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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吗？ 

──来自中国 30 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考察 

陈 香，喻莆峻*，周鹏飞 

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重庆 

【摘要】农村经济的增长是确保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从数字普惠金融视角，文章选取

2011-2022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机制检验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进行多维实证探讨数字普

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2）
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推动绿色创新和改善民生间接作用提升农村经济增长；（3）通

过门槛模型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呈现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4）异质性分析发现，

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东、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增长，且区域差异显著，即西部地区的促进效果最明显，东部

次之。由此，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必须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应充分利用发达

地区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示范作用，推动绿色创新，并努力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以缩小不同区域间的数

字鸿沟。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农村经济增长；绿色创新；民生改善 
【基金项目】2023 年度重庆市研究生教育课程思政示范项目《农业经济学》课程（YKCSZ23101）；

2025 年度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研究阐释专项课题“数字普惠金融对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及政策建议”（25SKCS010） 
【收稿日期】2025 年 6 月 14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7 月 23 日   【DOI】10.12208/j.aif.20250017 

 

Doe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promote rural economic growth?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30 provinc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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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growth of the rural economy is the cornerstone of ensuring social stabi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ing, this article selects the county panel data from 
2011–2022 and uses fixed impact models, mechanism testing models and threshold impact models to conduct 
multi-dimensional empirical studies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ing on rural growth.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1)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ing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rural growth. (2) The mechanism 
test outcomes indicate that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directly fosters rural economic growth by stimulating green 
innovation and enhancing people's well-being. (3) Utilizing the threshold model, it is revealed that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the rural economy exhibits a non-linear characteristic of incrementally marginal growth. 
(4) According to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contributes to rural economic growth in both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with notable regional disparities. Specifically, the promotional effect is 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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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nounced in the western region, followed closely by the eastern region.Therefor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growth 
of the rural economy,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 exemplary role of developed regions in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mote green innovation, and strive to improve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to narrow the digital divide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Keywords】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Rural economic growth; Green innovation;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1 引言 
在当前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农村经济的高

质量发展已成为国家整体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传统的金融体系往往难以全面覆盖广大农村

地区，导致金融服务在农村地区的可及性和效率受

限，进而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增长。2024 年中央一号

文件指出要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并推进农村信

用体系建设，以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和农村经济发

展。数字普惠金融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广大

的农村居民及小微企业带来了便捷且高效的金融服

务，成功应对了传统金融体系难以满足的农村地区

金融服务需求问题[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仅提

高了农村金融服务的可及性和包容性，还有助于优

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培育农村经济增长新动能，

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2]。 
学者们对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经济中的影响进

行了广泛研究。已有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

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可及性和效率，降低金融服务

的门槛，从而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数字普惠金融

利用互联网、移动通信等技术手段，打破了传统金

融服务的地域限制，使农村居民能够更加方便地获

取金融服务，这提高了农村金融服务的覆盖率以及

满足了农村居民多样化的金融需求[3]。另一些研究

则关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减贫效应[4]。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到减贫中，

具有商业可持续性的特点[5]。针对落后地区农业现

代化进程缓慢的问题，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结合

当地实际状况，将数字技术与产业链融合，从而带

动地区增收减贫[6]。通过为小微农户和种植大户提

供数字技术支持，利用数字供应链金融和农村电商

专项融资支持，解决了信贷成本高的问题，满足了

农户扩大生产的资金需求，这为减贫脱贫、助推乡

村振兴和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7]。 
然而，目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还存在着基

