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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黄河流域城乡协调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有助于城乡协调发展.实证检验

了黄河流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体上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主

要表现在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方面,数字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门限检验发

现,黄河流域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限的非线性影响.只有当经济发展水平

高于某一阈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才更有效.为进一步缩小黄河流域城乡收入差距,最后提

出了加快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优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环境等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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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宁,天下平.”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黄河流

域城乡协调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2022年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

提出“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横

跨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流经四川、甘肃、内蒙古、青海、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和宁夏9个省区,区域经济发

展极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明显.2021年黄河流域9个省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2.49,与全国城乡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2.5)基本持平,而且各省城乡收入差距很不均衡,甘肃高达3.16,青海2.77,远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其具有

的覆盖面广、成本更低、更易到达长尾群体以及天生的普惠特性,将有助于降低金融服务门槛,打通金融服务

“最后一公里”,有助于提高低收入群体、广大农户和贫困地区居民收入.根据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

数据,黄河流域数字普惠金融近十年快速发展,2011-2020年黄河流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由最小值18.33上

升到347.80,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由1.96上升到331.70,使用深度由6.7上升到344.9,数字化程度由

39.01上升到453.70.那么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否缩小了黄河流域城乡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城

乡收入差距的机制和路径又是什么? 这些问题的研究将对推进黄河流域城乡协调发展,进而推进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学者较早就研究了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共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普惠金融出现之前.学者

研究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金融服务门槛较高,信贷约束,以及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金融服务在农

村地区存在明显的供给不足和金融排斥现象.城镇地区能获得更多的金融资本和服务,从而加大了城乡收入

差距.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发展,从而为农民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增加了农民收入,从而减

少了城乡收入差距.第二阶段是随着普惠金融的发展,多数学者研究认为普惠金融通过缓解金融约束、减少

贫困来促进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3].但同时发现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存在地区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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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原因在于普惠金融的可得性和服务门槛[4].第三阶段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降低

交易成本、促进信息交流,突破空间局限性,促使其在支付、保险和信贷方面向“长尾”客户延伸,出现如第三

方支付、数字保险、网络借贷等相关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学者研究普遍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缩小城乡收

入差距[5].但也有学者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存在以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和收入等方

面的门槛效应[6].
纵观学者的研究发现,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从金融到普惠金融再到数字普惠金融,研究一步一步

深入,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证据,但这些研究大都是针对全国数据,很少针对某一区域的研究.而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对黄河流域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有助于其区域协调发展,
从而为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进而推动其高质量发展中形成更加高效的城市化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1 机制分析与假设

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融合,提供包括信贷、转账、支付、保险与储蓄等内涵广泛的服

务,为无法获得和缺乏金融服务的群体提供适当、负责任、成本可负担及可持续的金融服务.数字普惠金融极

大改善了小微企业、低收入群体、身处偏远地区群体和农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数字普惠金融无需物理网点,
借助网络完成服务,减少中间环节,根据客户需求提供精准服务,从而大大降低获客成本、交易成本和搜寻成

本.从而降低了数字普惠金融服务门槛,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并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

展,提高收入水平.据此提出本文的假设1.
假设1 数字普惠金融从总体上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另一方面,衡量数字普惠金融的指标有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打通了

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满足那些因地理、条件、价格、市场定位等原因无法获得金融服务的农村群体和企

业的金融需求,扩大了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从而解决了金融供给的难题.但同时,由于农村居民和城市

居民存在教育程度、文化风俗、自身经济状况和消费习惯的差别,再加上农村居民对数字技术的掌握程度不

及城市居民,金融知识相对缺乏和对网络借贷的不信任等,在农村地区可能存在对金融服务“可得而不想要”
的现象,即“数字鸿沟”现象的存在.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 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收敛作用,但数字化程度可能加大城乡

收入差距.
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数字惠普金融在各地的落地也有差别.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由于配套设施、地

区政策、人们的观念等原因,对数字惠普金融的吸收可能不及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导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

地区,数字惠普金融的供给和需求越畅通,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越明显.
假设3 数字惠普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可能存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的非线性影响.

2 实证分析

2.1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文拟采用黄河流域9个省区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黄河流域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对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2.1.1 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ti,Y1)

国内学者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主要有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相比前两种表示方法,泰尔指数更加全面,不但能考虑人口基数的变化影响,而且对高

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收入的变化比较敏感.因此,本文参考李牧辰等[5]的做法选择泰尔指数作为黄河流域

城乡收入差距的度量指标.

