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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中国农村发展的不平衡性仍是一个重大问题，而金融在现代经济中扮

演着关键角色，负责资金的积累、融通和分配。珠三角地区经济较为成熟，农村

经济稳定，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福利影响提供了良好基础。基于 2022

年 8月至 2024年 4月在珠三角地区的 1890份农户调查数据，本文结合 Sen的可

持续发展理论和功能活动理论，构建了涵盖经济条件、社会保障、基层治理、就

业机会和主观感受的农户家庭福利指标体系，并通过熵值法进行量化分析，探讨

数字普惠金融对珠三角地区农户家庭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

融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农户家庭的经济条件、社会保障、基层治理、就业机会和主

观感受；（2）农户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接受度和使用程度受教育水平、信息获取

渠道、技术接入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户，数字金融的接

受度和使用频率显著更高；（3）数字普惠金融的有效推进不仅改善了农户的福

利状况，还增强了农户在经济活动中的参与感和满意度。鉴于此，为进一步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福利的促进作用，可采取以下措施：（1）资金方面：

加大农村地区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的资金投入；（2）技术方面：加强农村信息

化基础设施的建设；（3）人才方面：加强数字普惠金融人才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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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研究背景

在全球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有机结合、共同推动数字普惠金融蓬勃发展的大

潮中，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该战略

目标要求进一步强化农户的获得感、幸福感，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加速乡村产业

转型升级。而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金融创新的重要形式，其独特优势在于能够渗透

至传统金融难以覆盖的农村偏远地区，为农户家庭带来前所未有的金融便利，对

于提升农户家庭福利、助力乡村振兴具有深远意义。珠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

发展的重要引擎，凭借其坚实的经济基础、卓越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繁荣的金融市

场，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探究珠三角地区数字

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福利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图 1 2011-2020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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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意义

在理论意义上，研究聚焦于珠三角地区农户家庭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接受度和

使用效果的调研，不仅能够填补现有数字普惠金融理论体系中关于农户家庭接受

度及使用效果的空白，还能为学术界提供新的分析视角和实证数据支持；在现实

意义上，研究为后续数字普惠金融在其他地区的推广有着宝贵的借鉴意义，为政

府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有助于数字普惠金融政策的精准落地和有

效实施，从而切实提高农户家庭的获得感和满足感。

图 2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家庭福利的关系

（二）研究进展

1．数字普惠金融

首先，从概念界定来看。数字普惠金融是指依托先进的数字技术，以高效、

经济且负责任的方式，为传统金融服务难以覆盖的群体（包括农户、小微企业、

低收入人群等）提供可持续的金融服务，从而有效回应金融排斥的挑战，促进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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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源的更公平分配和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何培培，2024）。其次，从指标测度

来看。在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福利的影响时，本文构建了一个综合性的

指标体系，该体系涵盖了经济条件、工作机会、社会保障、基层治理以及主观感

受五个关键维度。最后，从影响因素来看。随着国家扶贫政策的持续推进，农户

在社会保障和基层治理方面的基本需求得到了较好的满足，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在

这两个领域的边际效应相对较弱。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家庭中劳动力占比较高的

农户而言，数字普惠金融的积极作用尤为突出，不仅促进了家庭成员的就业和收

入增长，还显著提升了其整体家庭福利水平。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金融领域的新兴

模式，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李恒和殷志高， 2023），助推居民消费结构升

级（安强身等，2023），促进乡村振兴（孟维福等，2023），使金融资源有效分

配，实现社会整体收入分配公平（梁榜，2022）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广度和深度

的影响。

2．农户家庭福利

首先，从概念来看。农户家庭福利是指农民家庭在经济、社会保障、生活条

件等多个维度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它不仅涵盖了家庭的经济状况和财产状况，

还包括医疗、养老、教育等关键领域的社会保障覆盖情况。生活条件方面则考察

了住房质量、基础设施以及生活便利性（王钢，2024）。在珠三角地区，经济发

展推动了农村居民对金融服务的多样化需求。其次，从指标测度来看。为了更好

地对农户家庭福利进行研究，学界中部分学者选择了农户的经济状况、居住条件、

生活环境、社会保障、社会交往和社会机会等 6个方面以此测度农户家庭福利变

化情况（朱纪广等，2024）。最后，从影响因素来看。农户家庭福利不仅包括经

济收入和生活条件的改善，还涉及通过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来满足其金融需求。这

种金融服务的增强有助于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从而为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支持，提升农户的综合福利水平，包括经济稳定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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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和社会保障。