础设施建设后劲不足的问题[8]，数字普惠金融在跨

越规模门槛的发展过程中导致不同地区和行业发展

的不平衡，各地区资源禀赋水平和缩小数字鸿沟的

能力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9]。过往关于数字普惠

金融在农业发展中的赋能作用，研究焦点主要集中

于推动乡村振兴、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及农户收入、

优化农村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6]。尽管已有部分研

究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10]，但从

数字普惠金融这一独特视角出发，深入探究农村经

济增长的研究却相对匮乏。鉴于此，本研究致力于

填补这一研究空白，旨在系统剖析数字普惠金融驱

动农村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揭示其促进农村经济

增长的内在逻辑与运行机制。同时，本研究还将检

验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地域因素下，对农村经济增

长影响的门槛效应，为制定更加精准的农村经济发

展策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文章采用 2011 年至

2022 年间我国 30 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及西藏

自治区）的数据，通过实证分析探究了相关作用机

制，并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

机制与路径。实证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正向

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且通过绿色创新和民生改善间

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增

长同时存在非线性特征。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扩展金融信息服务覆盖范围

及提升普及度，有效解决了传统金融体系中的资金

配置不均问题，使得以往被传统金融系统忽视的长

尾群体也能享受到多元化的金融服务[11]。数字普惠

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体现在以下 4 个方

面：第一，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创新技术和业务模式，

降低了交易成本，实现了高效快捷的贷前审批和精

准风险控制。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它有效缓

解了信贷约束，为这些企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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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整个产业的蓬勃发展由此带来的“涓滴效应”能

够增加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和工作收入[12]。第二，数

字普惠金融覆盖面扩大、效率提高，缩短低收入群

体与金融资源之间的距离，有助于推动城乡间的平

衡发展[13]。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借助金融机构与互

联网公司的力量，在传统金融基础上，不仅降低了

金融服务门槛并增加了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还显

著提升了“长尾客户”的金融可及性，拓宽了农业

经营主体获取金融服务的途径，促进了农村产业的

升级与转型，为农村经济的增长注入了新动力[14]。

第四，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克服地理距离带来的

成本高昂及信息不对称难题，从而减轻农村居民在

消费结构升级过程中遇到的流动性限制；同时，它

还能为农村居民提供更便捷的支付条件，激发他们

的消费结构升级意愿，为农村经济增长开辟新的驱

动力[15]。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

正向促进作用。基于此，文章提出： 
假设 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农村经济增

长。 
2.2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可以发挥自身优点直接促进

农村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推动绿色创新和民生改

善间接影响农村经济增长。 
2.2.1 数字普惠金融—绿色创新—农村经济增长 
绿色创新是提高能源等有限资源利用效率的创

新，是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和资

源利用的可持续性，旨在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三

者协调发展的创新方式，通过创新手段降低资源消

耗、减少环境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16]。 
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的推动作用体现在两

大层面：首先，在技术革新方面，数字普惠金融能

够减轻融资障碍并优化产业结构，进而提升技术创

新水平。具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削弱商业信

用的再分配效应（该效应有时会限制融资优势企业

的进一步发展），有助于企业去杠杆、增强财务稳

健性，从而激励技术创新活动。其次，在绿色发展

层面，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强化绿色金融的服务效率

与降低成本，推动绿色发展。此外，它还能通过提

升企业内部管控质量及增加环保投资，促进绿色技

术创新。在缓解融资压力的同时，数字普惠金融还

借助绿色信贷政策激励节能环保型企业投身于绿色

创新。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发展的催化作用，主要遵

循“绿色结构优化—绿色能力提升—绿色杠杆效应

增强”的内在逻辑路径。 
提升绿色创新水平同样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正

面效应。技术创新能够增强生态资源的利用效率，

从而提高农村经济的韧性。在重视环境保护与生态

平衡的前提下推动技术创新，不仅能够带来农村经

济收益，还能实现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重增长
[12]。作为影响农村经济的关键因素，增加对农业研

发的投资将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成为推

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17]。基于以上理论，文

章提出： 
假设 2：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绿色创新促进农

村经济增长。 
2.2.2 数字普惠金融—民生改善—农村经济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凭借其提供的便捷金融服务，有

效提升了农村居民的生活品质与消费潜力。通过推

广金融知识，提高金融素养，从而增强了农村居民

的金融意识及风险应对能力。此外，数字普惠金融

还促进了农村地区的就业与创业活动，为居民开辟

了更多就业途径与收入来源。数字普惠金融打破了

传统金融机构布局不足的局限，通过移动支付、互联

网银行等渠道，使得农村居民能够便捷地获取金融服

务。这不仅满足了农村居民的基本金融需求，如存取

款、转账等，还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选择。通过数字平台，农村居民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取

金融信息，了解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特点和风险[18]，从

而提高他们的金融素养和风险管理能力。 
数字技术的使用降低了金融服务的成本，高效

地处理业务，减少人工成本和运营成本。同时，数

字普惠金融也降低了农村居民获取金融服务的门槛，

使他们能够以更低的成本享受到金融服务。此外，

数字普惠金融凭借其出色的风险管理和资金融通能

力，能够提升农村居民的投资效率，增强农户的收

入预期，降低其预防性储蓄需求，提振消费信心，

并优化农村消费结构。这一系列正面效应有助于提

高农村居民的生活品质，进而推动农村经济的持续

健康发展。基于以上分析，文章提出： 
假设 3：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民生改善促进农