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为:Y1=∑
2

i=1

Ii

Iln
(
Ii/Ni

I/N
),其中i=1表示城镇,i=2表示农村,I 为收入,N 为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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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lnifi,X1)
数字惠普金融指数选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2021年4月更新发布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

数(2011-2020)》第三期,指数的时间跨度为2011-2020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包括数字金融覆

盖广度(C)、数字金融使用深度(U)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D)3个一级指标.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主要用电子

账户数量衡量,体现数字普惠金融的触达能力.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主要有实际使用总量、活跃程度和使用力

度等.数字化程度反映了数字普惠金融的便利性和成本.本文对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了对数处理.
2.1.3 控制变量

参考文献[5]的做法,本文选择的控制变量有:
(1)城镇化率(urban,X2).城镇化率是用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表示,城镇化率越大,更多的农村人

口向城镇人口转化,而城镇拥有更多的生产资源、工作机会,使得转移的农村人口实现就业,从而提高了整体

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地区教育水平(edu,X3).用地区高校在校生人数与总人数之比表示.随着地区教育水平的提高,整体

收入水平提高.
(3)政府支出(cz,X4).用地区财政支出总额与GDP之比表示.政府支出的目标是促进经济发展,促进就

业,协调不同地区的均衡发展,从而对城乡城乡居民收入产生影响.
(4)对外开放水平(fdi,X5).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与GDP之比表示.其中FDI进行了单

位换算.引进外资有利于提高地区经济和技术发展,并能增加就业,提高整体收入水平.但利用外资通常是资

源环境更有优势的城镇地区,因此,更多地提高了城镇居民收入,从而有可能加大城乡收入差距.
(5)产业结构水平(is,X6).用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之比表示.第二、三产业比重越大,会有更

多的生产要素向这些产业的企业流动,而第二、三产业企业效率更高,对GDP的贡献也高于第一产业,随着

第二、三产业发展,农村劳动力会发生转移,流向收入高的产业,由此缩小收入差距.
(6)经济发展水平(lnrgdp,X7).本文用人均GDP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农

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机会越多,生产要素的流动更快,从而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降低城乡收入差距.本文

对人均GDP进行了对数处理.
2.2 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2.2.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黄河流域9个省区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个省公布的《金
融运行报告》以及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郭峰[7]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

表1.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1 Descriptivestatisticalresultsofvariables

变量 Mean SD Min p50 Max

Y1 0.120 0.030 0.060 0.110 0.210

X1 5.140 0.710 2.910 5.370 5.850

C 187.00 94.05 1.96 191.20 331.70

U 184.40 88.89 6.76 178.90 344.90

D 290.1 112.3 39.0 325.0 453.7

X2 0.530 0.070 0.370 0.530 0.670

变量 Mean SD Min p50 Max

X3 0.020 0.010 0.010 0.020 0.040

X4 0.660 1.030 0.010 0.220 4.440

X5 0.02000 0.05000 0.00002 0.00318 0.37000

X6 90.51 2.40 85.90 90.89 95.59

X7 10.70 1.39 7.78 10.79 13.98

Y2 2.870 0.390 2.160 2.830 3.830

  注:Y2 为城乡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gap).

2.2.2 模型设定

本文设定的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为:

Y1,it=αi+βiX1,it+β2X2,it+β3X3,it+β4X4,it+β5X5,it+β6X6,it+β7X7,it+μt+εit,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度,ε为随机扰动项,αi 为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μt 为不同个体的时

间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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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2.3.1 总体效应检验

以黄河流域城乡收入差距为被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解释变量,采用表2中随机效应(1)和固

定效应(2)模型,检验黄河流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检验结果如表2.
表2 总体效应回归结果

Tab.2 Regressionresultsofoveralleffect

变量 (1) (2)

X1 -0.0153***(0.00386) -0.0440*(0.0222)

X2 -0.194***(0.0518) -0.249***(0.0544)

X3 1.398***(0.404) 1.964***(0.397)

X4 0.00120(0.00337) -0.00125(0.00382)

X5 0.176***(0.0452) 0.142***(0.0461)

X6 -0.00272**(0.00120) -0.00236**(0.00117)

变量 (1) (2)

X7 0.0114***(0.00252) 0.0155***(0.00302)

Constant 0.385***(0.0949) 0.474***(0.1490)

Observations 90 90

R-squared 0.664

Numberofyear 10 10

  注:括号中是标准误差,***,**和*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1%,5%和10%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下同.

