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3, 12(12), 7216-7221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2983  

文章引用: 苏巧兰, 张嬗, 陈麟鑫. 数字普惠金融视域下济南网红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探究[J]. 社会科学前沿, 2023, 
12(12): 7216-7221. DOI: 10.12677/ass.2023.1212983 

 
 

数字普惠金融视域下济南网红经济发展的 
可能性探究 

苏巧兰，张  嬗，陈麟鑫 

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山东 济南 
 
收稿日期：2023年10月23日；录用日期：2023年12月7日；发布日期：2023年12月15日 

 
 

 
摘  要 

本文旨在探讨数字普惠金融视域下济南网红经济发展的可能性。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数字普惠

金融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与此同时，网红经济也在不断兴起，成为支持消费

和推动创新的重要力量。本研究通过文献研究和情景假设，并从网红景区发展和资源配置两个方面切入，

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济南网红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为济南市和其他景区在数字普惠金融视域

下发展网红经济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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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for the growth of the Jinan netroots economy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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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point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As digital technology has advanced and gained traction,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as emerged as a key engine for both social and economic advancement. 
Simultaneously, the netroots economy is emerging as a significant force in bolstering innovation 
and supporting consumption. This study analyses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Jinan’s netroots economy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scenario 
hypotheses, and cuts through both netroots scenic spots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so as to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troots economy in Jinan and other regions in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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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正处于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主导的新一轮技术革命阶段，数字普惠金融以数字金融服务客户面广、

便利性和低成本为特征，在现代金融领域快速发展，持续深化降低客户准入门槛，推广触及各个领域，

逐渐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同时，社交网络的广泛传播性成为新经济突破口，网红群体和随之

出现的网红经济吸引大量曝光量，得到社会广泛关注，显现出中国互联网经济的活力和新消费时代的特

征，但仍存在一定发展质量提升的需求。 
本文立足当前网红经济发展需求，以济南网红经济为例，建立现实情景假设，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如

何提供金融支持、培训服务以及数字化营销手段，利用好“网红效应”，依托城市形象打造网红景点，

构建网红城市，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2. 文献综述与理论机制 

2.1. 济南网红经济发展研究 

济南作为山东省会城市以千年文脉为基底塑造城市形象，突出泉水文化资源，实现“山、河、湖、

泉、城”一体化发展，形成了较为坚实的网红基础。近年来，黑虎泉、解放阁、芙蓉街、宽厚里、超然

楼等济南名胜得到广泛关注，对“泉城”经济的辐射带动效应明显[1]。 
在网红产业方面，由于惠及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群体，以电商直播带货、短视频平台打造品牌为主

要手段，虽形成了初步雏形的网红经济产业链，但在流量变现环节、产业链完整性、小微企业资金来源

等众多方面仍面临进一步发展的困境[2]。 

2.2. 数字普惠金融应用研究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学界普遍认为数字普惠金融一是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技术，

构建起基于数据的风险控制体系，全面提升了金融的风险控制能力[3]，二是数字普惠金融对周边地区的

产业结构升级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4]和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作用还体现出典型的规模效应和地区效应

[5]，能够合理促进资源配置，以普惠的特性很好地诠释了金融科技的初衷和目标，是让长期被现代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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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排斥的人群享受正规金融服务的一种数字化途径。 
数字普惠金融在多方面推动服务业发展中得到广泛应用，多项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推动服务

业的发展。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知识外溢过程不断进行，会有更多的新企业产生，同时数字技术

减弱了经济活动的属地特征，使得服务业技术和知识扩散的辐射范围扩大，让更多的服务业产业集聚起

来[6]。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我国服务业的发展，起到了正向的促进作用。比较发现，数字普惠金

融对我国生活性服务业发展能力提升的支持效应显著强于生产性服务业[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

金融加快了城镇化建设，提高了居民消费水平以及促进要素市场发展，对服务业的发展有显著的支持效

应[8] [9]。 

2.3. 济南数字普惠金融对接网红经济的介入扶持可能性 

根据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获取的山东省各地市普惠金融指数来看，各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呈

