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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资本配置效率视角

宋高燕

（河北大学 经济学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０７１００２）

摘　要：基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构建涵盖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子维度的乡村振兴指数及综合指数，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

兴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各个维度及综合指数均有正向促进作用。通

过门槛模型分析，发现 数 字 普 惠 金 融 对 乡 村 振 兴 综 合 指 数 的 影 响 呈 现 非 线 性 且 边 际 递 减 的 特

征。该促进作用在资本配置效率较高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显著。据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统筹乡

村振兴不同阶段的资源约束，优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规划；提升乡村资源配置效率，畅通城乡要

素流动；加强农村金融素养建设，推动数字技术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进一步发挥数字普惠金融

促进乡村振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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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框架呈现显著的连续性与迭代性特征：２０２２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

提出要“强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①，着力破解农村金融供给侧结构性矛盾；２０２３年中央一号文

件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②，突出了建设导向；２０２４年中央一号文件将重点提升至

宏观战略层面，提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③；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１－１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机制融合与功能叠加研究”（２３ＡＪＹ００９）；保定市社科规

划重点课题“数字经济背景下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对保定的启示研究”（２０２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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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５年中央一号文件则聚焦“创新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①，强化金融支持方式的多元化与可持

续性。同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提出，必须统筹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

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②。这一系列政策演进表明，金融服务体系重构

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核心制度保障。传统金融体系由于“门槛过高”，长期将农村主体排斥在

正规金融市场之外，形成“金融排斥—资本匮乏—发展滞后”的恶性循环［１］，制约了城 乡 共 同 繁

荣。新时期，数字普惠金融凭借其交易成本低、金融门槛低、覆盖范围广等优势，为农村居民提

供了可负担的金融服务，有效缓解了农村居民融资约束，为促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契机［２］。乡村

振兴战略通过系统推进农村产业升级、农业现代化转型以及农民的全面发展，构建起“防返贫—

促增收—共富裕”的可持续机制。在此战略推进过程中，金融领域的创新与变革展现出关键枢

纽作用。作为金融供给侧改革的突破性实践，数字普惠金融重构了农村金融生态，不仅精准对

接乡村振兴对金融资源错配矫正的需求，更在全球发展议程中验证了数字金融促进包容性增长

的可行性。

“普惠金融”这一概念发轫于联合国２００５年国际小额信贷年会发布的《普惠金融体系蓝皮

书》，其核心诉求在于构建金融服务的普遍可获得性，以矫正金融排斥导致的全球贫富差距扩大

与资源配置扭曲等问题。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指数级增长与金融业态的深度数字化转型，数

字普惠金融作为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融合产物，在２０１６年Ｇ２０杭州峰会上被首次提出，并获

得国际共识性定义：即凡是借助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所有行动，均可纳入数字普惠金

融范畴③。其核心要点在于破解传统金融存在的“最后一公里困境”，使得传统金融机构难以有

效覆盖的贫困地区也能够顺利获取与自身需求高度契合的金融服务。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服务

提供者与受益者双方而言，这种普惠性具有长期稳定且可持续的特征，能够为金融服务的均衡

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理念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实践探索也日益广泛。各国

纷纷结合自身国情，积极构建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拓展金融服务边界。而在

中国，数字普惠金 融 的 发 展 更 是 与 城 乡 融 合 发 展 战 略 紧 密 相 连。数 字 普 惠 金 融 通 过“技 术 赋

能—成本重构—服务下沉”的传导机制，使得农村地区能够更好地接入金融资源，为乡村振兴注

入了新的活力。

在中国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正在形成生产要素由农村单向流出转向城乡双向流动的新局

面［３］，这一变革在缓解农村要素制约的同时，也为新时期数字技术的运用提供了广阔空间。以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突破地域限制，深入赋能农村的生

产、分配、销售等关键环节，为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大支撑。在此背景下，本文

创新性地基于资源配置效率调节效应的视角，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乡村振兴的五个子维度有

何种推动作用，对于实现乡村振兴、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现有研究从多个视角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从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关系来看，研究表明，在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已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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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ＰＦＩ：《全球标准制定机构与普惠金融———不断演变中的格局》。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５年第３期

成显著的空间联动格局［４］。此外，数字技术赋能被视为农村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驱动力［５－６］，

其通过重构生产要 素 配 置 模 式 与 产 业 链 协 同 机 制，显 著 提 升 了 农 业 全 要 素 生 产 率［７］。与 此 同

时，数字经济的包容性 特 征［８］决 定 了 数 字 技 术 覆 盖 的 广 度 和 深 度 在 乡 村 振 兴 中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９］。部分学者 进 一 步 指 出，数 字 普 惠 金 融 在 欠 发 达 地 区 对 包 容 性 增 长 的 促 进 作 用 更 为 显

著［１０］，在推动乡村振兴方面的影响也更为突出。

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方面，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其在农村产业发展、创

业活跃度以及减贫增收方面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为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多元

化金融服务［１１］，延长农村地区产业链，推动新产业、新业态的形成［１２］。此外，数字普惠金融通过

提高金融可获得性，促进农业技术的推广和规模化经营，从而有效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并通

过产业振兴进一步带动乡村振兴［１３－１４］。与此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还体现在为农村弱势

群体提供数字金融产 品 和 金 融 服 务［１５］，缓 解 信 贷 约 束 和 社 会 网 络 限 制［１６］，进 而 带 动 农 户 的 创

业，降低贫困率［１７］。此 外，数 字 普 惠 金 融 还 通 过 提 高 农 村 收 入 水 平［１８］、推 动 农 业 机 械 化 等 方

式［１９］，为农村 新 型 创 业 主 体 赋 能。农 村 创 业 不 仅 可 以 充 分 利 用 本 地 资 源，促 进 区 域 经 济 发

展［２０］，还能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助力农民增收［２１］，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的实现。

