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ergence and Transfer of Wealth 财富涌现与流转, 2019, 9(1), 1-9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19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etw 
https://doi.org/10.12677/etw.2019.91001   

文章引用: 林柳彤, 蓝裕平. 对中国金融排斥程度和主要因素的实证研究[J]. 财富涌现与流转, 2019, 9(1): 1-9.  
DOI: 10.12677/etw.2019.91001 

 
 

The Empirical Study on the Degree and Main 
Factors of Financial Exclusion in China 

Liutong Lin, Yuping L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Facult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Zhuhai Guangdong 

 
 
Received: Jun. 6th, 2019; accepted: Jun. 20th, 2019; published: Jun. 28th, 2019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quantitative analysis to construct financial exclusion index from the four dimen-
sions of use, convenience, availability and penetration of financial services, and finds that there 
are provincial differences in China. Next, the measurement model is constructed by Eviews6.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vel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and the educa-
tion level of residents have an impact on financial exclusion.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
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government, the countermeasure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hina's fi-
nancial exclusion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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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运用定量分析从金融服务的使用性、便捷性、可得性和渗透性四个维度构建金融排斥指数，发现金

融排斥在中国存在省际差异。同时，通过Eviews6构建计量模型，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水平、人均可支配

收入、居民受教育程度对金融排斥有影响。最后，从金融机构和政府的角度提出破解中国金融排斥问题

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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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金融排斥即 Financial Exclusion，目前国际上还没有明确的定义，但大部分专家认为金融排斥是指有

金融服务需求的人在顺畅地获得金融产品方面有障碍的情况。为了缓解金融排斥现象，中国于 2006 年第

一次引入了普惠金融的概念，在时隔 10 年后，又审议通过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 年)》，

提出了提高落后地区金融服务覆盖率的发展方针。普惠金融涵盖范围较广，金融排斥是导致普惠金融难

以顺利实施的一个关键因素，目前，中国的普惠金融政策处于实施初期，较少文献涉及到普惠金融发展

过程中金融排斥改善情况的研究。因此，研究金融排斥问题有利于了解普惠金融发展规划的实施效果，

对切实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效率具有现实意义。 

2. 文献综述 

Leyshorn 和 Thrift (1993)最早提出了金融排斥的概念，该概念认为金融排斥是指某些社会阶层被阻碍

获取金融服务的方式[1]。但仅限于对地理排斥方面的研究。随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尝试从新的角

度对金融排斥问题进行分析，Kempson 和 Whyley (1999)通过对文化和制度的分析，认为金融排斥包括地

理排斥、评估排斥、价格排斥、条件排斥、自我排斥和营销排斥六个维度[2]。Helen Russell (2011)通过对

爱尔兰家庭的实证研究，发现没有银行活期存款账户的爱尔兰家庭高达 20%，他们都背负着高额的负债

[3]。虽然国外对金融排斥问题的研究比较丰富和深刻，在研究方法上值得借鉴学习，但是由于中国与外

国国情的不同，对于国内的研究缺乏参考性。国内金融排斥的研究仅处于萌芽阶段。对于金融排斥问题

的现状，最早引入这个概念的学者是胡鞍钢和周立(2002)，他们认为欠发达地区产生金融排斥问题的原因

是信息不对称以及可抵押物欠缺等多种因素导致的金融资产在不同地区产生差异[4]；姚宏伟(2015)认为

金融排斥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中国存在的金融排斥问题主要分为两类，包括农村金融排斥和小微企业金

融排斥[5]；李春宵和贾金荣(2012)通过人类发展指数的计算方法来构建各省区的金融排斥指数，研究发

现中国各省区的金融排斥差异大、跨度明显[6]。对于金融排斥产生的原因，杨德勇、田园(2013)使用主

成分分析法和多元回归模型对中国四大经济区域产生金融排斥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7]；陈思(2013)运用

多种计量模型对中国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进行研究，认为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具有地区差异，且造成金

融排斥的原因包括经济、文化因素[8]。对于破解金融排斥的对策，许圣道和田霖(2008)提出了单一农村

金融结构的特征，即农村地区主要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只有农信社，并从政府、银行和农民本身的角度