二、调研实施

（一）调研安排

珠三角地区经济活跃，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农户家庭福利水平差异显著，

故调研地点选定在珠三角，具体包括广州、佛山、东莞、肇庆、惠州、江门、湛

江、中山、珠海等城市的农村地区，为调研提供了丰富的样本和数据支持。调研

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发放问卷；线上主要通过问卷星平台发放问卷，发放

时期为 2022年 8月到 2024年 4月；线下发放问卷及访谈的时期为 2022年 8月

17日在肇庆市，2024年 3月 22-24日在佛山市，2024年 3月 29日、2024年 4

月 1日在广州市，共收回有效问卷 189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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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调研流程

通过收集珠三角地区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现状数据，获取农户在物质和精

神层面的福利状况；用收集到的数据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福利的影响，

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在提升农户收入、改善生活条件、增加金融资源获取等方面

的具体作用；最终，基于调研结果，为政府、金融机构和社会组织提供促进数字

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以进一步提升农户家庭福利，从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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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问卷设计

（二）调研总结

基于回收的珠三角农户的调查数据，充分证明了数字普惠金融在提升农户家

庭福利方面的积极作用。我们不难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金融创新与科技融合

的典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刻改变着农村地区的金融生态，对提升农户家

庭福利产生了显著且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一发现不仅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模式的

可行性与有效性，更为未来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指明了方向。但除此之外也不难

看出调研地区农户金融素养不足、接受能力不行、对银行国家贷款依赖性较低、

当地银行等正规金融贷款普及度有限的情况，加之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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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推广和服务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未来，应继续加大数字普

惠金融的宣传、推广力度，优化金融服务体系，为农户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金

融服务，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户家庭福利的提升。

三、指标构建与模型设定

（一）指标构建

本文深入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参与度与农户家庭福利水平之间的关联性。农

户家庭福利水平这一核心变量，通过多维度指标进行综合衡量，涵盖了经济条件、

社会保障、工作机会、基层治理以及主观感受等方面。而数字普惠金融参与度，

作为解释变量，通过农户家庭是否使用第三方支付和互联网借贷服务来定义，参

与则赋值为 1，未参与为 0。为了确保研究的全面性和准确性，本文还纳入了一

系列控制变量，以期更精准地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福利水平的潜在影响。

根据实践调查与问卷结果设计变量以及各项目权重如表 1所示。

表 1 农户家庭功能性活动及福利各指标权重

功能性活动 指标 指标赋值 指标属性 权重

经济条件

家庭总资产 A 调查值取对数 正向 0.025

家庭年均收入 B 调查值取对数 正向 0.005

家庭年均支出 C 调查值取对数 正向 0.016

社会保障

新型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 D
缴纳：1

未缴纳：0
正向 0.114

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保险 E
缴纳：1

未缴纳：0
正向 0.036

工作机会

现任或曾任村干部 F
是：1
否：2

正向 0.077

家庭主要

收入来源 G
务农收入: 1
务工收入: 2

正向 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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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商收入: 3

基层治理

政治身份 H

中共党员：1
群众：2

其他党派：3
民主党派：4
共青团员：5

正向 0.119

家庭农用地

总面积 I
调查值 正向 0.426

主观感受

对目前经济形势

的乐观度 J

1-5 分，分数越

高表示乐观度越

低

负向 0.029

对目前就业形势

的乐观度 K

1-5 分，分数越

高表示乐观度越

低

负向 0.030

对个人发展前景

的乐观度 L

1-5 分，分数越

高表示乐观度越

低

负向 0.031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属性 指标 指标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农户家庭

福利水平指数
计算值 0.202 0.069 0.032 0.58

解释变量

参与数字普惠金融

参与第三方支

付/参与互联网

借贷：1，反

之：0

0.874 0.332 0 1

参与第三方支付
是：1
否：0

0.866 0.341 0 1

参与互联网借贷
是：1
否：0

0.169 0.375 0 1

控制变量

户主层面

性别
男：1
女：2

1.411 0.492 1 2

年龄 调查值 42.374 12.615 15 91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1
初中：2
高中：3
大专：4

