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续发展, 2023, 13(6), 1838-1848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sd 
https://doi.org/10.12677/sd.2023.136209   

文章引用: 彭宁.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J]. 可持续发展, 2023, 13(6): 1838-1848.  
DOI: 10.12677/sd.2023.136209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

影响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彭  宁 

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2023年10月3日；录用日期：2023年11月3日；发布日期：2023年11月10日 

 
 

 
摘  要 

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率不断上升，与之相对的财政收入却在持续下降，地方政府财政压力

不断加重。伴随当代计算机技术的前进和新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给地

方政府官员解决财政压力提供了新的思路。因此，本文基于我国2011~2021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

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回归与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路径，

检验结果表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这种增加包括数字普惠金融

的直接传导效应，也包括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所引发的中介效应。研究结论为我国

地方政府解决财政困境提供了新路径和新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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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fiscal deficit ratio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has been rising, but the rela-
tive fiscal revenue has been declining, and the financial pressure of local governments is increas-
ing. With the advance of contemporary computer technology and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In-
ternet technology since the new century,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as provided 
a new idea for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solve the financial pressur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31 provinces (cities, autonomous region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1, 
and uses panel data regression and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s to test the impact path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local government fiscal revenue in China.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gital 
pratt & whitney financial development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local government revenue, 
the increase including the direct transmission effect of digital pratt & whitney financial, including 
through 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o increase local fiscal revenue caused by the inter-
mediary effect. The conclusion provides a new path and a new countermeasure for the local gov-
ernment to solve the financial dil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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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方财政收入，是指地方政府为履行其行政职责、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

等需要，而筹集的财政资金的总和，地方财政收入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从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以来，各行各业过的都很艰辛，工厂无法开工，工人无法到厂，地方政府为了不让企业破产，为了不让

当地经济长期持续低迷，不得不扶持那些即将破产的企业，因为更多的企业破产也就代表着失业率的上

升，这是国家和政府都不愿看到的局面。因此，在此期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出现了疲软现象，财政可

持续性遭受严峻的考验。地方财政赤字问题一直都是当地政府的一大难题，收不抵支让当地政府面临着

巨大财政压力。因此，寻找更好的路径来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已是迫在眉睫。 
数字普惠金融的迅猛发展对财政问题的解决有了新的参考。数字普惠金融是基于普惠金融而发

展来的，在普惠金融基础上，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以扩宽普惠金融的服务范围，提高

其可触达性，降低普惠金融服务的成本。“数字”为服务手段，“普惠”强调金融市场主体“金

融”为服务内容。在 2011~2020 年期间，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势头迅猛，覆盖的服务区域越来越

多；涵盖的人群也越来越多；业务领域从传统金融服务的可得性拓展至泛金融服务的获得便利性

[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2]，更是在缓解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缩小城乡收入

差距、优化小微企业融资渠道、促进大众创新创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3] [4] [5]。由此可见，数

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有着促进作用，高质量的经济发展能改善政府赤字困境，增加地方政府

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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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内涵及影响因素 

2016年召开的G20 峰会通过了《G20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原则中明确定义了“数字普惠金融”：

通过互联网技术手段进行电子化交易和常规银行交易，这些交易包括传统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各个方面，

比如储蓄、贷款、证券、保险、理财等。数字普惠金融是让每个人都能公平的享受到金融服务，并具有

消除贫困，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包容性社会的功能。数字普惠金融依托于互联网的发展与金融模式的不

断发展进步，给传统的金融体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6]，吴金旺(2019)等利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数字普

惠金融影响因素进行检验，认为“互联网+”、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网络消费水平对各省份数字普惠金融

的发展均产生显著正向促进作用[7]。由此可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拉动作用。 

2.2.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内涵及影响因素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财政收入是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的坚实基础。高培勇(2014)认为

“财政是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一定位重新摆正了财政的位置[8]，财政不仅仅是体现政府职能的

收支活动，更是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支柱。我国地方政府的财

政收入按照来源主要分为税收收入、中央转移支付收入、非税收入、债务收入和制度外收入。其中，财

政收入来源 80%来源与税收收入，因此对税收的影响能很大程度上对财政收入产生影响。黄金兰(2014)
对地方财政如何影响经济发展作出两方面分析，一是政府职能的实现，起到对我国市场经济资源的优化

配置。二是在经济市场出现失衡问题时，能够有效反应，平衡市场状态[9]。 

2.3.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财税效应方面的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到底对地方财政有怎样的影响呢？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42)认为数字普