出发，提出了解决金融排斥问题的对策[9]；高慧(2017)借鉴了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做法，从

金融的需求者、供给者和政府三个方面提出破解中国金融排斥问题的新思路[10]。 

3. 理论与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根据 Kempson 和 Whyley 提出的“六维度法”进行精简和改良为四个更切合时代背景的维

度，包括使用性、便捷性、可得性、渗透性，借鉴人类发展指数的计算方法计算出 2015~2017 年各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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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金融排斥指数，接着通过 2017 年的金融排斥指数对中国产生金融排斥的原因进行实证研究，最后从

金融机构和政府两个角度提出对策。 

3.1. 金融排斥指数的构建维度 

目前，国际上较为通用的做法是“六维度法”，但是指标具有重复性和主观性，因此，笔者将六个

维度精简为使用性、便捷性、可得性、渗透性四个维度，结合国际上的通行做法，用银行作为基础的金

融服务机构，采用其各项指标来代表。指标的选取符合计量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知识，既能全面地覆盖指

标的衡量内容，也能使衡量各个维度的指标数据易于获取和量化，计算方法如表 1 所示。 
 
Table 1. Metrics of financial exclusion index 
表 1. 金融排斥指数的衡量指标 

维度 名称 指标 计算说明 

维度一 使用性 
人均存款余额 地区本外币存款余额/地区人口数量 

人均贷款余额 地区本外币贷款余额/地区人口数量 

维度二 便捷性 
每万平方千米的金融机构网点数量 金融机构网点数量/地区面积*10,000 

每万平方千米的金融从业人员数量 金融从业人员数量/地区面积*10,000 

维度三 可得性 
每万个人可得的金融机构网点数量 金融机构网点数量/地区人口数量*10,000 

每万个人可得的金融从业人员数量 金融从业人员数量/地区人口数量*10,000 

维度四 渗透性 
地区存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比值 地区本外币存款余额/地区生产总值 

地区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比值 地区本外币贷款余额/地区生产总值 

3.2. 金融排斥指数的计算方法 

本文通过借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来确定各个省区的金融排斥指数，这在研究金

融排斥问题上是国际上比较认可的做法。同时也对它的计算过程做了一定的修改：金融排斥指数是通过

搜集中国 31 个省区的样本数据来确定各个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而不是官方确定好的数值。最终，

金融排斥指数的计算公式为式(1)： 

( ) ( ) ( )22 2
1 1 2 2

2 2 2
1 2

IFE n n

n

w D w D w D

w w w

− + − + + −
=

+ + +





                          (1) 

其中，IFE (Financial Exclusion Index)为金融排斥指数；Dn 是衡量金融排斥指数的各个指标；Wn 是衡量每

个维度中各个指标所占的权重。再通过各个指标实际值与理想值的差距的测算来确定各个省区的金融排

斥指数，取值范围是 0 ≤ IFE ≤ 1，金融排斥指数越大，表明该地区的排斥性越强，排斥金融排斥指数越

小，表明该地区的排斥性越弱。本文总共选取了 8 个衡量指标，因此 n 的取值为 1 ≤ n ≤ 8，n 为自然数。

Dn 与 Wn 的具体计算方法如式(2)和式(3)： 

n n
n n

n n

X m
D w

M m
−

=
−

                                       (2) 

Xn 代表各个指标样本的实际值，Mn 代表该指标在 31 个省区中的最小值，Mn 代表该指标在 31 个省

区中的最大值。Dn 的取值范围是 0 ≤ Dn ≤ wn，Dn 均为正向指标。因此，当 Dn 的计算结果越小时，表明

该指标在该省区的得分越低，金融排斥程度越严重；相反地，当 Dn 的计算结果越大时，表明该指标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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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越高，该地区的金融排斥程度较轻。 

1

n
n n

n

CV
w

CV
=
∑

                                        (3) 

其中， nCV 表示该指标的变异系数。笔者认为本文中四个维度都能很好地衡量金融排斥的程度，因此赋

予每个维度相同的权重，但在同一维度中，不同的评价指标对该维度的解释力度是不同的，因此本文采

用变异系数法来确定各个指标的相对权重。当 nw 的计算结果越大时，表明该指标对这一维度的解释力度

越大。变异系数的计算公式如式(4)： 

n
n

n

S
CV

X
=                                           (4) 