现有文献较多的是通过构建乡村振兴的指标体系，从多角度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

的影响机制，少有文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五个子维度的影响机制，同时考察资本

配置效率调节作用的文献更是少之又少。本文聚焦我国３０个省（市、自治区）①，检验数字普惠

金融对乡村振兴五个子维度的影响程度，进一步验证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促进作用是否受

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最后建立面板门槛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的拐点在何处。

本研究弥补了相关领域的欠缺，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提供一定的启示。

二、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的机理分析

（一）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五大维度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农户的融资门槛，缓解农村生产经营者和农户的金融排斥问题，同

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依托数字化的手段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的模式创新和结构

优化，从而助力乡村振兴。然而，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地区的作用存在明显的异质性［２２］，即资源

配置效率的差异影响了其促进乡村振兴的效果。因此，有必要结合资源配置效率的特点，系统

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具体作用机制。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依据对数

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展开深入探讨。具体来看：

１．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产业发展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支撑，正所谓“乡村振兴，产业先行”［２３］。然而，我国部分农

村地区仍面临产业链条短、产品种类单一且附加值低、同质化严重、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

同时，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落后［２４］，农村发展资金缺乏［２５］，进一步制约了农村产业的可持续发

２３１

① 本次分析样本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西藏自治区数据。



展。在这一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凭借数字技术的赋能效应，不仅降低了金融服务的成本，还大

幅度提升了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可及性和覆盖率。其普惠性特征使农户能够更便捷地获得信

贷支持，提高乡村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增强金融服务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推动乡村产业转型

升级［２６］。此外，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的深度应用，不仅能够构建更加完善的乡村产业链，提高农业

生产效率和产品竞争力，还能为农村经济注入新动能，助推乡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

提供坚实的金融保障。

２．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生态宜居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然而，我国许多农村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基础设施

落后、资源利用效率低［２５］，在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诸多挑战。尤其环保项目建设进

展缓慢，使得农村居民在践行绿色生活理念和实施生态友好型生产方式时面临较大障碍。数字

普惠金融广泛应用为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为促进绿

色金融发展提供资源引导作用，引导资金流向绿色农业领域，为农村环保项目提供稳定的资金

支持。同时，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推动农业副产品的资源化利用，提高农业资源配置效率与利用

效率，减少对农村自然资源的浪费与过度开发，从而助力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赋能农村

地区的生态宜居建设［２７］。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还能够通过金融激励和数字化宣传等手段，

推动绿色发展理念在农村的普及，通过数字平台推广生态友好型农业模式，鼓励农村积极参与

生态宜居建设，使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这一过程将进一步推动生态农业、乡村旅游等绿色

产业发展，促进农村经济与生态保护协同并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发展新格局［２８］。

３．数字普惠金融改良乡村社会风气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乡村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文

化，同时也面临部分观念落后和不良社会风气的挑战。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有必要结合现代

化治理理念，引入先进思想与新观念，以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推动农村文明建设，促进乡村社会

的现代化转型。首先，数字普惠金融依托大数据技术，能够实时掌握农村居民及企业信用状况，

为信用体系建设提供数据支撑。这种信用监管体系不仅能够有效约束和规范居民及企业行为，

还能培育农村主体的诚信美德，改良农村社会风气［２９］，推动农村信用环境的改善。其次，数字普

惠金融的发展促进了农村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为教育贷款和教育基金的高效投放提供了有力

保障。通过提升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使其能够接触到更先进的知识体系与文化观念，不仅

有助于拓宽视 野，增 强 创 新 能 力，还 能 提 升 农 村 社 会 整 体 文 化 素 养，进 一 步 促 进 乡 风 文 明 建

设［３０］。再次，数字普惠金融还 为 乡 村 文 化 产 业 提 供 资 金 支 持，助 力 乡 村 文 化 资 源 的 有 效 配 置。

借助金融赋能，村民能够更好地参与文化产业的传承与发展，在产业创新与经营过程中接受优

秀文化的熏陶，进一步增强乡村社会的稳定性和凝聚力，推动乡村文化的繁荣发展［３１］。

综上，数字普惠金融不仅优化了农村信用体系，推动诚信社会建设，还促进了教育公平和文

化产业振兴，为乡风文明的塑造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推动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

积极作用。

４．数字普惠金融变革乡村治理体系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广泛应用正成为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

要动力。数字普惠金融依托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不仅推动农村地区加快数字化治理手段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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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还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向多元协同模式转型，提升乡村治理的精准性和效率。一方面，数字普

惠金融发展能够间接提高乡村数字基础设施资源的配置效率，有效拓宽农村地区的网络覆盖范

围、完善农村地区的信息系统，为数字化治理转型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３２］。借助数字技术，乡村

治理逐步由传统的人力管理模式向智能化、数据驱动型治理模式转变，从而提升乡村治理的科

学性与高效性。另一方面，资源配置效率高的农村地区往往具备更强的外部资源吸引力，通过

制度嵌入、行动嵌入、认知嵌入的方式［３３］，诱致乡村治理体系发生变革，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在制

度建设、技术应用等方面不断探索创新，更好地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要求。

综上，数字普惠金融的深入发展不仅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技术支撑，还增强了乡村资

源的优化配置能力，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的治理基础。

５．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农村居民生活富裕

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根本目标。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农户参与金融服务的门槛，扩大

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提高农户的金融素养，使农户能够更高效地利用金融工具管理资产、配置

资源，从而提高收入水平。以余额宝为代表的货币基金凭借便利的操作模式与稳定的收益，极

大地丰富了农民群体的投资方式，推动了农民从单一收入模式向多元化资产配置模式转变，优

化了农民收入结构［３４］。此外，互联网保险、期货等金融产品在农村经济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风

险分担功能，为农户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提供了有效保障，增强了农村产业的抗风险能

力，有利于农户实现长期持续经营［３５］，从而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在资源配置效率高的地区，数

