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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普惠金融概念提出已有十余年，其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广受认可。本文总结了普惠金融的相关定

义，介绍了普惠金融的发展背景及其意义，及概述了普惠金融的发展评价体系。具体来说，本文探究了

普惠金融对扶贫攻坚、增加收入、促进消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创新创业这四个方面所产生的积极

影响。并通过评价体系中的微观切口总结发现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不足之处。最后，本文总结出下阶段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应重点关注的三个问题：第一，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之间如何实现互补发展；第二，

地区之间如何实现均衡发展；第三，我国与国际之间的差距如何追赶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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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concept of inclusive finance was put forward more than ten years ago, its importance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
levant definitions of inclusive finance,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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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sive finance, and outlines the development evaluation system of inclusive finance. Specificall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inclusive finance 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creasing in-
come, promoting consumption,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nova-
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hrough the micro incision in the evaluation system summarizes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China. Finall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ree 
issues that should be focused 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China in the next stage: 
Firstly, how to achieve complementary development betwee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non-financial 
institutions; Secondly, how to achieve balanced development among regions; Thirdly, how to fill in 
the gap between our country and the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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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现阶段经济稳步发展，远景相

对乐观。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7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下一阶段我国的发展目标应更

加强调高质量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同时兼顾质量效益，不再以 GDP 增速作为唯一目标。为实现我国经济

转型高质量发展，就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在传统金融良好的发展基础之上，更好地利用非传统金融带给

我国的机遇。传统金融服务利用小额信贷、移动支付、网上银行等新型金融服务不断扩大其覆盖面及深

入性。但在当下注重全面均衡发展的背景下，我国需要把关注重点更多的向那些难以从传统金融服务中

受益的群体倾斜，如小微企业或贫困人群。而普惠金融的发展正是弥补这一不足的有效途径。普惠金融

的良好发展不仅得益于多方的共同协作，同时也离不开与人民群众的不断沟通改进。 
2005 年，“普惠金融”这一概念在“国际小额贷款年”的宣传文献中被郑重提出，其目的是为了关

注到那些无法以正常途径得到相关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人群。次年，由联合国颁布的蓝皮书“建设普惠金

融体系”中，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提出每个发展中国家都应该构建完善的普惠金融机构

体系，为弱势群体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此外，Kapoor (2013)认为普惠金融是那些可能具有一定普惠性

和社会包容性的金融服务，将对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发挥积极作用，最终将惠及所有公民[1]。除了强调其

普惠性之外，Easterly (2016)也认为，普惠金融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服务机制，它能够有效地解决扶贫问题、

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并提高社会包容性[2]。 
国内对于普惠金融的定义也与国际上的观点大致相同。2015 年 12 月 31 日，我国国务院印发的《推

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中指出，普惠金融是指在机会平等、商业可持续发展及可负担成本

下，为社会所有有相关金融服务需求的人们提供适用、高效的金融服务。焦瑾璞、黄亭亭、汪天都、张

韶华和王瑱(2015)认为，普惠金融是以坚持社会平等与商业可持续发展为原则，以合适的价格向全体有需

要的对象提供可靠、快速、和便捷的多层次、全方位的金融服务[3]。而从普惠金融发展的角度来看，星

焱(2015)认为，普惠金融是小额贷款向微型金融发展的进一步演变，这种演变的内在逻辑主要是从对服务

的需求转变到金融技术的创新，再转变为对服务的供给[4]。而李政和周科(2020)特别提出，Inclusive 
Finance 更准确的译法应该是“包容性金融”，应该是普惠金融的一个子集，其内涵是普通人，尤其是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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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弱势群体，也同样享有获得金融服务机会的几率，由此体现普遍性和公平性[5]。 
普惠金融对当下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例如，Hannig & Jansen (2010)指出，对于那些低收、

贫困等弱势群体，普惠金融能够帮助他们获得公平、正规的金融服务[6]。因此，普惠金融是能够帮助世

界实现经济增长、减贫扶贫、收入趋向合理平等的有效工具，同时也是 21 世纪下被国际所认可的金融发

展理念。在普惠金融被高度重视且肯定的发展背景下，普惠金融的发展也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

动力。现存文献中，大部分研究结论对我国普惠金融发展都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和正向的期望，认为普惠

金融在宏观、微观两个层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现有研究中对于定量的普惠金融发展评价体系的总