其中， nS 是各个指标的标准差， nX 是该指标的平均值。 

4. 数据收集与分析 

4.1. 省区金融排斥程度的比较 

依据表 1 的指标顺序，得出 2015~2017 年各个指标的计算结果，即表 2。计算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

源于《中国统计年鉴》、Wind 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 
 
Table 2. Statistical value of 2015~2017 financial exclusion index 
表 2. 2015~2017 年金融排斥指数的统计值 

年份 名称 
使用性(万元) 便捷性(个/万平方千米) 可得性(个/万人) 渗透性(比值) 

D1 D2 D3 D4 D5 D6 D7 D8 

2015 

平均值 128.828 88.702 779.763 16,670.852 1.697 29.405 22.464 16.122 

标准差 129.676 62.363 1202.684 33,674.095 0.282 9.112 10.474 4.769 

变异系数 1.007 0.703 1.542 2.020 0.166 0.310 0.466 0.296 

权重 0.589 0.411 0.433 0.567 0.349 0.651 0.612 0.388 

2016 

平均值 142.348 99.345 782.376 16,952.714 1.724 30.011 23.443 17.103 

标准差 137.645 67.090 1179.506 33,908.929 0.314 9.187 9.973 5.001 

变异系数 0.967 0.675 1.508 2.000 0.182 0.306 0.425 0.292 

权重 0.589 0.411 0.430 0.570 0.373 0.627 0.593 0.407 

2017 

平均值 153.991 111.255 796.497 17,193.664 1.716 30.231 23.638 17.937 

标准差 145.516 73.813 1226.835 34,329.664 0.296 9.242 9.501 5.464 

变异系数 0.945 0.663 1.540 1.997 0.173 0.306 0.402 0.305 

权重 0.588 0.412 0.435 0.565 0.361 0.639 0.569 0.431 

 
将中国金融排斥的程度划分为五个等级：当 0 ≤ IFE ≤ 0.4 时，表明该省区的金融排斥程度极低；当

0.4 ≤ IFE ≤ 0.7 时，表明该省区的金融排斥程度较低；当 0.7 ≤ IFE ≤ 0.8 时，表明该省区金融排斥程度处

于中等水平；当 0.8 ≤ IFE ≤ 0.9 时，表明该省区的金融排斥程度较高；当 0.9 ≤ IFE ≤ 1 时，则说明该省区

的金融排斥程度极高。最后得出各个省区 2015 年~2017 年的金融排斥指数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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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Financial exclusion index of 31 provinces and regions in 2015~2017 
表 3. 2015~2017 年 31 个省区的金融排斥指数 

IFE 2015 2016 2017 平均值 排斥程度 

北京 0.392 0.295 0.305 0.331 极低 

天津 0.693 0.623 0.629 0.648 低 

河北 0.922 0.886 0.881 0.896 高 

山西 0.848 0.785 0.806 0.813 高 

内蒙古 0.917 0.842 0.825 0.861 高 

辽宁 0.838 0.718 0.727 0.761 中等 

吉林 0.899 0.834 0.827 0.853 高 

黑龙江 0.914 0.866 0.875 0.885 高 

上海 0.311 0.279 0.275 0.288 极低 

江苏 0.821 0.781 0.776 0.792 中等 

浙江 0.736 0.663 0.675 0.691 低 

安徽 0.933 0.914 0.917 0.921 极高 

福建 0.860 0.826 0.838 0.842 高 

江西 0.941 0.902 0.904 0.916 极高 

山东 0.929 0.886 0.895 0.903 极高 

河南 0.958 0.923 0.912 0.931 极高 

湖北 0.938 0.918 0.922 0.926 极高 

湖南 0.983 0.950 0.952 0.962 极高 

广东 0.788 0.762 0.769 0.773 中等 

广西 0.967 0.943 0.951 0.954 极高 

海南 0.855 0.816 0.812 0.828 高 

重庆 0.869 0.860 0.868 0.866 高 

四川 0.885 0.846 0.855 0.862 高 

贵州 0.933 0.894 0.897 0.908 极高 

云南 0.940 0.936 0.944 0.940 极高 

西藏 0.829 0.748 0.736 0.771 中等 

陕西 0.902 0.846 0.858 0.869 高 

甘肃 0.868 0.817 0.815 0.833 高 

青海 0.832 0.772 0.784 0.796 中等 

宁夏 0.854 0.800 0.806 0.820 高 

新疆 0.890 0.862 0.867 0.873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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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Financial exclusion in the four major economic regions 
表 4. 四大经济区域的金融排斥程度 

