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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乡村振兴已经成为我国“十四五”时期建设发展的重中之重。而乡村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

持，今年一号文件中明确强调了“金融支持”的重要性。数字普惠金融以其独有的数字化和普惠性成了

当前协调区域不平衡、推动乡村建设发展的首选。然而当前我国乡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数字鸿沟问题

突出，严重阻碍了数字金融助力乡村建设。所谓“正本清源”，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其成因出发，

从根源上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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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has become the top priority in China’s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
men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financial support, and the importance of “financial support” was clearly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4222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4222
https://www.hanspub.org/


项楠，刘勇 
 

 

DOI: 10.12677/ass.2023.124222 1638 社会科学前沿 
 

emphasized in the Document No. 1 of this year.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with its unique digitaliza-
tion and universality, has become the first choice to coordinate regional imbalanc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nstruction. However, the digital divide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 China’s rural areas is prominent, which seriously hinders digital finance from 
helping rural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we must start from its causes and treat 
it from the 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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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最早可以追溯至 2015 年的普惠金融。然而在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数字

化技术的助力下，金融与科技开始逐渐融合，普惠金融逐步实现向数字普惠金融跨越式发展。在数字技

术和普惠金融的不断融合发展中，数字普惠金融孕育而生，就本质而言其仍旧是普惠金融，只是在表现

形式上略有不同，主要是通过数字化技术进行支付、转账和贷款等金融交易或服务。然而作为数字技术

推动下的普惠金融新形式，其在农村的发展也面临了数字鸿沟问题的阻碍，探究其成因与解决对策成了

当前乡村数字普惠金融建设发展的首要任务。 

2. 我国乡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当前我国乡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呈现持续性增长态势，2020 年 12 月农发所发布的《中国县域数字

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研究报告(2020)》研究结果也显示，从 2017 年到 2019 年 3 年，中国的县域数字普惠金

融的发展水平整体发展水平迅速提高。2018年和 2019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平均得分分别同比增长35.92%
和 34.99%，均保持高速增长[1]。 

除此之外，十八大以来，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和建设问题一直备受国家重视，为了营造农村普惠金

融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我国制定实施了普惠金融发展 5 年规划等政策规划。同时，银行业也积极响应

国家政策，提出要加快出台银行业非存款类放贷相关条例等举措，助推乡村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

在国家的积极号召下，乡村数字普惠金融建设呈现喷发式增长趋势[2]。互联网金融公司层出不穷，惠农

助农金融服务和产品不断推出等各种助推乡村数字化建设的手段在乡村舞台上轮番演绎。 
在金融扶贫方面，当前乡村数字普惠金融市场潜在规模巨大，近年来涉农贷款余额的持续增长表明，

农户的贷款需求和实现度在不断提升，但扶贫力度有待进一步提升。2015~2020 年间，我国农户贷款余

额、农业贷款余额都呈现出逐年增长态势，2020 农户余额高达 11.81 万亿元，同比 2019 年增长 14.22%，

与之相对的，2020 年农业贷款余额仅为 4.27 万亿元，相比 2019 年增长 7.56%，2020 年人民币贷款余额

高达 172.75 万亿元，比 2019 年增长 12.83% [3]。农户贷款余额增长率始终高于农业贷款和人民币贷款增

长率，表明当前农户贷款需求不断提升，而农业贷款余额增长率始终低于人民币贷款余额，说明在农业

生产等方面的普惠金融服务尚存不足。 
在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2020 年全国共有农村合作机构 2158 家，其资产总额高达 39.59 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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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同时还有村镇银行 1635 家，资产总额为 1.93 万亿元，两者资产总额合计高达 41.52 万亿元。除此之

外，相关数据显示，2020 年二者负债总额相比 2019 年 4.14 万亿元，增速达 12.1%，其中仅农合机构全

年累计发放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就高达 10.08 万亿元，其中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更是在所有类型

银行机构发放总量中位列第一[3]。 

3.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鸿沟问题突出 

“数字鸿沟”是原指信息时代背景下，拥有信息工具的人与未拥有者之间存在的鸿沟，然而伴随着

数字技术和数字普惠金融的不断发展，这一鸿沟开始具有数字金融和数字化特征[4]。当前我国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过程中数字鸿沟问题突出，主要表现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基础设施使用以及数字素养三

方面。在数字设施建设上，虽然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乡村数字化建设获得了显著提升，

村村通、电商产业孵化园等乡村数字化设施如雨后春笋出现在乡村建设之中，但当前我国城乡之间依然

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数据统计显示截至 2020 年，我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为 55.9%，相较 2015 年跨

