成本渠道影响其盈利能力。 

由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兴起对银行的传统业务产生了冲击，导致了净息差的减

少，因此，商业银行必须投入大量资金成本来应对此类冲击，这会降低盈利能力。

然而，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可以充分利用溢出效应后，运用先进的数字技术

手段来简化现有的审批流程，从根本上提升运营效率，同时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减

少对人力资源的过度依赖，从而节省运营成本。此外，商业银行还可以通过搭建

和应用数字普惠金融平台，借助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深度挖掘客

户需求，进而设计并推出更具针对性、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降低经营成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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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盈利渠道，丰富收入来源，从而增强整体盈利能力。 

（3）不同商业银行盈利状况受到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不同。 

基于银行类型和其所在的区域进行的分类研究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银

行类型和地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将研究焦点转向银行类型层面时，

本文研究发现西部地区城市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受到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显著，但

农村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其盈利能力并没有显著影响。西部地区城市商

业银行在进行数字化转型时由于技术应用不够熟练，对数字普惠金融运用仍然处

于一个理想的状态，这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银行的盈利能力。按银行分布的

区域而言，西北地区商业银行受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影响敏感度更大，原因在于

受到地方性经济发展的因素，在风险承担能力和科技投入上不及西南地区商业银

行。  

5.2 政策建议 

5.2.1 确立优势领域，增强核心竞争力 

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发展进度上，不同类型银行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应用程

度也不同，其各自的优势和不足也有明显的差异化特征。因此，每一家银行在制

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战略前，首先应当深入剖析自身的特性和实际情况，继而有

针对性地规划和选择最适宜自身的发展路径。对于西部地区的地方性商业银行而

言，由于其普遍具有规模较小、资源相对有限的特点，过度依赖自我技术革新或

大规模投入金融科技资源，有可能会增加自身的运营风险。然而，西部地区地方

性商业银行的优势在于其相对简洁的业务链条和灵活的经营策略，这些都是其在

市场竞争中立足的独特优势。为了充分发挥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的竞争优势，

提升其在普惠金融领域的竞争力，可提出以下几点针对性建议： 

首先，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相对较小，客户群体相对集中且

数量有限，且鉴于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以服务本地中小企业和农户为主，相

对于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在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竞争冲击下显得更为脆弱。因此，

对于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来说，必须紧随地方政策导向，敏锐洞察并充分利

用政府推出的各项扶持政策和优惠措施。同时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应当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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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主动地维护和深化与本地客户群体的紧密联系，不断强化双方的合作关系，

构建长期稳定的客户基础。在此基础上，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也应当聚焦于

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的金融服务和产品，通过差异化竞争策略，发掘并满足本地市

场的独特金融需求，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其次，鉴于数字普惠金融是一个涉及宏观环境、市场动态以及长期资源投入

的综合性工程，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需时刻关注宏观环境和竞争态势的变化，

并据此及时作出战略调整。在普惠金融发展的起步阶段，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

行可能由于成本控制等问题，导致短期内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开展对盈利能力产

生消极影响，然而，随着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在西部地区的逐渐成熟，西部地区地

方性商业银行在经历了 “拐点”之后，其对数字普惠金融平台应用的理解和经

验将日渐丰富，此时数字普惠金融将成为提升其盈利能力的积极驱动力。 

最后，相较于全国性大型银行，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具备更强的灵活性

和反应速度，因此，在制定和执行与数字普惠金融相关的战略规划时，西部地区

地方性商业银行应当积极利用自身在快速适应市场变化这一核心竞争力，制定出

既能反映市场动态又能契合自身特点的灵活战略调整方案，以便在与大型银行的

竞争中寻觅到超越对手的发展契机。总的来说，只有找准自身的优势领域并加以

强化，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才能真正提升其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核心竞争

力，进而带动盈利能力的持续增长。 

5.2.2 借助金融科技，提升盈利水平 

面对未来产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的发展趋势，我国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

亟需抓住时代赋予的机遇，积极响应并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的洪流，勇于迎接挑

战，大力推广和实施“互联网+金融”战略。首先，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应

当紧密结合金融科技的最新进展，加大对网络银行、移动支付等相关技术研发与

市场推广的投入力度，尤其要利用金融科技手段弥合偏远及农村地区银行物理网

点布局的不足，通过减少物理网点的依赖和运营成本，从而实现运营效率的提升。 

其次，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应当积极开展与业内知名互联网企业的战略

合作，利用跨界合作的方式提升客户忠诚度和黏性，以期通过联合创新的方式降

低贷款业务的成本。同时，主动接纳并消化互联网金融所带来的技术扩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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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前沿金融科技在业务中的应用落地，从而促进

存贷款业务规模的持续扩大。此外，通过深化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大力发展中

间业务，努力提高非利息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借助非利息收入的增长抵消因

市场竞争加剧导致的净息差收窄，以保持银行盈利能力的稳定和持续增长。 

最后，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还应当充分利用金融科技赋能，设计并推广

一批门槛更低、适应性更强的信贷产品，以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需

求，同时通过强化风险管理，降低不良贷款比率，进一步拓宽西部地区地方性商

业银行的净息差空间，从而有效提升银行的整体盈利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5.2.3 深化风险管理，提高风控能力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在提升普惠金融服务效率的同时，无可避免地引入了风

险快速传递的可能性，这意味着风险防控的重要性在数字化进程中尤为凸显。鉴

于此，我国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在发挥自身地域和业务优势的同时，应该重

视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风险挑战。在具体的业务拓展和技术创新过程中，西部地

区地方性商业银行应优先关注并加大在网络安全和系统防护等关键技术领域的

研发投入，例如加强对计算机系统的安全性优化，不断提高信息加密技术的强度

与安全认证协议的严密性，依托技术力量构筑坚实的风险防线，有效抵御信用风

险、技术风险以及流动性风险。其次，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应贯彻全面风险

管理的理念，坚持创新发展与风险防范并重的原则，在业务的全生命周期中建立

健全事前预防、事中监控、事后补救的一体化风险管理体系，最大限度地降低各

类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最后，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还需秉持科学与实效的原

则，积极推进跨产品、跨机构乃至跨系统的数据资源整合，积极倡导和推动第三

方数据源的引入与共享，努力营造一个开放透明、安全高效的数据获取和分享环

境，提升风险识别的精准度与风险防控的效率。 

5.2.4 创新监管方式，完善监管框架 

数字普惠金融融合了技术和金融两大领域，因此它既具有互联网的特性，又

有金融行业的特点，在开放和共享信息的同时，也需要谨慎地预防风险。因此，

相关部门应制订并不断优化相关的法规，特别是要加强对市场主体行为的严格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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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首先，监管部门应该结合当前我国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

展现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健全监管标准。由于数字普惠金融是在不断发展的，

其对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带来的影响也是在不断演变的，因此，监管原则和

监管政策的实施应当建立在监管部门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分

析的基础上，并适时进行动态调整，以免干预过度，产生金融抑制现象。其次，

政府应该专门技术部门，研究制定具体方案，通过实时监控其风险状况，对于出

现异常行为的银行，给予警告，对于出现违规行为的银行，制定相应的处罚机制。

同时，也应当严格把控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获取到的客户数据，预防数据流

出或被滥用，确保数字普惠金融产品服务不会侵犯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积极

引导西部地区地方性商业银行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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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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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伴随着论文写作完成，学生时代也要结束了，我将踏上新阶段的征程。

文有所长，然意无穷。韶光夏逝，终有别时，言辞有尽，感谢相遇，来日方长我

们后会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