  进一步豪斯曼检验结果p 值接近于0,拒绝随机效应检验,接受固定效应检验结果.结果可以看出,数字

普惠金融X1 系数为-0.0440,且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普惠金融水平每提高1%,黄河流域城乡收

入差距对应的泰尔指数就缩小0.044%.可见,提高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可以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控

制变量中,城镇化水平X2 和产业结构水平X6 的系数分别为-0.249,-0.00236,分别在1%和5%水平上

显著为负,说明随着黄河流域城镇化水平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都做出了贡献.政府

支出水平X4 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说明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较弱.教育水平X3、实际利用外资水平

X5、经济发展水平X7 对泰尔指数的系数显著为正,这可能是因为黄河流域流经的省区大都是教育、经济发

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发展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这与文献[6]的研究结果一致.
2.3.2 分指标检验结果

为了更加深入说明黄河流域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一步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一级

指标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固定效应回归,检验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城乡收入

差距的影响.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检验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都显著为负,覆盖广

度主要指数字普惠金融不受地域限制,客户触达能力较广,用电子账户数量进行衡量,覆盖广度系数为

-0.00171,说明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每增长一个单位,城乡收入差距缩小0.00171个单位.而使用深度主

要指电子账户交易量、使用人数和交易金额,其系数为-0.000573,说明使用深度每提高一个单位,城乡收

入差距缩小0.000573个单位.而且,覆盖广度的系数绝对值大于使用深度系数的绝对值.这说明数字普惠金

融的可触达性在农村地区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折.而城镇地区本身早已接触开通,所以能缩小城乡收入差

距.但农村居民电子账户交易数量相对城镇地区还是有限的.同时发现,数字化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

响为正,且不显著,数字化程度主要反映普惠金融的门槛和便利性,说明数字化程度会扩大收入差距,但
效果较弱,这也与文献[5]的研究结果一致.该结果与假设2一致.这也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而

言,实现了“普”,但“惠”还有很大空间.这可能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人们的消费习惯、接受程度都有一定

关系.
2.3.3 门限效应检验

考虑到数字普惠金融在黄河流域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接下来进一步建立关于

二者的门限效应进行检验.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限变量,设定门限模型为:

Y1,it=δi+θ1X1,it·I(X7,it ⩽γ1)+θ2X1,it·I(γ1 <lnX7,it ⩽γ2)+
θ3X1,it·I(X7,it >γ2)+θXit+ηit,

其中Y1是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X1为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X7为门限变量,I(·)为示性函

数,满足括号内条件时取值为1,否则为0.Xit 为控制变量的集合,γ 为门限值.

95第5期          任经辉:黄河流域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分别进行了单一门限,双重门限和三重门限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3 分指标回归结果

Tab.3 Regressionresultsofsub-index

变量 覆盖广度 使用深度 数字化程度

C -0.00171***(0.000339)

U -0.000573***(0.000114)

D 0.000151(0.000104)

Controls yes yes yes

Constant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90 90 90

R-squared 0.737 0.737 0.656

Numberofyear 10 10 10

表4 门限效应检验

Tab.4 Thresholdeffecttest

门限数量 F 统计量 P 值 10% 5% 1%

单门限 26.05*** 0.0000 11.5906 13.4261 16.4492

双门限 9.70** 0.0233 7.7859 8.5793 11.0800

三门限 6.82 0.6567 23.8501 28.4200 38.4214

  由门限检验结果得知,将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限变量,单个阈值在1%水平上显著,5%显著水平下双重

阈值显著,但是三重阈值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非

线性关系,存在双重门限效应.
  由门限值估计结果(表5),经济发展水平

的单一门限估计值为9.7973,双重门限估计

值为11.1312,这两个数值将数字普惠金融对

黄河流域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划分为3个区间,
分别为:X1(X7⩽9.7973),X1(9.7973<X7⩽
11.1312),X1(X7>11.1312).