字普惠金融的信用创造、要素集聚与风险管理功能能够得到更充分的发挥，进而更有力地支持

乡村产业发展、提升农户经济自主性，实现乡村振兴的长期可持续发展［３６］。

综上，数字普惠金融不仅提升了农民的金融参与度与理财能力，还为其提供了更稳定的收

入来源和更完善的风险保障体系，在推动了农村居民生活富裕的同时，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

支撑。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１：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及其五个子维度具有正向影响。

（二）资本配置效率在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

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于城乡要素的高效双向流动，而资源优化配置则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

前提［３７］。研究指出，有效的资源配置不仅能够显著缓解农业收入不平等和贫困问题，也能够推

动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３８］。作为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重要工具，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乡

村振兴的过程中，必然受到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在资源配置效率较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

能够更好地发挥融资支持和产业赋能作用。通过降低农户信贷约束，数字普惠金融为非农创业

提供了便捷的资金支持，推动了农村产业多元化发展。同时，它能够延长农业生产链，提升农村

产业链韧性，拓展农民的就近就业渠道［３９］。这一过程不仅促进了农村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还通过多渠道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民生福祉，最终实现生活富裕的目标。此外，资源配置效

率较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往往伴随着家

庭在教育、文化娱乐等方面支出的增加，这不仅提升了农村居民的文化素养，也有助于改善社会

风气，进一步推动乡风文明建设。同样，资源配置效率较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更容易深入农

村市场，推动数字技术的普及，提升居民与政府的数字素养。依托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政府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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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能够提升 乡 村 治 理 的 精 细 化 和 智 能 化 水 平，也 为 构 建 现 代 化 农 村 治 理 体 系 提 供 了 有 力

支撑。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说：

假说２：资本配置效率对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的作用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资本配置效

率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表现出非线性的影响。

进一步分析，在不同发 展 阶 段，数 字 普 惠 金 融 对 乡 村 振 兴 的 影 响 可 能 存 在 异 质 性［２２］，一 方

面，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门槛，提高了农村地区“长尾人群”对于金

融资源的可获得性，在金融排斥问题得到缓解后，农村地区金融生态体系将被重塑，居民对正规

信贷资金的需求会显著增加［４０］。随着金融服务的深化与普及，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基层建设、

促进乡村产业升级以 及 提 升 农 村 居 民 收 入 方 面 的 作 用 将 进 一 步 增 强，从 而 加 速 乡 村 振 兴 的 进

程；另一方面，当农村地区融资约束得到缓解后，乡村振兴的进一步推进可能会受到土地资源、

人力资本等因素制约。在此阶段，尽管数字普惠金融仍然能够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升

级等方式助力 乡 村 振 兴，但 其 边 际 影 响 可 能 有 所 减 弱。因 此，基 于 以 上 分 析，本 文 提 出 以 下

假说：

假说３：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达到一

定阈值后，其促进作用显著减弱。

三、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一）模型构建

１．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

为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本文设定如下模型：

Ｙｉｔ＝α０＋β０ＬＮＤＩＦｉｔ＋β１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μｉ＋λｔ＋εｉｔ （１）

其中，被解释变量Ｙｉｔ 代表乡村振兴指数及其５个子维度指标，ＬＮＤＩＦｉｔ 代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作为核心解释变量，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为控制变量，并进一步控制个体效应μｉ、时间效应λｔ，εｉｔ 表随

机误差。

２．资本配置效率的调节作用

为检验调节效应，设立以下方程：

Ｙｉｔ＝α１＋β２ＬＮＤＩＦｉｔ＋β３ＴＫＩｉｔ＋β４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ｔ＋β５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ｔ＋μｉ＋λｔ＋εｉｔ （２）

其中，ＴＫＩｉｔ 为资本错配指数，衡量资本配置效率；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ｔ 则是资本错配指数与数字普惠

金融指数的交互项，其余与前式相同。

３．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非线性影响

为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非线性影响，本文设立了如下公式：

Ｙｉｔ＝α２＋β６ＬＮＤＩＦｉｔ（ｑｉ≤γ）＋β７ＬＮＤＩＦｉｔ（ｑｉ＞γ）＋β８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ｔ＋μｉ＋λｔ＋εｉｔ （３）

上式中，被解释变量Ｙｉｔ 代表乡村振兴指数及其５个子维度指标，ｑｉ 代表门槛变量，γ代表未知的

门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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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的选取与来源

１．被解释变量

本文构建的乡村振兴指数（ＲＵＲＡＬ）包括，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五个维度，在借鉴了既有研究构建的指标体系基础上［４１－４３］，本文在产业兴旺维度加入了技

术保障和灌溉面积，在生态宜居维度重新加入了交通便利水平，在治理有效维度加入保障标准

和贫困情况。具体指标体系如表１所示。

表１　乡村振兴五个子维度指标体系

维度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 数据来源 计算公式

产业兴旺

生产效益 人均农林牧渔总产值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Ｌｎ（农林牧渔总产值／农村人口）

基础设施水平 农村人均用电量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Ｌｎ（农村用电量／农村人口）

机械化水平 亩均机械总动力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农业机械总动力／耕地面积

化肥施用量 亩均化肥使用量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化肥施用量／耕地面积

技术保障
农业技术人员占

农村居民之比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公有经 济 企 事 业 单 位 农 业 技 术

人员／农村人口

灌溉面积 人均灌溉面积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灌溉面积／农村人口

生态宜居

基础生活设施水平

无害化厕所普及率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

集中供水普及率 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集中供水乡／全部乡

医疗水平
每千农村人口乡镇

卫生院床位数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 　　　　／

交通便利水平 乡村铺装路占比 中国交通运输统计年鉴 有铺装路面（高级）／村道

有线电视覆盖率 农村有线电视覆盖率 中国社会统计年鉴 农村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

乡风文明

受教育程度 农村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小 学 学 历 人 数＊６＋初 中 学 历