3.166 1.201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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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及以上：5

户主婚姻状况

未婚：1
已婚：2
离异：3
丧偶：4

1.905 0.421 1 4

政治身份

中共党员：1
群众：2

其他党派：3
民主党派：4
共青团员：5

2.124 1.29 1 5

银行卡绑定比例 调查值 0.552 0.38 0 1

家庭层面

家庭成员数 调查值 5.1 2.043 1 35
家庭年均总收入 调查值 13.825 102.556 0 3960
家庭总资产 调查值 37.538 248.737 -6 10000
家庭总负债 调查值 10.4 35.701 0 1100

拥有自有住房
是：1
否：2

1.159 0.368 1 2

是否连接宽带
是：1
否：2

1.085 0.278 1 2

家庭礼金

人情往来支出
调查值 0.949 1.205 0 18

被解释变量农户家庭福利水平指数均值为 0.202，标准差为 0.069，显示出农

户家庭福利在样本中存在着一定差异。解释变量中，参与数字普惠金融和参与第

三方支付的均值较高，表明大部分农户家庭都参与第三方支付，初步揭示了数字

普惠金融在农户家庭的广泛应用可能对提升家庭福利水平具有积极作用。而农户

家庭中参与互联网借贷的均值仅为 0.169，说明参与度较低，标准差为 0.375也

表明农户家庭在互联网借贷的行为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一）模型设定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采用了最小二乘估计方法，并应用了异方差稳健标

准误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是否能够提升农户家庭福利水平，构建回归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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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 = β0 + β1 x1 + β2 controli + μi + εi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yi 表示 i农户家庭福利水平，解释变量x1表示 i农户家庭

参与数字普惠金融，controli表示影响农户家庭福利水平的控制变量，β0为常数

项，β1 、β2 分别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待估系数，μi为区县固定效应、εi为随

机扰动项。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1．回归结果

在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福利的影响时，本文根据所得数据分析来揭

示不同因素的作用。以下表 3根据上文模型以参与数字普惠金融、性别、年龄、

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成员数、是否拥有自有住房、是否连接宽带、参与第

三方支付和参与互联网借贷在内的多个变量，展示了它们与农户家庭福利之间的

关系。每个变量的系数和统计显著性水平揭示了它们对福利水平的潜在影响。

表 3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福利影响回归结果

(1) (2) (3) (4)

Score Score Score Score

参与数字普惠金融 0.0425
***

0.0415
***

(0.00469) (0.00566)

性别 0.0192
***

0.0188
***

0.0178
***

(0.00317) (0.00317) (0.0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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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0.000684
***

-0.000710
***

-0.000815
***

(0.000164) (0.000165) (0.000165)

文化程度 -0.00612
***

-0.00607
***

-0.00570
***

(0.00151) (0.00151) (0.00157)

婚姻状况 -0.0243
***

-0.0240
***

-0.0208
***

(0.00440) (0.00442) (0.00450)

家庭人员数 0.00158
**

0.00158
*

0.000935

(0.000792) (0.000805) (0.000860)

是否拥有自有住房 0.0106
**

0.0107
**

0.0115
**

(0.00432) (0.00432) (0.00457)

是否连接宽带 -0.00115 -0.000724 -0.000610

(0.00511) (0.00517) (0.00523)

参与第三方

支付
0.0371

***

(0.00551)

参与互联网

借贷
0.0205

***

(0.00462)

_cons 0.165
***

0.214
***

0.219
***

0.251
***

(0.00438) (0.0163) (0.0164) (0.0158)

N 1890 1872 1872 1772

R
2

0.042 0.111 0.105 0.066

注：以上*、**、 ***分别代表了 10%、5%、1%的显著性，括号内为标准差。

根据上图结果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参与显著提升了农户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年龄、教育程度和婚姻状态对家庭福利产生负面影响。年长农户面临更多生活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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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和经济压力；高教育水平的农户可能因为期望与现实不符而感到不满；离婚的