现区域差异化态势，济南横向对比山东省其他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10]，且近些年来有不断上

升的趋势，见图 1，2011~2020 年间，济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体指数分别为 70.47、111、157.66、169.16、
202.29、222.98、248.64、263.36、277.14、291.94 和 319.40，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和金融市场环境匹配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Figure 1. Development trend of Jinan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dex from 2011 to 2021 
图 1. 2011~2021 年济南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发展趋势图 

3. 基于“阶段需求–资源扶持”的介入机制分析 

在网红经济产业链中，网红群体作为内容生产者一方面承接上游合作方的需要，一方面顺应下游内

容消费者个性化消费的需求，不断挖掘“小众”待爆点进行内容产出，通过图文、短视频等多种形式，

为自身账号和相关产品带来流量，推动了网红经济发展。网红景区是建立在此基础上，吸引大量关注，

从而使景区游客快速增加，使景区人气爆棚的景区[11]。在普惠金融视域下，济南作为旅游城市热度高，

同时在已有网红景区之外潜力景区数量多，发展可能性强，基于此具体情景，解析如何通过数字金融服

务，实现资讯更新和需求合作对潜力景区发展的帮扶可能性，深层激发网红经济活力。 

3.1. 传导阶段一：网红群体发布内容成为爆点，引流潜力景区 

1) 网红需求：得到可复制的爆点经验，将内容关注度转化为个人 ip 关注度，提升账号流量和粉丝黏性； 
2) 景区需求：得到更多流量曝光宣传，将网络人气转化为景区人流量，带动景区网红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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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托数字金融普惠服务进行资源扶持： 
从小微网红群体视角，网红群体能够借助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大数据打破资本构建的信息壁垒和流量

壁垒，获得流量曝光和机会。同时，作为文旅消费的主力军，也是网络社交平台主要的内容创作者和用

户，网红群体能够依托大数据了解挖掘济南潜力景区进行内容创作，进一步与潜力景区取得需求合作，

结合粉丝画像和消费偏好进行内容产出和产品连接，形成更具独特、个性、互动的新型连接生态[12]，以

“你不知道的济南小众打卡点”等新颖的宣传内容收获关注度，提高粉丝黏性和流量转化可能。 
从潜力景区视角，景区能够在黑虎泉、解放阁、芙蓉街、宽厚里、超然楼等济南名胜之外获得关注，

迎来发展机遇，进一步借助依据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强化宣传运营，深入了解市场，对接网红群体扩大曝

光，影响大众对景点、城市的感知与印象。此外，景区根据客户画像开展线上直播，推出游玩活动、购

票优惠套餐等，在直观估算景区热度值的同时，将热点带动的线上潜在客户转化为线下打卡游客。 

3.2. 传导阶段二：网红热点流量转化为人气，景区潜力转化为消费动力 

1) 游客需求：突破信息茧房，挖掘潜力景区，在景区获得良好的游玩体验； 
2) 景区需求：顺应网络热点，充分接待游客促进消费，收获好评持续运营，实现景区网红经济高质

量发展； 
3) 依托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进行资源扶持： 
景区能够在便捷、安全、低成本的金融服务的帮助下，提升景区相关产业的运营风险控制能力和运

营稳定性，在规范发展的同时取得游客信任。此外，景区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有力资金和数据支持

及培训服务，把握发展时机，迅速提升服务接待能力。依托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分析，景区根据客户画像，

在城市印象的基础上深入打造景区，将济南传统文化资源与新式旅游模式相结合，适应游客需求推出特

色旅游商品和消费项目[13]。由此，潜力景区实现产品服务运营的全方位提升，实现热度利用保持和景点

持续运营能力提升，成功转化为济南网红打卡新地标，推动济南地区网红经济发展。 

3.3. 传导阶段三：景区形成新经济辐射点，由点到面，游客向周边地区流动 

1) 游客需求：出游效益最大化，多样体验，多点打卡； 
2) 周边门店需求：了解人流量，提升游客接待能力，推动个体可持续发展； 
3) 依托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进行资源扶持： 
济南景区以多核心为特点[1]，辐射效应明显，重视景区和打卡点的周边产业延伸能力，通过周边小