惠金融作为一种新兴产业需要较大的前期资源投入，并会加速传统产业没落，造成“创造性破坏”，从

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导致地方税收下降，使本来就负债的当地政府债务加重[10]。严卫中(2015)认为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使得税收的征收方式变复杂，交易成本增加，也就会导致税收收入减少[11]。与之

相反，梁晓琴(2020)通过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地方税收收入的增收效果显著，并且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程度更高的地方，税收的增收增加效果也会愈加明显[12]。不可否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初期

由于一系列政策的不完善，确实会使得税收征收更加困难，使得交易成本增加，但经过了阵痛初期，数

字普惠金融还是能给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带来积极影响的。 

2.4. 文献述评 

回顾现有研究可以发现，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的相关研究较少，但国内外关于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企业创新等间接关于地方财政收入的相关研究却有很多。同时，近些年来，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文献层出不穷，但大多数人对于数字普惠金融还是相当陌生，因此，拟将数字

普惠金融明白清晰的呈现出来的基础上实证研究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 

3.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数字普惠金融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将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与普惠金融结合，实现要素近乎零成本

应用，打破了传统产业经济学中有关边际成本递增和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同时也克服“二八法则”，

开拓“长尾人群”金融市场。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随着多层次金融服务结构的形成，金融对经济社会的渗

透度将不断加大，进而能够更充分地促进资金流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信贷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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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包含支付、投资、保险等多样化业态的集合。为了厘清数字普惠金融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发挥作用

的机制，以及产业结构发挥的中介效应，运用面板数据回归与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地方

财政收入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 
本文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同时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直接效应。首先，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地方政府税

收收入增收作用明显。数字技术的参与，推动了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与之而来的税收贡献率也在增加。

不仅如此，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也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交易变得简单，交易频率也在增加，税收收

入自然也会增加。其次，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地方政府的债务有较大改善，可以拓宽融资渠道，降低

融资成本与融资风险[13]。企业得益于融资成本的下降，盈利空间大幅提升，整个社会的营商环境也将

因此而得到改善，带动城市经济总量的增长。这也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财政收入增收的直接效应。因

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加具有直接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优化产业结构间接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缩小

收入差距和加快技术创新等方式来优化产业结构。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增加了社会投融资，

增长了人均收入以及缩小了收入差距[14]。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也迫使企业在研发和技术方

面投入更多，使得产业结构得到优化[15]。优化产业结构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也是通过增加税收

实现的。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优化产业结构的间接作用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4. 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4.1. 变量设定 

1) 被解释变量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采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来表示地方财政收入。为了平衡数据差异和消除异

方差问题，对原数据取对数后再乘以 100。并且用 Revence 表示经过上述处理之后的地方财政收入变

量。 
2) 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选取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公布的省级层面数

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1)作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郭峰等，2020)。同时选取数字普惠

金融指数的子维度指标——覆盖广度(breadth)和使用深度(depth)以及数字化程度(digilevel)。该指数基于

支付宝的用户数据进行编撰，基本反映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因此具有较高的

可信度与准确性。 
3) 中介变量 
本文的中介变量是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变量采用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

这里用 structure 来表示产业结构变量。 
4)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地方政府财政支出(expenditure)、失业水平(unemployment)、“营改增”政策(policy)作为

控制变量。其中，财政支出采用的是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来表示；失业水平采用的是城镇登记的失业

人数来表示；由于营改增全面实施是在 2016 年，因此将“营改增”政策变量作为虚拟变量，将 2016 年

(包括 2016 年)之后的数值记为 1，2016 年之前的数值记为 0。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一样，对原数据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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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后再乘以 100，并且用 expenditure、unemployment 表示经过上述处理之后的地方财政支出和失业水平。

具体变量的名称及说明见表 1。 
 
Tabel 1. Name and description of each variable 
表 1. 各变量名称及说明 

变量 变量说明 

Revence 地方财政收入 

dif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breadth 覆盖广度 

depth 使用深度 

digilevel 数字化程度 

structure 产业结构 

expenditure 财政支出 

unemployment 失业水平 

policy “营改增”政策 

4.2.模型设定 

在设定模型形式之前，我们需要先绘制散点图，以初步检验变量间的关系。以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Revevce)为纵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if)和产业结构(structure)绘制散点图，并根据散点图走势拟合相应