结较少，所以本文对普惠金融的定量评价体系进行了论述。本文还对普惠金融当前面临的一些热点问题

进行了总结。总体而言，本文将主要对普惠金融的评价体系，相关积极影响以及现存问题这三方面分别

进行讨论。通过探索及总结经验，为日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思路与对策。 

2. 普惠金融评价体系综述 

纵观国内外，针对普惠金融发展现状的相应性定量度量和评估范围仍是研究热点。大多数国家都需

要构建可靠、有效且适用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体系，根据结果对不同的区域进行分析比较，找

出各地区间的长短板，取长补短，实现普惠金融在地区间均衡的全面的发展。下面将从国内外两个视角，

简要概述部分知名度较高的普惠金融评价体系。 
Sarma (2008)以 45 个国家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构建了以每千人拥有的银行账户数、银行分支机构

和ATM的数目、以及其在各个地区的适用领域和频次为评价维度的普惠金融评价体系[7]。而Arora (2010)
基于 98 个国家作为主要的研究目标，构建了以服务领域、交易方式便利性、交易成本作为评价维度的普

惠金融评价体系 [8]。以多国数据建立的评价体系在应用的外部有效性方面更稳健。而 Gupte、 
Venkataramani & Gupta (2012)从单一国家角度，通过综合服务领域、使用状态、交易便利性和交易成本

四个维度，构建了一个普惠金融评价体系[9]。该体系的优势在于内部有效性会更高，对于指定地区更有

实际应用性。 
国内关于普惠金融评价体系的构建也基本遵循多维度构建模式。例如，王婧和胡国晖(2013)结合了服

务范围和服务使用这两个维度，使用变异系数法构建了普惠金融评价体系[10]。于晓虹、楼文高和余秀荣

(2016)构建了一个由经济发展指标、广义金融供给量指标、广义金融需求指标和小额贷款指标四个主要指

标方向，37 个具体指标共同构成的指标体系，对省际普惠金融发展能力水平的高低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评

价[11]。除此之外，马昱菲和杜朝运(2016)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采用服务范围及使用情况两个

维度，11 个具体指标构建了一个普惠金融评价体系[12]。 
随着互联网、数字化、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普惠金融正在向数字普惠金融进一步发展。例如，郭

峰、王靖一、王芳、孔涛、张勋和程志云(2020)分析指出，我国的移动数字普惠金融在 2011~2018 年间

已经基本实现了跨越式的快速发展，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的增长逐渐成为衡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一

项重要指标[13]。该研究同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是属于多维度的概念，我国有必要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的

涵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水平这三个主要维度的不同指标来准确地衡量数字普惠金融。 
从国内外学者所构建的普惠金融评价体系中可以看到，这些评价体系在不断发展中逐步实现了在普

惠性及包容性的检测。但这些评价体系在的评测广度及应用程度都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普惠金融的发

展不仅仅涉及银行信贷、宏观援助等传统的方面，也更需要关注到金融发展的深度。在构建普惠金融体

系时，除了关注地区本身发展之外，也要从不少微观切口进行分析，以进一步通过普惠金融推进整体经

济均衡发展。因此，通过借鉴各国的经验，我国仍需不断完善普惠金融评价体系，降低金融排斥性，使

普惠金融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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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普惠金融的积极影响 

普惠金融很好地解决了传统金融所存在门槛过高、审批手续过于复杂、服务对象缺乏精准性等问题。

普惠金融带来的积极影响被各位学者所广泛认可。本文将对其主要的四个影响点进行综述：第一，推动

扶贫脱贫；第二，增加居民收入和消费；第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第四，推动创新创业。 
首先，普惠金融对解决我国的扶贫脱贫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世界银行在国际工作会议报告中明

确提出，普惠金融体系本身就是一个专门为贫困群众服务的金融体系，那些被传统金融所排斥的广大贫

困人口正是该体系想要惠及的群体。例如，刘锦怡和刘纯阳(2020)指出，金融服务的供给和使用成本可以

从数字普惠金融中获得一定范围内的降低，由此提高金融服务的涵盖广度和实际使用深度，从而推动农

村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14]。董玉峰、陈俊兴和杜崇东(2020)对我国传统金融扶贫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和难

点进行分析后认为，金融扶贫工作的精确度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推进和发展有所提高，破解了传统金融

扶贫的双重目标之间(社会性和商业化)的冲突，提高了金融服务的质量和可获取性[15]。而针对贫困水平

和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钱鹏岁和孙姝(2019)通过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一个