越式增长 46.2%，但城镇普及率依旧高达 79.8%，两者之间的鸿沟仍高达 23.9% [5]。 
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上的差异，同样也直接导致了城乡之间在数字技术使用上的鸿沟。据中国

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对于我国 2020 年网民发展情况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总体网民规模同比 2019
年增长 9.4%，高达 9.89 亿人，其中城市网民占比 68.76%，共计 6.8 亿人，而农村网民数量仅 3.09 亿人，

占比 31.24%，虽比 2019 年增长 21.17%，但与城市网民数相比，差距依旧显著，两者在网民规模上相差

3.71 亿人，在总体网民中占比相差 37.52%，从我国农村人口数量上看，其从 2016 年以来，呈现逐年下

降趋势[5]，说明我国城镇化趋势在不断提升，而反观我国乡村数字使用情况占比始终低于 40%，可见城

乡之间在数字设施使用上的鸿沟依旧是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面临的重要问题。 
除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鸿沟外，城乡民众数字素养也是当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数字鸿沟的重要表现。

据中国社科院抽样分析结果显示，当前我国城乡之间的数字素养水平差额比高达 37.5%，其中农村数字

素养得分仅 35.1，相较城市数字素养得分的 56.3，两者差距高达 21.2 [6]。除此之外，中国互联网络信息

中心调研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太难不会用、文化程度有限看不懂是导致非网民群体不上网的两大主要原

因，二者在调研结果中占比合计高达 73.4%，其次则是因年龄问题限制限制上网的非网民，其占比为

15.1%，而由于没时间、没兴趣等原因产生的非网民比例则都不足 10% [5]。 

4. 数字普惠金融中的数字鸿沟成因 

针对于当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所出现的数字鸿沟问题，在分析其成因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维

度，即理论维度、历史发展维度以及现实维度三方面来加以分析和研究。 

4.1. 理论溯源：城乡关系发展的必然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城乡关系的发展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其主要表现为“同一–对立–融合”的过程[7]。
城乡对立局面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对立关系的形成发端于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而“城乡分离

起源于分工，它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8]。”在早期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只需要一部分人从事

如采摘、种植等农业生产，便可满足全部社会成员的需要，此时社会就是一个同一的整体，无所谓“城

市”与“乡村”，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升，当“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工业的人有实行这种巨大

分工的可能；并且也使生产食物的农民和生产原料的农民有实行分工的可能[9]”时，城乡之间的关系就

发生了第一次的否定，在空间上演化出了“城市”和“乡村”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生活形态，这一否定

直接导致了全体社会成员在职业选择和生活环境上发生了变革，形成了以工业生产为主的城市工人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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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为主的乡村农民。这一社会分工专业化局面的产生为城乡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奠定了根基。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向前发展，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进一步推动了

城乡对立关系的形成。正如马克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写的那样“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

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0]。”这里所指的“生产力”

更多是由工业革命和发展所推动的，是由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城市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在资本主义圈地运

动的不断推进下，劳动力和资本开始向城市集中，乡村农民大量向城市工人转变，并为城市的工商金融

资本剥削农业生产者创造了便利。大量资本和可雇佣“自由”劳动力被城市从乡村掠夺而来，城市开始

不断壮大和繁荣，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描述的“于是村镇变成小城市，而小城市变

成大城市。城市愈大，搬到里面来就愈有利……这就决定了大工厂城市惊人迅速地成长[11]。”而与之相

对的则是乡村由于生存及生活资料的过量流失，导致农村生产条件遭受重创，农业发展停滞，农民生活

困苦，乡村呈现日渐衰败的病态特征。城乡之间对立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趋于尖锐化。伴随着数

字技术时代下的社会发展进程加快和生产力极大提高，两者矛盾不断激化，乡村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

开始进化，“数字鸿沟”成了城乡关系对立发展在新时代下的必然问题。 

4.2. 历史奠基：城乡二元对立的遗留问题 

当前我国数字鸿沟问题的产生与我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对立密不可分，城

乡社会的二元化对立在极大程度上为当前数字鸿沟的产生提供了历史根基。 
在我国城乡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城乡二元对立关系的发展是一个逐渐固化的过程。1840 年鸦片战争

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加紧对我国的殖民掠夺和资本输入，我国城乡关系受国外工业文明与市场经济冲

击开始加速分离。一方面我国传统自然经济和农业文明受到重创，另一方面，在国外资本的疯狂输入影

响下，沿海贸易城市兴起，资本和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聚集，城市的工商业发展迅速，而农村则沦落为产