表5 门限值估计结果

Tab.5 Thresholdestimationresults

门限值 95%的置信区间

9.7973 [9.4088,9.8195]

11.1312 [11.0488,11.1492]

  由门限回归结果(表6)可以知道,当人均GDP小于门限值9.7973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

影响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为0.05229,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每增加1%,黄河流域城乡收入差

距就扩大0.0005229%.当经济发展水平在9.7973和11.1312之间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

响系数为-0.0574843,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提高数字普惠金融水平,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当
经济发展水平跨过门限值11.1312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为-0.0607511,在1%水

平上显著,且0.0607511>0.0574843,说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数字惠普金融缩小城乡收入

差距的效应增大.该结论与假设3一致.随着当地经济发展,农村居民接受教育机会、就业机会等都会增加,
从而收入增加,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表6 门限回归的估计结果

Tab.6 Estimatedresultsofthresholdregression

变量 系数

X1(X7<γ1) 0.05229**(0.0214871)

X1(γ1<X7<γ2) -0.0574843***(0.0211797)

X1(X7>γ2) -0.0607511***(0.0208957)

Controls yes

变量 系数

Constant yes

Observations 90

R-squared 0.5884

Numberofyea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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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稳健性检验

参考学者的做法,用城乡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gap,Y2)代替表示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进行

随机效应(1)和固定效应(2)检验,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7 Robustnesstestresults

变量 X1 Controls Constant Observations R-squared Numberofyear

(1)Y2 -0.222***(0.0538) yes yes 90 10

(2)Y2 -0.594*(0.307) yes yes 90 0.574 10

  由表7可知,检验结果支持数字惠普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缩小作用,与被解释变量是泰尔指数

检验的结果一致.说明黄河流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具有显著效应.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借助2011-2020年黄河流域9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

距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发现:黄河流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总体上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数字普惠金

融分指标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收敛效应,数字化程度有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趋势.进一步

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存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限的非线性效应.只有当经济

发展水平高于某一阈值时,数字普惠金融才显著收敛城乡收入差距,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收敛效果越显著.
据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加快普惠金融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未来金融发展的主流趋势.黄河流域流经区域大多经济发展滞

后,金融资源利用效率低,金融供给和需求不足,发展数字惠普金融可以使流域内更多的小微企业、农户和偏

远地区的群体享受到便利低成本的金融服务,有利于企业的创新发展,有利于贫困群体收入的提高,有利于

当地经济增长,从而推动黄河流域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促使城乡协调高质量发展.
(2)优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环境.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应对黄河流域贫困偏远地区加

大投资,提升网络技术,同时设法提高农户和贫困群体的教育水平,加强金融知识、互联网知识的普及,减弱

“金融鸿沟”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监管部门要加大对金融风险的管理,避免金融风险对这些弱势群体造成

不必要的损失,提高居民对数字普惠金融的信心,从而使得便利低成本的金融服务对这些贫困群体不但是

“可得”的而且是“想要”的.
(3)多渠道提高黄河流域经济发展水平.通过促进优势产业发展,引进投资项目,创新发展方式等多渠道

发展黄河流域经济,使不同的地区都能快速跨越经济发展水平门槛,提高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吸收能力,使得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惠及更多群体,提升更多群体的收入,从而加快流域内城乡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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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mpiricalstudyontheimpactofdigitalinclusivefinance
onurban-ruralincomegapintheYellowRiverbasin

RenJinghui

(InstituteofIntelligentSocialIssues,HenanInstituteofTechnology,Xinxiang453003,China)

Abstract:Asanimportantnationalstrategy,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urban-ruralareasintheYellowRiverbasin
isthekeytohigh-qualitydevelopment.Narrowingtheincomegapofurban-ruralareasisconducivetotheircoordinateddevelop-
ment.Thispaperempiricallyexaminestheimpactofdigitalinclusivefinancedevelopmentontheurban-ruralincomegapinthe
YellowRiverbasin.Theresultsshowthatdigitalinclusivefinancereducestheurban-ruralincomegaponthewhole,mainlyin
thecoverageanddepthofdigitalinclusivefinance.However,toacertainextent,thedegreeofdigitalizationexpandstheurban-
ruralincomegap.FurtherthresholdtestshowsthattheimpactofdigitalinclusivefinanceintheYellowRiverbasinontheur-
ban-ruralincomegapisnonlinearwiththelevelofeconomicdevelopmentasthethreshold.Onlywhenthelevelofeconomicde-
velopmentisaboveacertainthreshold,theimpactofdigitalinclusivefinanceonnarrowingtheurban-ruralincomegapismore
effective.Inordertofurthernarrowtheincomegap,somerelevantsuggestionsonhowtoacceleratethedevelopmentofdigital
inclusivefinanceandoptimizeitsdevelopmentenvironmentarefinallyputforward.

Keywords:YellowRiverbasin;digitalinclusivefinance;urban-ruralincome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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