地区的贫困水平会随着该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关联地区的

减贫效应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即正向空间溢出效应[16]。总体来说，普惠金融的出现为贫困地区的人民

带来了平等及高效的金融服务，解决了他们的资金困难，增强了他们的抗风险能力。 
第二，普惠金融对我国居民，尤其是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段

坪利和王叔敏(2021)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通过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均能促进居民收入的提

高，且对中低收入群体提高更明显[17]。同样地，洪铮、章成和王林(2021)指出，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

费有明显的空间效应和直接效应，对城镇居民消费升级具有积极作用[18]。易行健和周利(2018)也通过实

证研究检验得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衣食住行等服务性消费具有积极作用，但在促进居民消费收

入增长的同时，也提高了家庭的债务比例[19]。 
第三，普惠金融对于缩小了我国城乡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例如，张贺和白钦先

(2018)经过实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重要功能：即基础功能、主导功能、衍生功能，分别通过

减少门槛、优化资源配置、引导消费这三种方式达到了包容、减贫、增收的结果，最终缩小了我国的城

乡收入差距[20]。梁双陆和刘培培(2019)基于面板回归经济模型分析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我国城乡居

民收入水平间差距的直接影响，结果充分证实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门槛限制效应、减贫效应、

排除效应等都可以显著地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21]。尹志超、彭嫦燕和里昂安吉拉(2019)
提出低收入家庭更能从普惠金融中受益，同时普惠金融对于家庭人均收入的异质性更具有说服力[22]。总

体来看，普惠金融通过更精准的扶贫来促进经济增收，由此实现收入差距的缩小。 
最后，普惠金融对于推动我国人才和企业的创新创业具有积极的意义。普惠金融具有增收作用，而

这种增收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创业实现的。例如，段坪利和王淑敏(2021)通过分析得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

推动居民创业的结论[17]。而谢绚丽、沈艳、张皓星和郭峰(2018)研究了数字金融的发展和推广与企业创

业之间的联系，得出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于企业创业是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的[23]。张正平和石红玲(2019)
针对家族创业，通过建立 probit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普惠金融在促进家族创业和决策方面具有明显

推进作用，尤其是农村家庭[24]。邓晓娜、杨敬峰和王伟(2019)及孙继国、胡金焱和杨璐(2020)的实证都

得出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具有积极影响[25] [26]。 
综合上所述，普惠金融将持续对我国产生积极的影响。近年来，我国仍不断在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上

努力，而普惠金融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出路，尤其是在解决农村问题上。在消除绝对贫困的基

础上，也通过创新创业等途径，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由此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总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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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对我国经济健康向上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4. 普惠金融现存问题 

普惠金融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值得肯定，但鉴于其尚存在较大进步空间，我国也需要关注

到其存在的问题。本文主要对三个出现频率较高的问题进行综述：第一，传统金融机构的高门槛及非传

统金融机构的高风险问题；第二，地区间发展不均衡不全面的问题；以及第三，我国与国际普惠金融发

展水平之间的差距问题。 
第一，普惠金融发展的首要问题就是传统金融机构的高门槛及非传统金融机构的高风险问题。普惠

金融的出现是为了降低传统金融的排斥性，作为更具有包容性的金融服务，去惠及那些真正需要但又无

法以公平、合理的渠道去获取金融产品或服务的弱势群体。普惠金融是传统金融的进一步发展，这就离

不开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的支持。但矛盾的是，以银行为主体的传统金融机构会更倾向于有资质、有信

用、有抵押、违约风险低、可为银行创收增利的客户，这就与降低金融服务门槛相冲突，不利于普惠金

融的目标帮扶人群收益。对于这个矛盾点，李通禄和郑长德(2010)的研究就明确的提出，传统金融机构所

能提供的服务范围都是相对局限的，由金融发展带来的好处可能会绕开部分群体，尤其是贫困群体[27]。
除银行等这一类传统金融机构之外，小额信贷公司、网络借款公司也在普惠金融发展的推动下成为贫困

群体在传统金融机构碰壁后的一个热门选择。这类非金融机构具有灵活、便捷、易得等优点，但同时也

存在利率高、额度低、不法漏洞等风险。这就为弱势群体获得金融服务增加了难度、成本和风险，不利

于维持群体对普惠金融的发展信心。 
第二，正如前文所提及，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总体呈现积极趋势，但地区发展仍不均衡，存在较大差