人数＊９＋高 中 学 历 人 数＊１２＋

大专 以 上 学 历 人 数＊１６）／农 村

六岁以上人口数

文教娱乐支出水平
农村居民人均文化

教育娱乐支出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Ｌｎ（农村居民人均文化 教 育 娱 乐

支出）

义务教育水平 农村义务教育师生比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乡村义务 教 育 在 校 生／乡 村 义 务

教育老师

治理有效

保障标准 农村地区最低生活保障水平 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Ｌｎ（农村地区最低生活保障水平）

城乡融合度 城镇化率 中国统计年鉴 　　　　／

贫困情况 贫困发生率 云南调查年鉴 　　　　／

乡村发展规划 有规划的行政村占比 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

乡村整治
开展村庄整治的

行政村占比
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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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维度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 数据来源 计算公式

生活富裕

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居民收入比 中国统计年鉴
城镇居民 人 均 收 入／农 村 居 民 人

均收入

城乡消费差距 城乡居民消费比 中国统计年鉴
城镇居民 人 均 消 费／农 村 居 民 人

均消费

城乡养老金差距 城乡居民养老金之比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城镇职工 基 本 养 老 金 平 均 水 平／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的平均水平

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恩格尔系数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农村居民 食 品 支 出／农 村 居 民 消

费总支出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农村居民纯收入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Ｌｎ（农村居民纯收入）

农村居民住房状况
农村居民人均

住宅建筑面积
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

进一步，使用熵权ＴＯＰＳＩＳ法对上述数据进行权重计算，最终测算出各省的乡村振兴综合

指数（ＲＵＲＡＬ）。同时，根据各个子维度的数据，分别计算出产业兴旺指数（ＩＰ）、生态宜居指数

（ＥＩ）、乡风文明指数（ＲＣ）、治理有效指数（ＥＧ）和生活富裕指数（ＬＷ），以全面评估各省在乡村

振兴不同维度上的表现。

２．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ＬＮＤＩＦ），该数据选取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北京大学数

字普惠金融指数》［４４］并取对数。

３．控制变量

地区基础设施（ＴＲＡＮＳ）：用路网密度来衡量，即公路里程数与地区行政面积之比，该指标

用来反映交通设施的便利程度。老年抚养比（ＯＤＲ）：指老年人口占比。老龄化对乡村振兴具有

负面影响［４１］。对外开放水平（ＦＤＩ）：衡量外资占ＧＤＰ中的比重，对外开放水平对乡村振兴有两

个相反方向的影响［４５］：一方面，较高 的 对 外 开 放 水 平 可 能 导 致 农 村 地 区 人 口 向 城 镇 转 移，造 成

“空心化”问题；另一方面，较高的对外开放水平能够增加农民的务工收入，从而对乡村振兴产生

积极作用。财政支持（ＦＳ）：通过各省支农财政占比，反映各省市政府对乡村振兴的支 持 力 度。

产业结构（ＩＳ）：以 第 一 产 业 占 比 为 指 标，用 于 衡 量 农 村 地 区 的 发 展 状 况。固 定 资 产 投 资（ＩＮ－
ＶＥＳＴ）：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占ＧＤＰ比重，反映该省级行政区的投资力度。

４．调节变量

本文采用资本错配指数（ＴＫＩ）作为资源配置效率的衡量指标，并对我国３０个省级行政区

的资本和劳动错配指数进行测算，参考陈永伟、张军的研究方法［４６－４７］。首先，计 算 全 国２０００年

至２０１９年各省的固定资本存量，然后基于产出和劳动力投入估计出资本和劳动力产出弹性，进

而计算资本错配指数，以衡量各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

５．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大部分数据来源于官方统计资料，对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填补，鉴于《中国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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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统计年鉴》自２０１９年 后 未 再 公 布 各 省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价 格 指 数，为 保 证 数 据 的 完 整 性 和 一 致

性，本文数据截至２０１９年。表２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２　主要变量的基本统计特征

ＶａｒＮａｍｅ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Ｄ　 Ｍｉｎ　 Ｍｅｄｉａｎ　 Ｍａｘ

ＲＵＲＡＬ　 ２７０　 ３.５３７　２　 ０.２３６　６　 ２.４６５　９　 ３.５５９　０　 ４.０８０　４

ＩＰ　 ２７０　 ３.２９８　６　 ０.３４７　２　 ２.３２５　２　 ３.２９０　４　 ４.１８８　２

ＥＩ　 ２７０　 ３.８１４　３　 ０.３１３　５　 ２.６６０　４　 ３.８６１　１　 ４.５４２　８

ＲＣ　 ２７０　 ３.９７０　３　 ０.３４０　９　 １.９３４　９　 ４.００６　８　 ４.４６０　７

ＥＧ　 ２７０　 ３.６００　３　 ０.３５７　６　 ２.４１６　０　 ３.６７８　４　 ４.１６０　０

ＬＷ　 ２７０　 ３.７１８　２　 ０.３６４　２　 ２.５４０　９　 ３.６９２　６　 ４.５２７　２

ＬＮＤＩＦ　 ２７０　 ５.１５１　３　 ０.６７０　１　 ２.９０８　５　 ５.３６８　１　 ６.０１６　８

ＦＳ　 ２７０　 ０.１１４　０　 ０.０３１　９　 ０.０４１　１　 ０.１１４　３　 ０.１８９　７

ＩＳ　 ２７０　 ４６.３８４　７　 ９.６８０　９　 ２９.７００　０　 ４５.２９７　８　 ８３.５００　０

ＴＲＡＮＳ　 ２７０　 ０.９７１　１　 ０.５２７　４　 ０.０８９　３　 ０.９４５　１　 ２.２９６　９

ＩＮＶＥＳＴ　 ２７０　 ０.７９３　７　 ０.２５６　１　 ０.２１０　０　 ０.８１６　７　 １.４７９　５

ＯＤＲ　 ２７０　 １４.０９８　９　 ３.２００　３　 ８.９００　０　 １３.８３７　５　 ２３.８００　０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７０　 １０.８１６　４　 ０.４３５　０　 ９.７０５　８　 １０.７６７　６　 １１.８２８　６