村经济增长。 
2.2.3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的非线性

特征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数字普惠金融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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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程度显著增强，这可能导致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

经济增长的影响展现出非线性的特征[15]。简而言之，

数字普惠金融凭借其服务广泛覆盖、面向大众、交

易成本低等优势，能够顺利渗透至农村地区，为农

户和农村企业提供便捷的线上金融服务，有效缓解

农村短期资金需求，为农村经济增长注入动力。根

据梅特卡夫法则，数字普惠金融的不断发展将增强

其对农村经济的积极影响。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在农

村地区的深入普及，利用金融服务和产品的成本大

幅降低，这将加速农户和企业的财富积累，推动农

村经济持续增长。 
假设 4：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存

在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构建 
3.1.1 基准回归模型 
为了验证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直接

影响机制，构建以下基准模型：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𝑖𝑖𝑖𝑖 = 𝛼𝛼0 + 𝛼𝛼1𝐷𝐷𝐷𝐷𝐷𝐷𝑖𝑖𝑖𝑖 + 𝛼𝛼2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𝑖𝑖𝑖𝑖 + 𝜋𝜋𝑖𝑖 + 𝜉𝜉𝑖𝑖 + 𝜀𝜀𝑖𝑖𝑖𝑖        （1） 

其中，Regit为省份 i在 t年的农村经济增长情况，

Dufit 表为省份 i 在第ｔ年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Ｃontrolsit 为控制变量，πi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ξt 表

示时间固定效应，ε为随机扰动项。 
3.1.2 机制检验模型 
为进一步探讨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可以通过绿色

创新和民生改善效应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参考江艇
[19]（2022）的研究，在模型（1）基础上构建如下检

验模型： 

𝑀𝑀𝑅𝑅𝑀𝑀𝑖𝑖𝑖𝑖 = 𝜇𝜇0 + 𝜇𝜇1𝐷𝐷𝐷𝐷𝐷𝐷𝑖𝑖𝑖𝑖 + 𝜇𝜇2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𝑖𝑖𝑖𝑖 + 𝜋𝜋𝑖𝑖 + 𝜉𝜉𝑖𝑖 + 𝜀𝜀𝑖𝑖𝑖𝑖      （2） 

其中，Medit 为省份 i 在 t 年的中介变量，分别

为绿色创新（Gri）和民生改善（Imp）。μ0、μ1 与 μ2

均表示待估计系数，其余变量与模型（1）一致。 
3.1.3 门槛效应模型 
为了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和民生改善可

能对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动态

溢出产生间接作用，文章构建如下面板门槛效应模

型： 

Regit = γ０＋γ１Dufit（Conit≤δ１）＋γ２Dufit（δ１＜Thit≤δ２）＋…
＋γｎDufit（δｎ－１＜Thit≤δｎ）＋γｎ＋１Dufit（δｎ＜Thit）＋γｎ＋

2Controlsit + πi + ξt + εit                           （3） 

其中，Thit 是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村经济韧性的门

槛变量。δ１、δ２……δｎ为ｎ＋１个门槛区间下的特定

门槛值，且 δ１＜δ２＜…＜δｎ，具体的门槛个数需要

通过特定门槛模型的Ｆ值与Ｐ值进行判断才能确定，

其余变量与模型（1）一致。 
3.2 变量测度与说明 
3.2.1 被解释变量：农村经济增长（Reg）。 
文章借鉴赵洪丹[20]等（2019）的研究，并综合

考虑了数据的可获得性、完整性以及统计口径的一

致性，采用农业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农村经济增长的

主要指标。为了进一步消除数据中的量纲差异以及

潜在的共线性问题，对农业生产总值进行了对数处

理。 
3.2.2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Duf）。 
文章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研究中心所构

建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了增强数据检验流程的

稳定性与可靠性，对该指数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3.2.3 中介变量：绿色创新（Gri）、民生改善水

平（Imp）。 
文章借鉴郑威[21]（2025）的研究，采用每万人

绿色专利申请数衡量绿色创新水平。民生改善水平

以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作为衡量指标。 
3.2.4 控制变量 
为了全面反映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