异。例如，杜强和潘怡(2016)在深入分析研究了我国 31 个省市面板数据后发现，我国东部地区的普惠金

融发展水平要高于中西部地区[28]。除此之外，他们的研究也指出，农村从普惠金融发展中的受益要远远

大于城镇。同样的，杜莉和潘晓健(2017)分析得出，我国普惠金融在近十年来的发展都非常迅速，但区域

间的发展不均衡，呈现出一个自东向西梯度递减的格局[29]。孙英杰和林春(2018)的研究也获得相同的结

论，就是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总体仍有待提高，局部存在差异性[30]。 
除了整体性差异，不少学者对于普惠金融的地区发展细节进行了分析。例如杜强和潘怡(2016)发现普

惠金融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之间是呈现一个倒 U 型的相互作用关系，东部地区的普惠金融对于

经济增长和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产生相应的抑制和影响[28]。除此之外，沈丽、张好圆和李文君(2019)的
研究发现，全国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呈现了一个整体幅度较小的下降趋势，西部地区的发展增长速度比

东部和中部地区更加明显，东部地区的多级分化现象也日趋严重，而中部和西部的地区多极化逐渐消失

[31]。杨艳芳、詹俊岩和胡艳君(2021)从城镇化水平的角度研究后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促进作用在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更为明显[32]。 
第三，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较也存在可进步的空间。例如焦瑾璞等(2015)研究了

当前我国普惠金融的国际发展趋势现状，并与国际发展水平进行了比较后指出，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水

平和世界水平仍存在较大的国际差距，且我国各地发展进程也不同[3]。尹志超等(2019)基于世界银行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来对金砖国家和发达国家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大部分金砖国家的普惠金融发展水

平都低于中国，但欧美发达国家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仍远超中国[22]。从话语权和游戏规则的制定来看，

湖滨和程雪军(2020)指出当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国际金融层面的话语权仍有待提高，相关议题、规

则和技术标准的设置都仍由欧美发达国家掌握主导权，目前我国仅在局部商业领域处于领先地位[33]。从

具体举措而言，邓振姣、向静和陈琳等(2013)通过对印度和英美的普惠金融的研究以及相关政策得出，印

度更加注重具体的发展政策措施的研究和制定，英美两个国家则更加注重在其法律上所能提供的一些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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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故此我国也可以充分借鉴这些国际经验，加速发展[34]。 
总体而言，普惠金融的发展削弱了传统金融的排斥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金融门槛，但如何使传

统金融机构和非传统金融机构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仍是我国需要思考的问题。在金融机构能最大化服务

于普惠金融的基础上，关注到我国地区间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故此需要结合有效的、定量的评价体系，

因地制宜，全面发展。只有解决了内部问题，我国才能更好地追赶上国际的脚步，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

的差距。 

5. 结语 

普惠金融的发展为我国的经济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我国现阶段及未来将持续关注的经济发展

热点。本文总结了近年来部分学者提出的部分普惠金融评价体系，再进一步阐述了普惠金融发展下所带

来的积极影响以及未来我国仍存在改进空间的问题。 
通过本文综述可以看出，首先，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已处于一个成长阶段，已形成了相对贴切我国国

情的发展模式与评价体系，对于后续的发展具有相当的启发和指导意义。由于目前我国的经济制度体量

较大，地域广阔，各个地区的发展状态也并不统筹，所以各个地区的普惠性金融的发展扔不均衡，存在

进步空间。因此，我国需要从已有的面板数据分析入手，总结发展较好的地区的发展经验，因地制宜，

深入挖掘各个地区的实际问题，最终实现每个地区都能以最适合当地的普惠金融发展模式实现共同发展，

最大化消除地区短板差异。 
其次，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的发展，普惠金融大大地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包容性和可得性，且目

前数字普惠金融增长迅速，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或将对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具有重

要意义。同时也需要不断更新普惠金融发展评价体系，在学习中进步，在进步中学习。除此之外，作为

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需要不断追赶国际的脚步，补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最后，我国需要回归普惠金融的本质，秉持为有需要的群体提供具有包容性的金融服务的初心，在

维护商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位客户。将传统金融与普惠金融相结合，优势互补，

取长补短，在做好风险控制的情况下，降低服务门槛，提高服务速度，简化服务程序。国家和相关部门

也要加强普惠金融的宣传力度和监管力度，使得普惠金融深入民心，良性发展，普惠群众。在向国际学

习的同时，也要根据自身国情，不断创新改进，设计适合我国的服务产品和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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