ＦＤＩ　 ２７０　 ０.３６８　５　 ０.３６３　２　 ０.０４７　７　 ０.２０４　２　 １.７９１　５

ＴＫＩ　 ２７０　 ０．４８３　１　 ０．５０８　３　 ０．００２　８　 ０．４０４　９　 ３．８４５　３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如表３所示，模型（１）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系数为０．２４６，在１％的显著

性水平上为正，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提高１％，乡村振兴水平提高０．２４６％，这表明数字普惠

金融的发展能有效推动乡村振兴。模型（２）至（６）分别展示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五个子维度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数字普惠金融对

这五个维度均呈现正向作用，并且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促

进农村地区产业发展、改善生活环境、推动乡风文明、增强农村治理能力和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

平等方面，积极促进乡村振兴。这验证了假说１。

表３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回归估计结果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１）ＲＵＲＡＬ （２）ＩＰ （３）ＥＩ （４）ＲＣ （５）ＥＧ （６）ＬＷ

ＬＮＤＩＦ
０.２４６＊＊＊ ０.１６５＊＊＊ ０.３５９＊＊＊ ０.６３８＊＊＊ ０.４６７＊＊＊ ０.３８２＊＊＊

（６.３０） （３.１３） （５.８３） （８.２８） （５.７０） （６.９２）

ＦＳ　 １．１３５＊＊＊ １．７５９＊＊＊ １．６６９＊＊ ０．８４１　 ０．７７６　 １．４１３＊＊

（２．７２） （３．１２） （２．５４） （０．６５） （０．８９） （２．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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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１）ＲＵＲＡＬ （２）ＩＰ （３）ＥＩ （４）ＲＣ （５）ＥＧ （６）ＬＷ

Ｉ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１＊＊＊

（２.３４） （３.２０） （２.４９） （－０.４３） （３.３０） （－３.７０）

ＴＲＡＮＳ　 ０.００５　 ０.１１７ －０.１８９　 ０.０９２ －０.１０５ －０.０３６

（０.０６） （１.１０） （－１.５１） （０.３３） （－０.６３） （－０.３２）

ＩＮＶＥＳＴ －０.１０５＊＊＊ －０.１０１＊ －０.１８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７９ －０.０９６＊

（－２.６１） （－１.８６） （－２.９３） （０.１２） （－０.９４） （－１.７０）

ＯＤＲ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１＊＊＊

（－２.３８） （－０.６８） （－１.５２） （－０.６２） （－２.７４） （－５.６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０.８５７＊＊＊ ０.９８５＊＊＊ １.６３２＊＊＊ １.３９７＊ ０.３５６　 ０.０２５

（４.２８） （３.６３） （５.１５） （１.９１） （０.８５） （０.０９）

ＦＤＩ　 ０.００１ －０.０５５　 ０.００６　 ０.１６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２） （－１.０７） （０.１０） （１.４６） （－０.３３） （０.３８）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６.７００＊＊＊ －８.２５４＊＊＊ －１５.０５１＊＊＊ －１３.３３４＊＊＊ －２.４６１　 ２.５５２

（－３.２３） （－２.９３） （－４.５９） （－３.２５） （－０.５６） （０.８７）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Ｒ２　 ０．８１５　 ０．４４５　 ０．８５３　 ０．７８６　 ０．７７１　 ０．７７１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Ｄ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注：（）中为ｔ值，＊＊＊、＊＊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二）稳健性检验

１．内生性问题

由于数据测量的误差、遗漏变量等原因，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使用

工具变量法进行进一步回归。具体方法是构建所在省份与杭州市之间的加权平均距离与该省

份外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均值的交互项［４８］，并对该交互项取对数，作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工具变量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表４的回归结果表明，所选工具变量通过了

“不可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说明该工具变量是有效且合理的。在第二阶段回归中，从

模型（２）可以看出，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作用。进一步对乡村振兴的五

个子维度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如模型（３）至（７）所示，数字普惠金融的系数均为正，

且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地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程度均有正向影响。这一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假说１，即数字普惠金融能

够有效推动乡村振兴的各个方面。

９３１宋高燕：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资本配置效率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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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用工具变量法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进行回归估计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１）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ｇｅ

ＬＮＤＩＦ

（２）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ｔａｇｅ

ＲＵＲＡＬ

（３）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ｔａｇｅ

ＩＰ

（４）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ｔａｇｅ

ＥＩ

（５）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ｔａｇｅ

ＲＣ

（６）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ｔａｇｅ

ＥＧ

（７）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ｔａｇｅ

ＬＷ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２６.４６６＊＊＊

（－４９.３４）

ＬＮＤＩＦ　 ０.２６１＊＊＊ ０.２０５＊＊＊ ０.３７４＊＊＊ ０.５６７＊＊＊ ０.４６８＊＊＊ ０.３９３＊＊＊

（６.６１） （３.８４） （６.０１） （７.２８） （５.６６） （７.０３）

ＦＳ　 ０.７７３＊＊＊ １.０９７＊＊＊ １.６５５＊＊＊ １.６３０＊＊ １.０２６　 ０.７７３　 １.３８７＊＊

（３.７８） （２.７２） （３.０２） （２.５６） （１.２８） （０.９１） （２.４２）

Ｉ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１＊＊＊

（－３.１２） （２.３８） （３.２３） （２.５５） （－１.１２） （３.４１） （－３.８５）

ＴＲＡＮＳ －０.０６５＊ ０.００８　 ０.１２６ －０.１８６　 ０.０７７ －０.１０４ －０.０３４

（－１.６６） （０.１０） （１.２１） （－１.５４） （０.５１） （－０.６５） （－０.３１）

ＩＮＶＥＳＴ　 ０.０３６＊ －０.１０６＊＊＊ －０.１０５＊＊ －０.１８７＊＊＊ ０.０２２ －０.０７９ －０.０９７＊

（１.８４） （－２.７４） （－２.００） （－３.０６） （０.２８） （－０.９７） （－１.７７）

ＯＤ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１＊＊＊

（－０.２７） （－２.４２） （－０.６２） （－１.５４） （－１.０６） （－２.８３） （－５.８１）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０.０１６　 ０.８３７＊＊＊ ０.９２９＊＊＊ １.６１０＊＊＊ １.４９６＊＊＊ ０.３５４　 ０.０１１