排斥程度 极低 低 中等 高 极高 IFE ≥ 0.8 的占比(%) 

东部 2 2 2 3 1 40.000 

中部 0 0 0 1 5 100.000 

西部 0 0 2 7 3 83.333 

东北 0 0 1 2 0 66.667 

 
中国金融排斥程度极低的省份只有北京和上海，排斥指数的得分处于 0.8~1 的位置的省份占了一半

左右，金融排斥最严重的是湖南省；由表 4 可知，按划分的四个经济区域来看，有 3 个区域 IFE ≥ 0.8 的

占比超过一半，东部地区的占比仅有 40%，金融排斥程度最低，其中，金融排斥指数得分较低的北京、

天津、上海、浙江均在东部地区；占比位居第二的是东北地区；而西部地区的占比位居第三，金融排斥

程度极高的省区有广西、贵州、云南，均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而中部地区占比高达 100%。 

4.2. 实证分析 

4.2.1. 影响因素的选择 
本节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7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Wind 数据库以及表 3 计算所得的金融排

斥指数，并通过量纲归一化处理后如表 5 所示。 
 
Table 5.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inancial exclusion 
表 5. 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 

地区 IFE 指数 金融发展水平 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业发展水平 受教育程度 

北京 0.9608 0.1908 0.0143 0.0298 0.0102 

天津 0.6616 0.1234 0.0304 0.0281 0.0210 

河北 0.4861 0.0716 0.3067 0.0241 0.0294 

山西 0.5592 0.0681 0.1544 0.0265 0.0269 

内蒙古 0.5180 0.0874 0.3416 0.0239 0.0275 

辽宁 0.6914 0.0928 0.2709 0.0263 0.0242 

吉林 0.4768 0.0712 0.2443 0.0246 0.0276 

黑龙江 0.4698 0.0707 0.6215 0.0246 0.0292 

上海 0.8439 0.1966 0.0121 0.0285 0.0092 

江苏 0.4647 0.1167 0.1570 0.0240 0.0259 

浙江 0.6697 0.1402 0.1245 0.0223 0.0225 

安徽 0.4908 0.0729 0.3186 0.0215 0.0306 

福建 0.5009 0.1002 0.2294 0.0219 0.0279 

江西 0.4847 0.0734 0.3058 0.0214 0.0301 

山东 0.3781 0.0898 0.2218 0.0231 0.0298 

河南 0.3650 0.0672 0.3097 0.0234 0.0304 

湖北 0.4267 0.0792 0.3316 0.0232 0.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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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湖南 0.3584 0.0770 0.2948 0.0239 0.0317 

广东 0.5346 0.1100 0.1342 0.0253 0.0256 

广西 0.4788 0.0663 0.5180 0.0224 0.0317 

海南 0.7233 0.0752 0.7192 0.0253 0.0271 

重庆 0.5625 0.0805 0.2190 0.0216 0.0289 

四川 0.5076 0.0686 0.3842 0.0200 0.0285 

贵州 0.5813 0.0557 0.5003 0.0189 0.0299 

云南 0.6082 0.0612 0.4760 0.0185 0.0315 

西藏 0.9988 0.0515 0.3120 0.0103 0.0245 

陕西 0.4745 0.0688 0.2651 0.0232 0.0286 

甘肃 0.9155 0.0534 0.3842 0.0199 0.0272 

青海 0.9306 0.0633 0.3028 0.0167 0.0261 

宁夏 0.7182 0.0685 0.2426 0.0224 0.0269 

新疆 0.6047 0.0666 0.4754 0.0226 0.0289 

 