影响，文章选取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1）对外开放程度（Dou）。对外开放为农村

地区带来了更多的投资和市场机会，促进了农村产

业结构的优化。文章用农业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

总值之比衡量对外开放程度。 
（2）城镇化水平（Urb）。城镇化促进了农村

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农民通过在城市就业可

以获得更高的收入，进而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文章

用城镇人口与总人口之比衡量城镇化水平。 
（3）区域经济发展水平（ln gdp）。区域经济

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往往拥有更多的资金和技术

资源。这些资源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流向农村地区，

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文章用取对数的地区生产总

值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4）产业结构升级（Upi）。产业结构升级过

程中，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的融合成为重要趋势。

这有助于形成农业产业链，促进农产品的深加工和

增值，推动农村产业升级。文章借鉴徐敏[22]等（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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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测量方法，测算公式为 Upi＝∑ｙ
ｉ×ｉ。其中，ｙｉ表示第ｉ产业的产值比重。 

3.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文章基于 2011—2022 年我国 30 个省份（不包

括西藏、港澳台地区）面板数据展开实证研究。数

据来源于北京大学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

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级的统

计年鉴以及官方统计公报等资料。以上各变量描述

性统计分析见下表 1 所示。 
4 实证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 
基于Huasman检验，Huasman统计量为 153.26，

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拒绝了原假设，故使用固定效

应模型。表 2 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影响农村经济增长

的基准回归结果。列（1）和列（2）分别展示了在不

考虑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的条件下，数字普惠金融对

农村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以及在加入控制变量后的

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数字

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都具有正向且显著的影响。

进一步观察表 2 中的列（3）和列（4），在考虑地区

和时间固定效应的条件下，数字普惠金融的估计系数

均在 1%的显著水平上为正，表明随着数字普惠金融

水平的提高，农村经济随之增长，验证了假设 1。其

中，产业结构升级（Upi）系数为负的原因可能是农

业劳动者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相对较低，他们在产业

间的流动可能面临障碍。同时，农业信息市场不完善

和城镇化水平较低也可能限制了农业劳动者的就业

机会，使得大量劳动力滞留在第一产业内。这种劳动

力转移不畅的情况导致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

离，进一步抑制了农村经济的增长。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代码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农村经济增长（Reg） 360 7.269 1.079 4.565 8.748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综合指数（Duf） 360 5.334 0.663 2.909 6.165 

中介变量 
绿色创新（Gri） 360 0.647 0.904 0.00230 5.601 

民生改善（Imp） 360 1.128 0.450 0.386 2.748 

控制变量 

对外开放程度（Dou） 360 0.250 0.285 0.000256 1.548 

城镇化水平（Urb） 360 0.593 0.113 0.350 0.896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lngdp） 360 9.905 0.870 7.421 11.77 

产业结构升级（Upi） 360 2.384 0.128 2.166 2.836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Reg （2）Reg （3）Reg （4）Reg 

Duf 0.270*** 0.150*** 0.459*** 0.157*** 
（0.012） （0.024） （0.061） （0.057） 

Dou 
 0.264**  0.681*** 
 （0.082）  （0.063） 

Urb 
 0.362  0.452* 
 （0.316）  （0.236） 

lngdp 
 0.669***  0.333*** 
 （0.054）  （0.046） 

Upi 
 -1.578***  -1.156*** 
 （0.231）  （0.178） 

时间、个体固定 NO NO YES YES 

_cons 
5.830*** 3.323*** 5.278*** 5.408*** 

（0.205） （0.561） （0.223） （0.593） 
N 360 360 360 360 
R2 0.595 0.738 0.778 0.859 

adj. R2   0.750 0.839 
F   93.120 120.048 

注：*、**和***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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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机制分析 
表 3 显示了中介机制的检验结果。列（2）中的

数字普惠金融（Duf）对绿色创新（Gri）的估计系

数显著为正，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了绿色创

新发展水平，原因在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仅

促进了产业的转型升级，通过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

品和服务，缓解了涉农企业的融资约束，使得涉农

企业能够更有动力进行绿色创新。因此，数字普惠

金融能够推动绿色创新释放效应提升农村经济。因

此，假设 2 得到验证。列（3）数字普惠金融的系数

估计值显著为正，说明随着各区域数字普惠金融水

平的不断提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地区金融服

务的效能，减轻农村居民在消费上面临的预算限制

与流动性束缚，进而促进农村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

更有效地响应农村居民对高品质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因此，假设 3 得到验证。 
4.3 门槛效应 
考虑数字普惠金融所展现出的网络效应及遵循