的线性回归线，结果见图 1、图 2。 
 

 
Figure 1. Scatter fitting chart of the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ndex and local fiscal revenue 
图 1.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地方财政收入的散点拟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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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catter fitting diagram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local fiscal revenue 
图 2. 产业结构与地方财政收入的散点拟合图 

 

从图 1 和图 2 的线性拟合结果来看，样本期内我国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地方政府财政

收入之间、产业结构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之间均呈现近似正相关关系。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见表 2。 
 
Tabel 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study variables 
表 2. 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Revence 341 754.30 95.472 400.29 955.42 

dif 341 230.46 103.36 16.220 458.97 

breadth 341 211.64 103.92 1.960 433.42 

depth 341 225.92 105.87 6.760 510.69 

digilevel 341 300.84 116.92 7.580 462.22 

structure 341 450.04 5.923 430.62 460.28 

unemployment 341 301.24 83.412 0.000 441.28 

expenditure 341 836.86 61.917 655.94 981.17 

policy 341 0.545 0.499 0.000 1.000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地方财政收入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差距较大，反应我国不同省份的地方财政收入

存在明显差异，各省份的经济发展状态参差不齐。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也存在较大差异，反映我国各地区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差距也较大，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 11 年间取得了重大进展。 
为验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作用，本文设定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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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2Revence dif Controlit it it i t itα α α γ η ε= + + + + +                         (1) 

其中，i 代表各省份，t 代表各年份，Revenceit 代表 i 省份在 t 时期的地方财政收入； difit 代表 i 省份在 t
时期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Controlit 代表控制变量合集，包括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城镇登记失业人

数、“营改增”政策； 0α 为常数项， iγ 、 tη 、 itε 分别表示个体效应、时间效应和随机干扰项。 
数字普惠金融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还存在中介效应，本文引入中介变量 itM ，其余的解释变量和模

型(1)一致，构建回归模型如下： 

0 1 2dif Controlit it it i t itM β β β γ η ε= + + + + +                         (2) 

0 1 2 3Revence dif Controlit it it it i t itMξ ξ ξ ξ γ η ε= + + + + + +                     (3) 

4.3. 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 2011~2021 年为样本研究区间，选取我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作为研究样本。本文对缺失

值进行插值处理。本文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

数，其余指标数据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5. 实证结果及分析 

5.1. 基准回归结果 

为了检验结论稳健，本文通过单位根检验对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分析，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均在 1%
的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各变量均满足平稳性标准。同时多重共线性的检验结果显示解释

变量的 VIF 均小于 5，即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表 3 是基准回归结果。 
 
Tabel 3.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1) (2) 

变量 随机效应 个体固定效应 

dif 0.154*** 1.219*** 

 (4.18) (23.99) 

unemployment 0.231*** 0.271*** 

 (5.59) (10.48) 

expenditure 1.168*** 0.936*** 

 (18.26) (22.74) 

policy −47.907***  

 (−6.99)  

常数项 −302.210*** −391.059*** 

 (−7.46) (−15.31) 

观察数 341 341 

年份数 11 11 

调整R2 . 0.946 

F统计量 . 1974 

括号中的z统计*** p < 0.01，** p < 0.05，*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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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3 结果分析，第(1)~(2)列分别运用随机效应模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

无论是哪一种模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收作用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模

型拟合度也很高，其中控制变量也都在 1%水平显著为正。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地方政府财

政收入的增加，假设 1 成立。 

5.2.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结论可靠性，本文通过替换解释变量和缩尾处理来进行稳健性检验。替换解释变量是使用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三个子维度指标覆盖广度(breadth)、使用深度(depth)、数字化程度

(digilevel)来代替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缩尾处理是进行 1%水平上的缩尾处理。 
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表中第(1)~(3)列都是替换解释变量进行的检验结果，三个子维度指标

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收作用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边际影响为 0.345、0.398 和 0.194 个单位。同时，第(4)列对各解释变量进行 1%水平

缩尾处理后的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收作用仍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因此，假设 1 在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 
 
Tabel 4. Robustness test 
表 4. 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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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量 替换解释变量 1%缩尾处理 

breadth 0.345***    

 (7.47)    

depth  0.398***   

  (9.05)   

digilevel   0.194***  

   (4.51)  

dif    0.353*** 

    (7.59) 

常数项 681.215*** 664.469*** 695.913*** 673.017*** 

 (62.51) (60.60) (50.06) (57.36) 