金融发展水平：采用各省区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该地区的金融发展水

平。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经济也一般较为发达，由于金融机构追求利益最大化，因此经济发达的

省区金融排斥指数也较低。 
人均可支配收入：各个省区的收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金融排斥的程度，当居民的收入增多时，

便会寻求金融服务等更高层次的金融产品；相反，低收入人群可以享受到的金融服务更少，金融排斥程

度较为严重。 
农业发展水平：采用各个省区第一产业总产值占地区生产比重的比值来衡量每个地方的农业发展

水平。如果一个地区的农业发展水平较高，也能间接地反映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比重较少，说明该地区的工业化水平较低。即一个地区的农业发展水平越高，该地区的金融排斥程度

越高。 
受教育程度：采用各个省区初中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占六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来衡量该地区的受教育

程度。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地区，该地区的人群能更好地理解金融产品，金融排斥程度也会更低。 

4.2.2. 模型的选择 
综合多个参考文献和本文四个维度，最终选择的模型如式(5)： 

1 2 3 4IFE FIN INC AGR EDUi i i i i ic β β β β µ= + + + + +                         (5) 

其中，IFE 为金融排斥指数，FIN 为金融发展水平，INC 为人均可支配收入，AGR 为农业发展水平，EDU
为受教育程度，c、β1、β2、β3、β4 为系数，μi 为随机扰动项，i 代表中国 31 个省区，取值范围为 1,2,3, ,31i =  ，

i 为自然数。 

4.2.3. 回归结果与分析 
运用 Eviews6 对模型进行计量回归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农业发展水平的参数估计值未能通过 t

检验，解释变量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通过逐步回归法将变量分别导入，在剔除农业发展水平的

变量后，所有变量均显著。从表 7 的回归结果来看，模型整体上通过了 5%显著性水平下的检验，调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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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决系数 R2 较高，模型拟合较好，中国金融排斥指数的变化情况的 95.22%可被选取的影响因素解释；

各个变量均通过 5%的显著性检验，金融发展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受教育程度与金融排斥指数呈负相

关关系。由于选取的数据是截面数据，需要对模型进行异方差检验，由表 8 知，P 值 0.0784 > 0.05，通过

了 5%显著性水平的检验，因此拒绝模型存在异方差的假设，模型的估计是有效的，最终表达式如式(6)。 

IFE 0.04491 0.0145FIN 0.0948INC 0.2522EDUi i i i= − − −                        (6) 

 
Table 6. Quantitative regression results 
表 6. 计量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误 t 值 P 值 

c 0.0439 0.0020 22.4236 0.0000 

FINi −0.0147 0.0014 −10.5145 0.0000 

INCi −0.0854 0.0111 −7.6603 0.0000 

AGRi 0.0026 0.0018 1.4444 0.1605 

EDUi −0.2674 0.0869 −3.0775 0.0049 

R2 = 0.9584 2 0.9520R =  F 值 = 149.8781 显著性水平 0.0000 

 
Table 7. Final regression result 
表 7. 最终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误 t 值 P 值 

c 0.04491 0.0019 24.1141 0.0000 

FINi −0.0145 0.00014 −10.2270 0.0000 

INCi −0.0948 0.0093 −10.2424 0.0000 

EDUi −0.2522 0.0880 −2.8665 0.0079 

R2 = 0.9551 2 0.9501R =  F 值 = 191.4383 显著性水平 0.0000 

 
Table 8. White test result 
表 8. 怀特检验结果 

名称 F-statistic Prob.F(9,21) Obs*R-squared Prob.Chi-Square(9) 

结果 2.0937 0.0784 14.6609 0.1007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第一，中国的金融排斥程度总体上比较严重，从 2015~2017 年的数据来看，这三年金融排斥指数的

平均值都偏高；第二，中国的金融排斥程度存在省际差异和区域差异，从金融排斥指数平均值最低的 0.288
到最高的 0.962，各个省区间的指数得分跨度大。从四大经济区域来看，金融排斥指数较低的都集中在东

部地区；第三，造成中国金融排斥差异的原因是多样化的，中部和东北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较低，西部