梅特卡夫法则，其对农村经济增长产生了非线性的

正向外部影响。基于此，本研究选取数字普惠金融

发展程度与民生改善状况作为门槛变量，采用门槛

回归模型深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农村经济

的增长。表 4 和表 5 是数字普惠金融水平作为门槛

变量时的回归结果。由表４可知，单一门槛、双重

门槛的显著性水平皆为 5%，三重门槛不显著。根据

实证得出不同门槛值，将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划分为

Duf≤5.62、5.62＜Duf≤5.7 和 Duf＞5.7 三个样本区间。

从表５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水

平的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系

数不断增大且显著，即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

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表现

为显著正向且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 
表 6 和表 7 是民生改善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数

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回归结果。由表 6 可

知，单一门槛的显著性水平为 1%，双重门槛不显著。

根据不同门槛值，将民生改善水平划分为 Imp≤1.106
和 1.106 小于 Imp 两个样本区间。当民生改善水平

小于门槛值 1.106 时，数字普惠金融的估计系数为

0.084 并在 1%的水平上显著；当数字普惠金融大于

门槛值 1.106 时，数字普惠金融的估计系数为 0.102
并在 1%的水平上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增

长的促进作用依旧显著，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

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受自身发展水平的影响，还存

在民生改善产生的调节影响，验证了假设 3。 

表 3  机制检验 

变量 （1）Reg （2）Gri （3）Imp 

Duf 
0.157*** 0.018*** 0.005*** 

（2.75） （-3.87） （-4.92） 

_cons 
2.349*** 1.681 -1.098** 

（3.67） （0.64） （-2.2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时间、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N 360 360 360 

表 4  绿色创新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核心解释变量 模型 门槛值 F 值 P 值 
临界值/% 

10 5 1 

Duf 

单一门槛 5.62 32.83 0.05 29.4583 35.6334 52.3662 

双重门槛 5.7 29.33 0.03 21.3969 25.4624 34.4502 

三重门槛 6.04 20.4 0.162 33.044 44.3173 56.9024 

表 5  绿色创新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数字普惠金融（Duf） 系数 标准误 T 值 

Duf≤5.62 0.084 0.018 4.8 

5.62＜Duf≤5.7 0.101 0.021 4.92 

5.7＜Duf 0.119 0.022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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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民生改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核心解释变量 模型 门槛值 F 值 P 值 
临界值/% 

10 5 1 

Imp 
单一门槛 1.106 62.62 0.0000 36.0333 41.7630 54.7501 

双重门槛 2.080 41.68 0.1140 49.1103 64.8072 92.5056 

表 7  民生改善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民生改善（Imp） 系数 标准误 T 值 

Imp≤1.106 0.084 0.021 4.07 

1.106＜Imp 0.102 0.023 4.53 

 
4.4 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我国各省份在经济发展上存在显著差异，

文章依据地理位置将样本细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

三个子样本，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这三个区域农

村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结果见表 8 所列。表 8 结

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均对农村

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虽然西部地区经济

水平低于东部地区，但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

村经济增长产生更显著作用。这有力地证明了数字

普惠金融具有很强的地域渗透能力；同时，农村经

济的提升受数字普惠金融的助力，而这种助力又依

赖于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基础设施的完善。 
4.5 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 
为了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文章通过改变样

本估计量和缩短时间，验证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经

济增长的影响是否依然成立。 
4.5.1 改变样本估计量 
考虑我国各地区在经济政策、政府支持程度等方

面存在显著差异，文章在进行分析时，首先排除了四

个直辖市和五个自治区的相关数据，随后重新进行了

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9 所列。根据表 9 中的列（1）
和列（2）所示，无论是否纳入控制变量，数字普惠

金融均对农村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且正面的影响，这

进一步证实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缩短时间。有研究表明，2011 年至 2013 年期间，

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经历了快速发展阶段，而自 2014
年起，其发展态势趋于平稳。为确保研究的严谨与连

贯性，文章在分析时排除了 2014 年之前的数据，仅

采纳了 2014-2022 年的数据，并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

型进行了深入分析。表 9 中的列（3）和列（4）揭示，

无论是否纳入控制变量，解释变量的系数始终保持正

值，这进一步印证了前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4.5.2 内生性处理 
考虑模型构建中潜在的遗漏变量问题以及反向