（０.１６） （４.３０） （３.５２） （５.２４） （３.８９） （０.８７） （０.０４）

ＦＤＩ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５４　 ０．００７　 ０．１６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１

（１．１４） （０．０４） （－１．０８） （０．１２） （２．２３） （－０．３４） （０．４０）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ｃａｎｏｎ．２１９．７７９＊＊＊

ｃｏｒｒ．ＬＭ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０．０００］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２４３４．５７４

Ｗａｌｄ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１６．３８｝

Ｒ２ ０．８１５　 ０．４４３　 ０．８５３　 ０．７８６　 ０．７７１　 ０．７７１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Ｄ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注：（）中为ｔ值，＊＊＊、＊＊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中为ｐ值，｛｝中为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检验在

１０％水平上的临界值。

２．减少极端值

为减少极端值影响，本文进一步将变量进行１％的缩尾处理，以检验结论的稳健性。结果如表

５所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及其５个子维度的系数仍为正，且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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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稳健性检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１）ＲＵＲＡＬ （２）ＩＰ （３）ＥＩ （４）ＲＣ （５）ＥＧ （６）ＬＷ

ＬＮＤＩＦ　 ０.２２１＊＊＊ ０.１９３＊＊＊ ０.３７６＊＊＊ ０.５２６＊＊＊ ０.４６７＊＊＊ ０.３４０＊＊＊

（６.４８） （３.８５） （６.３９） （７.６９） （５.９５） （６.４２）

ＦＳ　 ０.８３１＊＊ １.６３０＊＊＊ １.６５０＊＊ ０.４６２　 ０.８２７　 １.３４５＊＊

（２.２０） （２.９３） （２.５３） （０.６１） （０.９５） （２.３０）

ＩＳ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９＊＊＊

（４.７９） （３.８１） （２.３３） （－０.７７） （３.７１） （－３.５３）

ＴＲＡＮＳ －０.０１１　 ０.１２７ －０.１２８　 ０.１２１ －０.０９３ －０.０２５

（－０.１６） （１.２４） （－１.０７） （０.８６） （－０.５８） （－０.２４）

ＩＮＶＥＳＴ －０.０９２＊＊＊ －０.１０１＊ －０.１５５＊＊ ０.０８９ －０.０７８ －０.０８４

（－２.６２） （－１.９６） （－２.５６） （１.２６） （－０.９６） （－１.５５）

ＯＤＲ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１＊＊＊

（－２.６９） （－０.７６） （－１.４６） （－１.０６） （－２.７６） （－５.７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０.７１９＊＊＊ ０.９３８＊＊＊ １.３１８＊＊＊ ０.７６３＊＊ ０.３６７ －０.０６５

（４.２６） （３.７７） （４.５２） （２.２５） （０.９４） （－０.２５）

ＦＤＩ －０.００６ －０.０４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８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４

（－０.１７） （－０.８５） （－０.３９） （１.２４） （－０.２１） （０.０８）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５.２３９＊＊＊ －７.８９１＊＊＊ －１１.８３８＊＊＊ －６.３３５＊ －２.６１２　 ３.６０６

（－２.９７） （－３.０４） （－３.８９） （－１.７９） （－０.６４） （１.３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Ｒ２　 ０．８３４　 ０．４５４　 ０．８５４　 ０．７９２　 ０．７７５　 ０．７６８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Ｄ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注：（）中为ｔ值，＊＊＊、＊＊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３．更换被解释变量

通过熵权法重新构建乡村振兴及其５个子维度的指标体，得到ＲＵＲＡＬ１、ＩＰ１、ＥＩ１、ＲＣ１、

ＥＧ１、ＬＷ１，并据此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关系进行稳健性检验。表６的回归结果表明，

数字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假说１。

表６　稳健性检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１）ＲＵＲＡＬ１ （２）ＩＰ１ （３）ＥＩ１ （４）ＲＣ１ （５）ＥＧ１ （６）ＬＷ１

ＬＮＤＩＦ　 ０.３６５＊＊＊ ０.１９８＊＊＊ ０.４０３＊＊＊ ０.７０９＊＊＊ ０.６８２＊＊＊ ０.４２６＊＊＊

（８.７７） （３.５８） （６.６０） （８.９４） （７.９２） （７.３９）

ＦＳ　 １．３８９＊＊＊ １．９５４＊＊＊ １．６１５＊＊ １．１０３　 １．０７７　 １．１４４＊

（３．１２） （３．３１） （２．４７） （１．３０） （１．１７） （１．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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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６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１）ＲＵＲＡＬ１ （２）ＩＰ１ （３）ＥＩ１ （４）ＲＣ１ （５）ＥＧ１ （６）ＬＷ１

Ｉ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０＊＊＊

（１.２４） （２.４８） （２.１４） （－１.９６） （２.６８） （－３.３２）

ＴＲＡＮＳ　 ０.０３４　 ０.１６６ －０.０８１　 ０.１０８ －０.１７０　 ０.０１０

（０.４０） （１.４８） （－０.６５） （０.６７） （－０.９７） （０.０９）

ＩＮＶＥＳＴ －０.０８６＊＊ －０.０４５ －０.１７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６９ －０.１１８＊＊