品初加工地和原料供应地，城乡关系开始加速分离。于此同时，迫于国内外形势，资本开始大量向上海

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总局等高回报、短周期的民族工商实业部门流动，而回报周期长、回报率低的农

业部门则人迹罕至，无人问津，农业技术无法改善、农业人口大量外流。城乡之间分离趋势明显且差距

不断加大。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进一步拉大了城乡之间的物质差距。在当时国

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导向影响下，城市和乡村的所有社会经济资源全部都由国家进行统一的调配，

其中对于农产品更是采取“统购统销”的政策，并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获得农业和农民剩

余，以支持工业化投资和生产，在此制度下，农业生产资料大量流入工业，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差距加大。 
随后，1953 年~1957 年，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农村人口流动的等文件，从一开始的“劝止”

发展到最后的“制止”，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在地理区域上被隔开。而后，发展到 1958 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颁布中明确提出了户口制度，将城市和农村人口划分为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

对于拥有城市户口的公民而言，其不仅可以享受到充足粮食供应，还能够享受到国家在教育、医疗、就

业等方面的福利。而对于农村户口的公民而言却一无所获。这一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的出台从法律

文件和政策上正式将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物质生产资料完全割裂开来，同时也标志着城乡社会二元对立结

构的形成。结构的参差不齐带来的结果就是城乡发展的不同步和不平衡。数据统计就显示，截止 1978 年，

我国城乡之间在人均收入方面的鸿沟高达 209.8 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 2.57 倍[12]。
城乡之间的断层式发展，使得乡村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下长期处于生产资料和生产力严重不足状态，技术

无法革新、劳动力素质低下等问题，为城乡间数字鸿沟形成埋下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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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现实助推：城乡发展现实问题演化 

除了历史遗留问题以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的数字鸿沟还具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从当前我国农

村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导致的技术排斥问题和数字普惠金融高风险引发的金融排

斥问题是推动数字鸿沟问题产生的两大现实原因。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截止 2020 年 11 月 1 日，我国总人口数达 14.12 亿。年龄在 60 岁及以上

人口数量相较于 2010 年上升 5.44%，占比达 18.70%，共计 26,402 万人，其中年龄在 65 岁及以上人口数

量更是高达 19064 万人。进一步对老龄化人群的地区分布进行统计研究发现，乡村 60 岁、65 岁及以上

老人的比重相较城镇而言分别高出 7.99、6.61 个百分点，达 23.81%和 17.72%，由此可见，乡村的人口老

龄化问题亟待解决[13]。 
在乡村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的影响下，互联网、智能终端等数字化相关技术等在乡村的使用和

普及也将面临瓶颈。截止 2020 年底，相关统计数据表明，在当前我国非网民群结构中，60 岁及以上非

网民群体占比高达 46%，较其人口比例高出 27.9%，由此可见，60 岁及以上老年群体仍然是我国非网民

群体的主体[5]。加之受老年人生理条件限制，数字技术教育大多只能采用“手把手”模式，成本过高致

使大多数老年人因无法使用而被互联网等数字化技术排斥在外，因“健康码”缺失而被限制进出公共场

所、因不会使用手机而无法购票和挂号等问题频发，同时老年人自身又会由于技术操作不熟练等情况产

生心理排斥，加剧乡村老年人对于数字技术的排斥。 
就当前乡村数字金融服务和产品发展情况而言，还存在着金融产品使用鸿沟，民众对于数字金融产

品存在着明显存疑甚至抵触心理。一方面，由于农村地理位置的偏远性，使得乡村民众受教育程度明显

滞后于城镇。2019 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显示，我国农村居民中初中文化程度者 41.5%的农村居民为

初中文化程度者，34.6%为小学文化程度者，高中文化程度者为 11.3%，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居民仅

4.7%，另外还存在 7.9%的居民表示未接受过教育。教育水平不足与信息接收滞后导致农村居民在金融素

养方面存在着明显不足。对于繁冗的金融条款无法理解，对于复杂的金融知识难以掌握，进而导致农村

居民对数字普惠金融产生误解，不愿意更加深入地了解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及相关服务。另一方面由于数

字技术所具有的强虚拟性，致使网络空间鱼龙混杂，各种金融服务产品层出不穷，金融欺诈问题频发。

中国公安部相关数据显示，截止 2020 年末全国共计破获 32.2 万起电信网络诈骗相关案件，其涉案金额

约 2720 余亿元。金融服务本身所具有的高风险性加之数字技术下的虚拟性，致使民众对于数字金融服务

大多不敢涉猎，同时加之民众本身金融素养不足，导致农村居民在面对数字普惠金融产品时普遍选择“一

刀切”的方式，从而导致乡村数字普惠金融在使用和推广上存在鸿沟。 

5. 消弭数字普惠金融数字鸿沟的对策 

针对于当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数字鸿沟问题产生的理论溯源、历史奠基和现实助推三个维度