农户由于独自承担家庭经济压力，福利水平下降。家庭规模、自有住房、第三方

支付和互联网借贷对家庭福利具有积极影响，有助于提高效率、增加安全感、提

供金融包容性，促进家庭消费和投资行为的多样化，进一步提升农户家庭福利。

2．稳健性检验

在探讨家庭礼金人情往来支出的影响时，本文借鉴了孙永苑等学者(2016)的

研究框架，将家庭礼金支出细分为正常支出与非正常支出两类。正常支出通常反

映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结构，与社交网络的构建和维护关系不大；而非正常支出则

专门用于社交关系的建立与维护。为确保研究的稳健性，采用了孙永苑等学者的

方法，特别聚焦于用于社交网络构建的礼金支出，并将其作为替代机制变量进行

分析。

表 4 家庭礼金人情往来支出稳健性分析

(1)

家庭礼金人情往来年均支出

参与数字普惠金融 0.954***

(0.0311)

_cons 0

var(e.家庭礼金人情往来年均支出) 1.543***

(0.0515)

N 1797

R2

注：以上*、**、 ***分别代表了 10%、5%、1%的显著性，括号内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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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呈现了使用替代机制变量后的实证分析结果，这些结果进一步支持了的

核心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拓展社会网络，有效缓解收入不确定性对居民

消费行为的抑制作用，从而提升家庭的经济韧性。

3．异质性分析

在考量农户家庭福利水平的影响因素时，人口年龄结构扮演着关键角色。具

体而言，家庭中 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较高，且在缺乏相应社会保障（如退休

养老金）的情况下，可能导致劳动力短缺，加重养老负担，从而拉低家庭福利水

平。同样，16岁以下儿童占比过大，意味着家庭可能面临劳动力不足与教育支

出增加的双重压力，对家庭福利构成挑战。鉴于此，本研究选取农户家庭的人口

年龄结构作为异质性分析的切入点，相关结果详列于表 5。

表 5 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异质性分析

(1) (2) (3) (4)

60 岁以上占比

大

60 岁以上占比

小

16 岁以下占比

大

16 岁以下占比

小

main

参与数字普惠金

融
-0.0158 0.0200

***
-0.00733 0.0598

***

(0.0211) (0.00189) (0.0241) (0.00314)

var(e.岁以上占

比)
0.0526*** 0.00311***

(0.00245) (0.000141)

var(e.岁以下占

比)
0.0623

***
0.00801

***

(0.00284) (0.000372)

N 918 972 962 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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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2

注：以上*、**、 ***分别代表了 10%、5%、1%的显著性，括号内为标准差。

分析显示，样本中 60岁以上人口平均占比为 18.5%，16岁以下儿童平均占

比为 24%。基于这些平均值，本文将 60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18.5%定义为老年

人口比例较高，其余年龄结构分类依此类推。研究结果与预期一致，表明参与数

字普惠金融对劳动力年龄人口比例较高的家庭（即 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小和 16

岁以下儿童占比小的家庭）的福利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即其边际效用更为突出。

通过分析，本文得以从人口年龄结构的角度，更深入地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

家庭类型福利水平的影响，为精准施策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持。

（二）机制分析

结合表 6与上文回归模型结果，本文对家庭经济状况对影响农村家庭对数字

普惠金融的参与程度进行机制分析。

表 6 基于家庭经济状况的机制分析

(1) (2) (3) (4) (5) (6)

家庭总资产

多

家庭总资

产少

家庭年收

入多

家庭年收

入少

家庭总负

债多

家庭总负

债少

main

参与数字

普惠金融
112.5*** -1.692** 43.40*** 0.133 -23.45** 0.951***

(27.77) (0.738) (11.89) (0.256) (11.69) (0.0563)

var(e.家庭

总资产)
270622.8*** 79.38***

(18608.4) (2.938)

var(e.家庭

年总收入)
47822.0*** 9.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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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2.3) (0.359)

var(e.家庭

总负债)
4846.7*** 3.854***

(364.3) (0.146)