微门店进一步实现流量变现。在此基础上，小微门店接受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在金融风险防范、产业

运营资金、融资渠道方法等方面获得更大的支持，更多地通过电商直播、信息平台等方式扎实推进宣传，

与景区宣传相辅相成，吸引更多的游客，同时提升个体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实现个体店网红经济良好

发展和网红经济区域协调发展。 
通过数字普惠金融介入扶持网红经济发展，网红群体和网红景区作为直接受益者，得到了资金、信

息、数据、管理等多种资源扶持，实现产业链多方需求对接，共同推动地区网红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可能风险和应对举措 

本文从数字普惠金融介入网红经济的可能性进行研究，并设想介入机制可能存在的风险和应对举措

如下： 

4.1. 发展存在的可能缺陷和风险 

1) 数字普惠金融应用普及率低：济南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应用在市民中的普及率相对较低，网红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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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接触数字普惠金融的认知渠道不足。这种低普及率的现象可能是由于市民对数字普惠金融概念的了解

不足，或者是由于对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信任缺乏导致。 
2) 数字鸿沟问题：由于数字金融存在一定技术限制因素，部分市民可能对数字金融的认知和理解不

足以至于难以享受服务，在数字普惠金融为网红群体提供服务之前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认知普及和信任

确立。 
3) 数字金融自身过度发展的缺点：数字普惠金融以普惠为核心点，面向各群体提供服务，而作为中

介的金融机构以自身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两者存在一定的利益矛盾。为追逐利润，当数字金融过度发展

时，金融机构可能存在违规泄露个人隐私等行为，使金融服务需求者权益受损，破坏双方信任和供需平

衡。 

4.2. 应对举措 

1) 加强对数字普惠金融的产品引进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重视金融教育，通过开展金融知识普及

活动、举办数字金融知识培训等方式推广数字金融知识，提高市民的金融素养水平，增加对数字普惠金

融的认知度和理解度，特别地，对网红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金融知识培训，通过拓展网红群体对数字普

惠金融的接触渠道，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并接触数字普惠金融服务[14]，为网红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

坚实的金融支持。 
2) 优化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设计，搭建数字金融服务平台。平台设计注重用户体验，提供简单易

用的界面和操作流程指导，有针对性地设计信息资源板块，降低市民的使用门槛，提高金融服务的包容

性和普惠性。此外，通过数字金融服务平台的建设，为各类金融机构提供更广阔的渠道和平台，拓展金

融服务的辐射范围，推动金融创新和服务升级。 
3) 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和规范，为数字普惠金融助力行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和规范。为数字普

惠金融行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和规范引导，明确行业准入门槛、个人经营规范、知识产权保护、

用户信息安全保护等方面的要求，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和持续创新，提升数字金融服务的安全可信程度，

加强市场监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从而推动数字普惠金融行业向着更加安全、可靠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15]。 
4) 鼓励数字金融服务需求者积极反馈使用数字金融服务的体验，对金融机构形成正向激励和反向约

束。积极的用户反馈和舆情监督可以帮助金融机构更好地了解用户需求和反馈，进而改进和优化服务，

在提升用户满意度的同时，避免因为不良用户体验而造成用户流失和声誉受损，从而促进数字金融服务

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5. 结语 

本文以济南地区为样本进行可能性探究，在数字普惠金融的视域下，济南网红经济有着巨大的发展

潜力，认为在推广在数字普惠金融应用、做好过度发展防范的前提下，通过数字普惠金融提供金融支持、

培训服务以及数字化营销手段，景区能够逐步实现潜力转化，从新网红打卡地标到辐射带动网红经济圈，

成为地区发展新动力。同时，网红经济发展也可以成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新动力，共同推动经济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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