来看，消弭数字鸿沟的对策也许要结合我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现实问题着手

进行解决。 

5.1.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本，加快打造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城乡之间的关系也会不断演进，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无法相互适应时，人类社会就会进入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从而最终实现城乡融合。对于城乡融合

发展的实现路径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要“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对立逐步消失[14]”，对此，

应当“打破城乡的地域界限，在农村中利用工业科技改造农业生产方式，允许多余的劳动力在农村中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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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业劳动，同时工人也能够在城市的新鲜空气中劳动[15]。” 
结合“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二元结构的现实[16]”，我国在推进城乡关系融合发展，消除城

乡对立关系时必须坚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形成工农互促、

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17]。” 

5.2. 结合乡村的老龄化现实，构建数字技能帮扶培训平台 

从当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数字鸿沟成因来看，乡村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严重制约了乡村数

字基础设施的使用广度与深度。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这些老年人群体成了数字冲击下的边缘化群体。

我国“十四五”明确提出要充分调动社会资源进准帮扶信息弱势群体。 
对此，乡村干部要充分发挥带头作用，依托乡村文化礼堂和大学生等年轻群体，与相关志愿服务开

展有效对接，合力打造乡村数字技能帮扶培训平台，对乡村老年人等信息弱势群体开展精准化、常态化

帮扶，在帮扶时可以采取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柔性帮扶模式，针对于老年人的生理特殊性，注重加强无感

帮扶模式建设。对于部分帮扶困难群体，可以与其子女进行沟通协商，由子女进行针对性帮扶和培训。

在帮扶过程中，充分注重“以人为本”的人性化原则，以老年人等信息弱势群体的利益和感受为有效衡

量标准，同时，对于村委会、社区等基层自治组织而言，也应当将区域数字技能帮扶情况纳入考核，助

推数字技能帮扶措施走深走实。 
除此之外，国家和政府也要积极采取行动，加强统筹规划，将老年群体数字鸿沟问题纳入“十四五”

规划和网络强国建设目标之中，建立短中长分期目标，联合相关部门、行业和机构，建立约束激励机制，

为打造全方位、综合性的数字帮扶机制提供政策支持，同时在公共服务方面，必须结合老年人在数字技

能上的分层特性，进行适老化便民改造，在大力提倡和进行服务数字化转型和升级改造时，预留出一定

的人工受理窗口和渠道，通过“线上 + 线下”的模式，为广大老年群体提供人性化公共服务，并逐步引

导广大老年人向数字时代过渡。 
对于数字技术相关行业而言，也要加快科技创新和研发，从老年人客户群体自身生理特性出发，研

发如无障碍阅读、语音朗读等适老功能，以及穿戴型心率监测、血压监测手表等适老智能设备等，在充

分把握和利用好相关政策带来的机遇的同时，自觉承担起以科技助老的社会责任。 

5.3. 针对数字金融排斥问题，构建数字金融监管推广体系 

除了乡村数字技术使用问题外，当前我国乡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的数字鸿沟还受到乡村居民金融

排斥心理的影响。这一心理的产生主要来自于数字金融欺诈问题频发而引发的民众公信力下降和数字金

融产品推广宣传力度不够导致民众对其认知不足两方面 
对于数字金融欺诈问题频发而引发的民众公信力下降而言，必须加快构建数字金融监管体系，加快

监管基本规则制订，提升监管评估和分析工作专业性，加大失信违规行为惩处力度，依托金融科技提升

穿透式监管力度，防范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要注重消费者权益保护，对于通过算法歧视消费者、

滥用金融交易消费者数据等侵权问题，要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和增设相关部门等措施进行高效化处理。 
而对于数字金融产品推广宣传力度不够导致民众对其认知不足而言，可以依托国家顶层规划设计，

将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对接，通过在“十四五”期间由央行、农业农村部、银保监会牵头

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深入基层，除此之外，各大金融服务平台也要加快产品研发创新

和基层宣传推广，尊重消费者多元化的金融消费需求和消费习惯，依托大数据加快打造个性化、人性化、

多元化的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同时也要注重运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加大推广力度，因地制宜打

造多样化推广方式，有效扩展数字金融宣传覆盖面，将广大农村居民纳入数字金融服务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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