（－２.０２） （－０.７９） （－２.７８） （０.０１） （－０.７８） （－２.００）

ＯＤＲ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１＊＊＊

（－３.８８） （－１.１９） （－１.７８） （－１.４６） （－３.１８） （－５.５２）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１２０＊＊＊ １.０７０＊＊＊ １.５７８＊＊＊ １.５１６＊＊＊ ０.５２４　 ０.７６４＊＊

（５.２３） （３.７６） （５.０２） （３.７２） （１.１８） （２.５８）

ＦＤＩ　 ０.０１６ －０.０６９ －０.００２　 ０.１８９＊＊ －０.０３５　 ０.０５８

（０.４０） （－１.２８） （－０.０４） （２.４５） （－０.４２） （１.０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９.７５４＊＊＊ －９.２３５＊＊＊ －１４.６６８＊＊＊ －１４.６６５＊＊＊ －４.８８３ －５.３５９＊

（－４.４０） （－３.１４） （－４.５１） （－３.４７） （－１.０６） （－１.７５）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Ｒ２　 ０．８９１　 ０．５３０　 ０．８７０　 ０．７９４　 ０．８２３　 ０．８４７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Ｄ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注：（）中为ｔ值，＊＊＊、＊＊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三）资本配置效率的调节效应

首先对数字普惠金融指数（ＬＮＤＩＦ）与资本错配指数（ＴＫＩ）进行去中心化处理，然后得出

两者的交互项（ＩＮＴＥＲＡＣＴ）。回归结果如表７所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乡村振兴及其子维

度的主效应为正，而交互项的系数为负。这表明，资本错配对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的作

用具有削弱效应，即资本错配程度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及其子维度的正向影响越弱。

换言之，较低的资本配置率会降低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验证了假说２，即资本

错配会削弱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积极影响。

表７　调节效应模型回归结果估计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１）ＲＵＲＡＬ （２）ＩＰ （３）ＥＩ （４）ＲＣ （５）ＥＧ （６）ＬＷ

ＬＮＤＩＦ　 ０.１６６＊＊＊ ０.１２５＊＊ ０.２５５＊＊＊ ０.６４５＊＊＊ ０.３８３＊＊＊ ０.２８３＊＊＊

（４.５０） （２.２７） （４.１６） （８.２５） （４.５２） （５.２０）

ＴＫＩ　 ０.１１４＊＊＊ ０.０６７ －０.０１９　 ０.２８９＊＊＊ ０.０８３　 ０.０８２＊

（３.６２） （１.４２） （－０.３７） （４.３２） （１.１４） （１.７７）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０.１４１＊＊＊ －０.０７４＊＊ －０.１２１＊＊＊ －０.０９９＊＊ －０.１３５＊＊＊ －０.１５４＊＊＊

（－７.２６） （－２.５６） （－３.７５） （－２.４０） （－３.０２） （－５.３５）

２４１



续表７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１）ＲＵＲＡＬ （２）ＩＰ （３）ＥＩ （４）ＲＣ （５）ＥＧ （６）ＬＷ

ＦＳ　 １.０９７＊＊＊ １.７１７＊＊＊ ２.０２５＊＊＊ ０.１２３　 ０.８２７　 １.５１０＊＊＊

（２.８７） （３.０１） （３.１９） （０.１５） （０.９４） （２.６８）

Ｉ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０＊＊＊

（２.８９） （３.３４） （２.５４） （－０.７９） （３.４３） （－３.８３）

ＩＮＶＥＳＴ －０.０８８＊＊ －０.０９４＊ －０.１４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５７ －０.０６９

（－２.４１） （－１.７３） （－２.４１） （－０.２４） （－０.６８） （－１.２８）

ＴＲＡＮＳ －０.０４１　 ０.０９３ －０.２１４＊ ０.０３５ －０.１４５ －０.０８１

（－０.５７） （０.８７） （－１.８０） （０.２３） （－０.８８） （－０.７７）

ＯＤ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５＊＊＊

（－１.６４） （－０.４２） （０.０４） （－２.１８） （－２.０７） （－４.５７）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０.７５４＊＊＊ ０.９３０＊＊＊ １.５４１＊＊＊ １.３２９＊＊＊ ０.２５７ －０.０８８

（４.１８） （３.４５） （５.１４） （３.４７） （０.６２） （－０.３３）

ＦＤＩ －０.００１ －０.０５８　 ０.０４８　 ０.０８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４

（－０.０１） （－１.１１） （０.８２） （１.１７） （－０.２２） （０.６６）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５.３７６＊＊＊ －７.５６１＊＊＊ －１３.８５１＊＊＊ －１２.５２１＊＊＊ －１.１８３　 ４.０１３

（－２.８７） （－２.７０） （－４.４５） （－３.１５） （－０.２８） （１.４５）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Ｒ２　 ０．８５２　 ０．４６１　 ０．８７０　 ０．８０３　 ０．７８１　 ０．８０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Ｄ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注：（）中为ｔ值，＊＊＊、＊＊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四）门槛回归结果分析

１．门槛回归的检验

本文采取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自抽样法确定门槛数，并依次检验模型是否存在单一门槛、双重门

槛、三重门槛效应，表８报告了相应的Ｆ值与Ｐ值，结果显示，在５％的显著水平上，模型存在单

一门槛效应，同时也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是非线性

的，并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表９提供了具体的门槛值。

表８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门槛变量 Ｆ值 Ｐ值 １％临界值 ５％临界值 １０％临界值 抽样次数

单一门槛 ２５．４１＊＊ ０．０１０　０　 ２３．６４９　９　 １８．２７２　５　 １６．４７６　８　 ３００

双重门槛 ２４．０５＊＊ ０．０１３　３　 ２７．０７７　７　 １７．４４３　３　 １４．２４５　９　 ３００

三重门槛 １４．６２　 ０．３７６　７　 ６９．５０８　０　 ４６．２７８　０　 ３６．６０７　１　 ３００

　　注：＊＊ 为在５％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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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门槛估计结果