因果关系可能引发的内生性问题。采用滞后一期的

数字普惠金融水平作为工具变量并进行 2SLS 估计，

结果如表 9 列（5）所示。结果表明，滞后一期的数

字普惠金融指数仍然会对农村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

正向影响，这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

作用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表 8  区域异质性分析 

变量 （1）东部 （2）中部 （3）西部 

Duf 
0.377* -0.433** 0.280*** 

（0.177） （0.156） （0.05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时间、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_cons 
1.207 7.840*** 2.535* 

（2.331） （0.568） （1.073） 

N 144 108 108 

R2 0.586 0.942 0.981 

N 144 108 108 

F 11.041 90.318 282.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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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稳健性与内生性回归结果 

变量 
改变样本估计量 缩短时间窗口 工具变量法 

（1） （2） （3） （4） （5） 

Duf 
0.314*** 0.245*** 0.919** 0.997** 0.555*** 

（0.060） （0.046） （0.304） （0.340） （0.212） 

_cons 
6.146*** 5.508*** 2.394 2.710  

（0.491） （0.491） （1.576） （1.552）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YES 

时间、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N 264 264 270 270 330 

R2 0.861 0.928 0.749 0.762 0.841 

adj. R2 0.841 0.916 0.708 0.719 0.816 

F 118.491 194.187 76.617 60.719 131.372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文章选取了2011年至2022年中国30个省份（不

包括港、澳、台以及西藏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

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通

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

型，本研究进行了多维度的实证分析。结论如下：

（1）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

作用。（2）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

通过推动绿色创新和改善民生间接作用提升农村经

济增长。（3）通过门槛模型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

融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呈现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

（4）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东、西

部地区农村经济增长，且区域差异显著，即西部地

区的促进效果最明显，东部次之。 
5.2 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实证检验结论，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

议： 
5.2.1 加大对农业绿色创新的支持力度 
推动农业绿色创新是激发农村经济增长的核心

策略。第一，应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以激励企业和

投资者在绿色农业领域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与投资。

同时，完善绿色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确保创新成果

得到充分保护和广泛传播，从而提升创新者的热情。

第二，推行人才引进计划，吸引更多具备绿色创新

专业知识与技能的人才。此外，加强人才培训和教

育，确保农业领域拥有充足的人才储备，以满足绿

色创新的需求。第三，建立绿色创新合作平台，促

进政府、企业、学术机构和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交

流、资源整合和研发合作，加速创新成果的转化，

并构建一个规模更大、效应更显著的创新生态系统。

同时，设立绿色创新示范项目，鼓励更多的农业从

业者和企业投身于绿色创新的实践中。 
5.2.2 加大对民生改善的投入力度 
推动民生改善是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第一，政府应持续提升农业补贴标准，例如，对购

买农机具提供更高比例的资金支持，并且完善农业

保险体系，扩大保险的覆盖范围，包括为特色农产

品提供保险，以降低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潜在风险。

第二，应加强农村电商平台的建设，培养农民的电

商技能，帮助他们通过网络将农产品销售至全国各

地，从而拓宽销售渠道。第三，结合农村的自然风

光和民俗文化，开发乡村旅游项目，如创建农家乐、

民宿等，以增加农民的收入来源。 
5.2.3 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比较不同地区的异质性，我们发现数字普

惠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确保各地

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均衡发展，必须采取适应当地实

际情况的策略。第一，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较为先

进的地区，应当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促进数字技术、

普惠金融与科技监管的协同进步。第二，在数字普

惠金融发展处于中等水平的地区，应重视数字普惠

金融推广政策的实施，并与发达地区进行交流与学

习。第三，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

需要增加对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5.2.4 推动区域间的数字普惠金融合作、交流与

技术共享 
第一，应加速推进 5G 网络的普及与建设、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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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应用的推广以及大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的构建，积

极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性和渗透性作用。第二，

建议建立一个跨区域的数字普惠金融知识共享平台，

以促进本地与周边地区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实现

最佳实践、技术创新和市场洞察的有效交流。第三，

应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法规与政策，通过吸引

金融机构、科技企业、社会群体与政府的参与，增

强金融的包容性，并实现“普惠金融”的跨地区覆

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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