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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成为乡村振兴的关键。进一步改善普惠金融的环

境，促进金融产业与农业农村深度结合对于有力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就发展而言，乡村振兴离

不开产业经济的良性循环，“互联网 + 农业”、新型农业科技等的发展与应用使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

合影响机制发生深刻变化。但与此同时，部分地区仍存在普惠金融发展不平衡，从而导致城乡融合缺乏

持久动力的问题。如何破解新型城乡融合发展发展难题、走出困境？探究背后的影响机制与路径，并运

用其指导构建中国特色方案，对于助力普惠金融、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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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s become the key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further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for inclusive finance and promote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with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s 
far as development is concerned,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virtuous cycle of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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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strial economy,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 agriculture” and new agri-
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mad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inclu-
sive finance 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still an imbal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some regions, which leads to the lack of lasting momentum 
for urban-rural integration.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new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
ment and get out of the predicament? Exploring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s and paths behind 
them, and using them to guide the construction of solution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crucial 
to help inclusive financ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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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乡协调发展一直都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方面，早在 2002 年，我国就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在 2007
年提出以城市带动乡村的发展机制；2012 年强调要缩小城乡差距；到 2019 年明确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实

现城乡全面融合。其次，普惠金融的概念在 2006 年被引入我国后引起了广泛关注，尤其是普惠金融在广

大农村地区的应用更是受到了一致认可。目前，做好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

区域竞相发展、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强力发展县域经济的核心任务仍是推进城乡一体化，有

利于推动构建全域联动的新格局。 
随着生产力发展，城乡由分离向融合与协调转变，但和二元经济结构相伴而生的城乡金融二元化成

为其制约因素之一。目前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在金融机构作用与数字技术利用上，并未充分考虑新环境下

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机制变动。面临城乡二元结构挑战带来的各地区不协调问题，缩小城乡差距

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普惠金融和城乡融合发展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运用数字技

术改善金融服务模式有利于实现金融服务均等化，促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加快融

合进程具有积极意义。如何将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的研究不断辐射到整个中国，为解决中国区域发展不

均衡问题提供中国特色方案，是当前面临与亟待解决的问题。后疫情时代，利用“数字技术 + 金融”模

式，将数字技术如大数据、5G、区块链等以金融为载体嵌入城乡融合发展，探究数字金融影响机制，建

立覆盖更广、服务更多、成本更低的数字普惠金融，对实现高水平融合、助力乡村振兴至关重要。 

2. 文献综述 

2.1. 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这一概念源自国外，最早对普惠金融的研究也是源自国外。传统的研究观点认为传统金融

模式存在着覆盖面不够广的不足之处，而信息技术对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我国在 2006
年引入普惠金融这一概念，周小川(2013)将普惠金融定义为“借助相对完备的金融基础设施，通过能够承

受的成本支出将金融服务范围进行扩大，使其能够覆盖一些收入群体”[1]。焦瑾璞在 2010 年阐述了普惠

金融的重要性[2]，2015 年首次使用实证分析我国各地普惠金融发展水平[3]。张勋(2019)通过实证得出中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fin.2024.141034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昌昂阳，张琛浩 
 

 

DOI: 10.12677/fin.2024.141034 321 金融 
 

国的数字金融提高广大农村地区居民的家庭收入[4]。 

2.2. 惠普金融对城乡融合影响 

城镇化问题一直都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刘易斯提出城乡二元结构后，众多学者致力于城乡两元结

构一元化，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学者更是将缩小城乡差距和城乡综合等问题作为研究的重

点内容[5]。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我国学者又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问题，其中很多学

者关注了普惠金融这一主题[6]。普惠一词是与不平衡的发展挂钩的，正是因为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所以我

们需要普惠，因此有一部分学者意识到普惠金融和城乡融合发展之间的关系[7]，还有学者针对两者之间

的关系选择某些地区进行实证分析[8]。 
宋晓玲(2017) [9]和王修华(2011) [10]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黄维

康(2021) [11]、程世越(2021) [12]、魏秀华(2020) [13]分别运用长江经济带、西部乡村、福建省的数据运

用实证分析测度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影响效应的具体数值。 
学者们在普惠金融和城乡融合方面已有大量文献和研究成果，但是在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方

面基本集中于实证分析，很少有学者从理论角度研究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影响。所以，本文边际贡献在

于将结合我国政策，主要从理论上分析普惠金融对于城乡融合影响丰富已有研究成果，论证乡村振兴离

不开普惠金融的创新支持，同时反过来也会促进农村金融的应用与发展。 

3. 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机制 

3.1. 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相关政策演变 

 
Figure 1. Outline of policy opinions on inclusive finance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over the years 
图 1. 历年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政策意见提纲 

 
当前，我国正处在信息化、数字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历史交汇期，“数字乡村”已成为乡村振兴

战略方向，为数字乡村金融创新、增强服务乡村振兴金融供给奠定新的要素基础和市场土壤。自从 2016
年《G20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首次提出普惠金融概念以来(见图 1)，普惠金融不断与互联网等新型技

术媒体、工具平台结合，降低交易与服务成本，扩大覆盖范围、开展深度与实施效度，也不断向乡村、

农业经营主体聚焦，强调农村金融服务的推出、农村金融规范发展、提高有效普及度的重要性，将普惠

金融服务融入“三农”各环节，建立县域金融服务激励约束机制，改善网络、移动支付信贷等普惠金融

发展环节，为农民提供足不出户的便民服务。 
见表 1，从我国不断出台与演变的相关政策可看出，强化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加快构建多层次、