门槛变量 门槛估计值 ９５％置信区间

γ ３．４９８　６　 ３．３９５　２，３．９３１　４

γ ５．７６２　２　 ５．７３７　７，５．７６６　７

２．门槛回归结果

如表１０所示，当ＬＮＤＩＦ值低于第一门槛值３．４９８　６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

用最强，回归系数为０．４２０，并在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农

村居民获得金融服务的门槛，使更多农村地区受益，从而更有效地促进了乡村振兴。当ＬＮＤＩＦ
值超过第一门槛值３．４９８　６和第二门槛值５．７６２　２后，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逐步

下降，回归系数由０．４２０降至０．３６４。这一现象可能是由于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农村地区的

融资约束逐渐缓解，但与此同时，农地资源、人力资本等要素的约束开始显现，限制了数字普惠

金融对乡村振兴的进一步促进作用。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说３。

表１０　门槛模型回归结果估计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１１）ＲＵＲＡＬ

ＬＮＤＩＦ（ＬＮＤＩＦ≤３.４９８　６） ０.４２０＊＊＊

（７.４３）

ＬＮＤＩＦ（３.４９８　６＜ＬＮＤＩＦ≤５.７６２　２） ０.３７８＊＊＊

（７.６１）

ＬＮＤＩＦ（５.７６２　２≤ＬＮＤＩＦ） ０.３６４＊＊＊

（７.２８）

ＦＳ　 ０.７２２
（０.５２８）

Ｉ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ＴＲＡＮＳ　 ０.０４１
（０.０９１）

ＩＮＶＥＳＴ －０.０８７
（０.０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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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当前，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的深度融合推动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作为一种兼

具普惠性与可获得性的金融模式，数字普惠金融有效覆盖了长尾群体，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劲

动能。本文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结合本文构建的乡村振兴指标体系，从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子维度，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以

及五个子维度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本配置效率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调节作用。此外，

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并非呈现简单的线性

关系，而是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提高，其促进效应呈边际递减。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以进一步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

用：第一，统筹乡村振兴不同阶段的资源约束，优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规划。针对乡村振兴过程

中农地供给不足、人力资本短缺等瓶颈，政府应结合不同阶段的资源禀赋特征，制定科学合理的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规 划，确 保 其 规 模 适 度、发 展 均 衡。同 时，政 府 应 建 立 系 统 化 的 监 测 评 估 机

制，动态跟踪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农地与人力资本约束情况，预防因资源制约

导致的金融支持效能下降，确保数字普惠金融持续有效地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第二，提升乡村

资源配置效率，畅通城乡要素流动。资源配置效率是决定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充分发挥作用的重

要因素。政府应警惕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短缺对乡村振兴进程的掣肘作用，通过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定期开展农业技术、电商技术和金融知识普及培训，提升农村居民生产经营能力，

同时，需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向农村流动，促进城乡要素的双向流通，形成更加高效的资源配置体

系，从而增强乡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第三，加强农村金融素养建设，推动数字技术与乡村产

业深度融合。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村居民对金融产品

的认知度与使用意愿，提 升 其 金 融 素 养。特 别 是 应 借 助 数 字 金 融 手 段 提 升 农 村 居 民 的 数 字 技

能，使其能够更好地利用金融工具参与经济活动。此外，政府还应推动数字技术与地方特色产

业、支柱产业的深度融合，形成“数字＋农业”“数字＋旅游”等新兴业态，提升农村产业 的 竞 争

力，辐射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发展，最终实现农民增收与城乡共同繁荣。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受《中国价格统计年鉴》数据披露政策调整影响，２０１９年后省

级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缺失导致研究样本中断，使得本研究难以全面考察近年来政策演变

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关系的影响。未来研究可沿两个维度深化探索：其一，突破单一经

济效率维度的分析框架，融合社会学、信息科学等多学科理论范式拓展研究边界；其二，未来可

结合深度田野调查，获取县域或村级层面的微观主体行为数据，结合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运用

农户数字金融文本挖掘方法，解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多层级作用机制，以提升研究的

精准性和政策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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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徐雪，王永 瑜．中 国 乡 村 振 兴 水 平 测 度、区 域 差 异 分 解 及 动 态 演 进［Ｊ］．数 量 经 济 技 术 经 济 研 究，

２０２２（５）：６４－８３．
［４３］张旺，白永秀．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区域差异、分布动态演进及空间相关性研究［Ｊ］．数量经济技术经

济研究，２０２２（２）：８４－１０２．
［４４］郭峰，王靖一，王 芳，等．测 度 中 国 数 字 普 惠 金 融 发 展：指 数 编 制 与 空 间 特 征［Ｊ］．经 济 学（季 刊），

２０２０（４）：１４０１－１４１８．
［４５］蔡兴，蔡海 山，赵 家 章．金 融 发 展 对 乡 村 振 兴 发 展 影 响 的 实 证 研 究［Ｊ］．当 代 经 济 管 理，２０１９（８）：

９１－９７．
［４６］陈 永 伟，胡 伟 民．价 格 扭 曲、要 素 错 配 和 效 率 损 失：理 论 和 应 用［Ｊ］．经 济 学（季 刊），２０１１（４）：

７４１宋高燕：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资本配置效率视角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５年第３期

１４０１－１４２２．
［４７］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１９５２—２０００［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４（１０）：３５－４４．
［４８］张勋，杨桐，汪晨，等．数 字 金 融 发 展 与 居 民 消 费 增 长：理 论 与 中 国 实 践［Ｊ］．管 理 世 界，２０２０（１１）：

４８－６３．

（责任编辑　李汶卓，吴　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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