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各个省区受教育的程度差别较小，但是西藏、青海等地

明显偏低，因此要降低西部地区辍学率；而中部地区 IFE ≥ 0.8 的占比要高于西部地区的原因可能是西部

地区有国家政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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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对策建议 

首先，金融机构要提高自身金融服务的供给性，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认真践行支农政策，在边远地

区增设营业网点；其次，金融机构的形式应更加多样化，除银行外，还应该涵盖互联网金融、信托和保

险等。政府要营造良好的普惠金融发展环境，第一，要避免“一刀切”的政策，因地制宜发展金融产业，

金融排斥程度极高的地区，要采取宽松的金融政策，确保基础的金融服务水平提升上来；金融排斥程度

较低的地区则要聚焦创新前沿的金融领域，推进金融服务由增量导向转向提质导向。第二，未来金融产

品势必呈现精细化的发展趋势，受教育水平低的人更容易被排斥在外，因此要注重普及金融知识，加大

新兴金融产品的宣传力度。第三，由于偏远地区的信用记录存在缺失，降低了金融机构对农村地区放贷

的积极性，政府应该完善信用体系的建设。 

致  谢 

四年的本科学习即将画上句号，在此期间，老师、朋友和父母给予了我莫大的鼓励和支持，让我在

这一段求学生涯里既充满干劲，又走得踏实。首先，感谢我的导师蓝裕平教授对我论文修改上的悉心指

导，让我对论文的写作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其次，感谢我的朋友对我的帮助，让我在学习交流中不断

进步；同时，感谢我的父母一直以来对我生活的照顾和学业的理解，是你们的爱与包容让我成长。 

参考文献 
[1] Leyshorn, A. and Thrift, N. (1993)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UK Financial Services in the 1990s. Journal of Rural Stu-

dies, 21, 223-241. https://doi.org/10.1016/0743-0167(93)90068-U 
[2] Kempson, E. and Whyley, C. (1999) Kept out or Opted out. Policy Press, Bristol. 
[3] Russell, H., Maitre, B. and Donnelly, N. (2011) Financial Exclusion and Over-Indebtedness in Irish Household. Eco-

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13, 23-28. 
[4] 周立, 胡鞍钢. 中国金融发展的地区差距状况分析(1978-1999)[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17(2): 

60-74. 
[5] 姚宏伟. 普惠金融发展中的金融排斥问题探析[J]. 南方金融, 2015, 2(5): 26-71.  

[6] 李春霄, 贾金荣. 我国金融排斥程度研究——基于金融排斥指数的构建与测算[J]. 当代经济科学, 2012, 5(2): 
126-154. 

[7] 杨德勇, 田园. 区域差异视角下我国金融排斥的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四大经济区域的划分[J]. 北京工

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12(6): 133-162. 

[8] 陈思. 普惠金融背景下我国农村金融排斥问题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重庆: 西南大学, 2013.  

[9] 许圣道, 田霖. 我国农村地区金融排斥研究[J]. 金融研究, 2008, 3(7): 113-145.  

[10] 高慧.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中的金融排斥问题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7. 
 
 
 

 

知网检索的两种方式： 

1. 打开知网页面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WWJD 
下拉列表框选择：[ISSN]，输入期刊 ISSN：2165-638X，即可查询 

2. 打开知网首页 http://cnki.net/ 
左侧“国际文献总库”进入，输入文章标题，即可查询 

投稿请点击：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期刊邮箱：etw@hanspub.org 

https://doi.org/10.12677/etw.2019.91001
https://doi.org/10.1016/0743-0167(93)90068-U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WWJD
http://cnki.net/
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mailto:etw@hanspub.org

	The Empirical Study on the Degree and Main Factors of Financial Exclusion in China
	Abstract
	Keywords
	对中国金融排斥程度和主要因素的实证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1. 引言
	2. 文献综述
	3. 理论与研究方法
	3.1. 金融排斥指数的构建维度
	3.2. 金融排斥指数的计算方法

	4. 数据收集与分析
	4.1. 省区金融排斥程度的比较
	4.2. 实证分析
	4.2.1. 影响因素的选择
	4.2.2. 模型的选择
	4.2.3. 回归结果与分析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5.2. 对策建议

	致  谢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