观测数 341 341 341 341 

修正R2 0.139 0.192 0.0537 0.143 

F统计量 55.79 81.84 20.30 57.58 

括号中的t统计信息*** p < 0.01，** p < 0.05，* p < 0.1。 

5.3. 内生性检验 

尽管本文在基准模型中已经增加了众多控制变量，但依然面临着由于反向因果、遗漏变量等带来的

内生性问题，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即数字普惠金融的发

展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之间会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因此本文采用了电话普及率(phone)、互联网宽带接

入用户数(lnWet)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分析。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两个工具变量第一阶段的 F 统

计量分别为 291.2 和 233，表明选取的两个工具变量均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同样的，根据表 5 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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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以及 t 检验分析可知，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收作用仍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因此，假设 1 的可靠性进一步加强。 
 
Tabel 5. Endogenicity test based on the 2 SLS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表 5. 基于 2 SLS 工具变量法的内生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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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量 dif Revence dif Revence 

phone 0.889***    

 (8.34)    

unemployment −0.127** 0.519*** −0.399*** 0.613*** 

 (−2.14) (5.83) (−5.76) (3.02) 

expenditure 0.484*** 0.442*** 0.556*** 0.206 

 (5.51) (2.81) (4.49) (0.43) 

policy 132.278*** −171.323*** 129.232*** −212.081*** 

 (21.21) (−7.23) (18.03) (−2.70) 

dif  1.069***  1.371** 

  (6.44)  (2.39) 

lnWet   21.593**  

   (2.59)  

常数项 −312.474*** 75.258 −325.341*** 197.294 

 (−5.80) (0.84) (−5.00) (0.78) 

观测值 341 341 341 341 

调整R2 0.773 0.583 0.732 0.374 

F统计量 291.2 . 233.0 . 

括号中的t统计信息*** p < 0.01，** p < 0.05，* p < 0.1。 

5.4. 中介效应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按照中介效应检验的逐步回归三部

法，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地方财政收入的间接影响路径。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表中第(2)列结果显

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优化产业结构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第(3)列结果进一步验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

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能同时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其中中介效应的占比

有 26.2%。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假设 2 得到验证。 
 
Tabel 6. Intermediation test based on the stepwise regression method 
表 6. 基于逐步回归法的中介性检验 

 (1) (2) (3) 

变量 Revence structure Revence 

structure   6.158***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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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dif 0.353*** 0.015*** 0.260*** 

 (7.61) (5.00) (5.90) 

常数项 672.985*** 446.582*** −2076.994*** 

 (57.49) (588.85) (−6.04) 

观测值 341 341 341 

调整R2 0.143 0.0660 0.278 

F统计量 57.93 25.02 66.33 

中介效应 0.355   

中介效应占比 26.2%   

括号中的t统计信息*** p < 0.01，** p < 0.05，* p < 0.1。 

6. 结论与建议 

6.1. 研究结论 

在大数据时代，传统金融与数字化的融合发展已成常态，其中，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地方政府缓

解财政压力提供了新视角。本文选择 2011~2021 年为样本研究区间，选取我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作为

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路径。结论有如下：1) 无论是

在随机效应还是固定效应模型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增收作用显著，并且都是

1%水平上通过了检验。在通过对解释变量进行 1%缩尾处理和替换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以及将电话普

及率与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分析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地方政府财政

收入增收作用仍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2)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增加了地方政府

财政收入，并且中介效应占比达到 26.2%。 

6.2. 对策建议 

第一，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和普及。政府部门应做好推进数字普惠金融进一步发展的统筹与引

导工作，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领”的基本原则，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的顶层设计与总体规划，支持并

引导数字要素同金融业务的有效结合，加快推动传统金融机构完成数字化转型，鼓励各地金融机构进行

金融服务创新，有针对性地开发更多易操作、低成本、广覆盖的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具体而言，合理规

划政府、社会资金，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夯实信息化、智能化、便捷化的设施基础。同时

推进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税务部门应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以数治税。 
第二，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具体的举措有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加快建设绿色产业载体，加快

淘汰落后产能，优先发展各种产业服务业，推动制造业服务业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利用新

兴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同数字要素融合发展，着力提高产业数字

化应用水平与数字产业化的发展速度，培育符合时代需求的数字信息网络行业。在确保金融市场稳定的

前提下，适当放松对高新技术产业的融资约束，加强高新产业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内部技术

进步与产业结构优化，积极培植新的财政收入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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