N 423 1460 407 1478 354 1392

R2

注：以上*、**、 ***分别代表了 10%、5%、1%的显著性，括号内为标准差。

第一，家庭总资产对参与数字普惠金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总资产越多，

表明其拥有的可支配收入越高，这为家庭提供了足够的财务缓冲，承担起数字金

融产品带来的初期投资与学习成本，同时也增强抵御潜在风险的能力。数字普惠

金融对他们来说不仅是金融创新的体现，更是实现财富增值、优化资源配置的重

要途径，因此这类家庭更愿意主动了解并参与到数字普惠金融的各项服务中。第

二，家庭总收入的增加反而与参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倾向呈负相关。随着家庭总收

入的增加，调研地区部分高收入家庭已能通过传统的金融渠道满足自身金融需求，

因此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新增需求相对减少。此外，高收入家庭可能更注重资金管

理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对新兴的数字金融产品持谨慎态度。第三，家庭负债增加，

农村居民参与数字普惠金融的意愿下降。高负债农村居民家庭面临更大的经济压

力，对任何可能增加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因素都具有较高敏感性。虽然数字普惠金

融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体验，但由于他们在心理上持保守和谨慎态度，他们往往

会更追求经济稳定与安全，在选择金融服务时，更愿意选择流程完善、风险较低

的传统金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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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旨在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珠三角地区农户家庭福利的提升。通

过对农户的问卷调查，本文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提高农户家庭福利方面发挥了显

著作用。具体来说，使用第三方支付和网络借贷对农户的资金获取和经营能力的

提升效果明显，尤其在缓解资金短缺和增强自主创业能力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

经济效应最为突出，它显著提高了农户的经济条件和工作机会，尤其是在促进创

业和推动新兴行业发展方面表现显著。尽管社会保障和基层治理方面的改善较为

明显，但数字普惠金融的贡献相对较小。特别地，在劳动力人口占比较高的家庭

中，数字普惠金融的福利提升作用尤为显著，因为它有助于增加非农收入来源，

推动经济活动多样化和农业现代化转型。总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不仅支持了农

户的创业和就业，还增强了其经济活力和风险抵御能力，从而促进了整体福利水

平的提升。

（二）对策建议

1.资金方面：加大在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方面的资金投入。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支持农村金融发展，这些政策

明确提出要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金融服务的投入。因此，政府可以通过设立专

项资金、提供税收优惠和补贴等措施，鼓励金融机构和科技公司参与农村数字化

征信体系建设及普惠金融服务的推广；针对农村不同季节和不同时期的经济活动，

可以推出低息贷款、小额信贷和创业资助等金融产品，满足农村居民的多样化需

求。同时，加强政策引导和资金监管，确保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和透明度，以推动

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些对策不仅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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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的深入发展。

2.技术方面：加强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加大了对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的投入，包括通信基

站、光纤网络和移动网络的建设，特别是在“宽带中国”战略和“互联网+”行动计

划的推进下，农村网络覆盖和速度显著提升。5G技术的推广为农村地区带来了

更高的网络带宽和更稳定的连接质量，支持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金融服

务中的应用，为数字普惠金融的顺利推广提供了坚实的网络基础。然而，不同地

区之间的网络覆盖仍存在不平衡，一些偏远和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网络基础设

施较为薄弱，制约了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普及。部分农村地区的网络设备和服务

设施相对落后，影响了数字金融服务的使用体验和效率。因此需要从以下两个方

面入手：一方面扩大网络覆盖，加大对农村地区网络基础设施的投入，提高互联

网的覆盖率和稳定性；另一方面，提供设备支持，帮助农村居民获得必要的数字

设备，如智能手机或电脑，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

3.人才方面：加强数字普惠金融人才队伍建设。

随着珠三角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的兴起，《金融支持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意见》强调了对金融人才队伍的培养。珠三角农村地区在转型过程

中，对数字金融专业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确保这一领域人才的素质和数量，成

为推动区域金融服务现代化的关键。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实施，可以从一下方

面着手提升人才素质。首先，通过系统化的教育与培训来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素

养，以确保金融从业人员掌握必需的数字金融知识和技术。其次，建立有效的人

才引进与激励机制，通过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环境和设立专项奖励，吸引和留住

优秀人才。这些措施有助于全面提升珠三角农村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人才的素质

和能力，推动该地区金融服务的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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