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以县域为城乡融合发展重要切入点，发展农村普惠金融，降低融

资成本，全面激活农村金融服务链条，加快实现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已成为当下普惠金融与城

乡融合发展共同与内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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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Policies related to inclusive finance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2022 
表 1. 2022 年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相关政策梳理 

文件 相关内容 

《政府工作报告》 
普惠金融贷款持续面扩、量增、价降，货币政策重心为拖底，

引导资金流向重点领域、薄弱环节，扩大覆盖面，加强农村金

融服务，设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 

《推进普惠今日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重点领域与薄

弱环节，加快补齐县域、小微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题等金融

短板，促进普惠、绿色、科创金融等融合发展，提升政策精准

度和有效性 

《2022 年金融工作实施意见》 

全面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落实服务实体经济、防

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进一步做大金融规模、做强金融

企业、做优金融环境，形成促进地方金融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

强大合力 

《2022 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 加大中央财政市民化奖励资金支持力度，推动省级财政建立市

民化奖励资金，推进城镇公共服务向乡村覆盖 

3.2. 影响机制探究 

3.2.1. 影响机制变量构建 

 
Figure 2. Desig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variables by inclusive finance 
图 2. 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变量设计 

 

 
Figure 3. Circular promotion of inclusive finance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图 3. 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循环促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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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2，本文最开始试图先以普惠金融作为自变量，搭建其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机制与乡村振兴的路

径，探究在公共卫生防治意识发展的影响下，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影响机制、相应政策与启示建议的变

动，并摒除外生变量干扰，进行控制变量，抛却除普惠金融外其他因素的作用机制对城乡融合和一体化

促进等的影响。 
并认为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之间的影响路径应该是互相促进的生态循环模式，最终作用到助力乡村

振兴(见图 3)。 

3.2.2. 自变量与因变量分析 
普惠金融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可持续原则，强调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

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重点服务小微企业、偏远地区居民、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

群、残疾人与老年人等群体，与乡村振兴以及城乡融合所关注重点目标对象所一致。结合 2021 年 12 月

16 日发布的《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21)》，我国惠普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18.6 万亿元，将持续保持量

增、面广、价降、结构优化的特点，普惠金融在解决“短、小、急、频”贷款需求，助力脱贫攻坚、实

现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五年，普惠金融将在普惠保险、创业投资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

三大领域持续发力。 
见图 4，城乡融合是指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将城乡人口、技术、资本、资源等要素相互融合，

互为资源，互为市场，相互服务，使城镇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市

场信息、政策措施、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一体化，达到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协调发展的过程。 
 

 
Figure 4. Characteristics of inclusive finance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图 4. 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特点抓取 

3.2.3. 影响机制路径导向 
1) 以“人”(重点服务对象)为路径导向——民生 
见图 5，普惠金融主要通过鼓励金融机构加快建设金融服务、提供安全可靠的便捷支付手段、乡镇

一级物理网点、机具与服务全覆盖，来高供金融服务可得性和覆盖率，健全普惠金融服务和保证体系，

提高重点服务对象获得感与满意度。其中，政府以完善货币信贷政策、健全金融监管差异化激励机制、

落实相关税收扶持政策、强化地方配套支持等手段进一步加强普惠金融的推力，缩小城乡生活居住感知

与满意度差距，促进城乡公共发展、社会服务一体化，提高乡村人民幸福感。 
但与此同时，农村地区基础设施较为薄弱，在整体经济上升的趋势下，发展动力稍显不足，收入相

对降低，失业率上升，且不少地区存在工资拖欠现象，对乡镇务农以及外出务工人员影响较大，为普惠

金融对城乡融合影响机制创造新困难与阻碍。如何建设好发展不均衡下农村地区的普惠金融服务？如何

利用好普惠金融信贷与补贴？解决农村基础建设不足以及就业难、差距大等问题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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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inclusive finance 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people’s livelihood 
图 5. 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民生影响机制 

 

 
Figure 6. The benign economic cycle of inclusive finance for ur-
ban-rural integration 
图 6. 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良性经济循环 

 

 
Figure 7. The specific economic orientation of inclusive finance to urban-rural integration 
图 7. 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具体经济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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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事”(农村金融服务)为路径导向——经济 
普惠金融仍以服务为主要导向，以农村金融服务和保证体系为依托，助力城乡融合，经济产业一体

化发展，缩小城乡服务差距，增加农村就业岗位与健全就业体系，厚植就业环节，滋养好就业市场，促

进好城乡资源、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平等交换与双向流动。充分利用好普惠金融信贷、保险、投资、

市场信息等服务，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或以服务为依托进一步助力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见图 6 和图 7，利用互联网平台搭建好普惠金融教育与普及，充分结合地区特色，因地制宜构建好

农村便民利民快捷一体化普惠金融机制，不断缩小城乡金融服务差距，提升农村居民获得感与自豪感，

做到城市与农村互利互惠，“先富带后富”，打造好城市与农村不断相互促进、提升，能有效应对各类

突发事件经济下行态势的良性经济循环，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带动实体经济复

苏，做到精准发力、做好靠前发力，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实现总量稳、结构优的较

好组合。 
普惠金融财政支持与奖励补贴力度也不断升温，如下 2022 年 06 月 0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发布

的普惠金融奖补通知(见表 2、表 3)。 
 

Table 2. Criteria for awards and subsidies for demonstration zones suppor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表 2. 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奖补标准 

地区 第一档奖补标准 
(绩效系数 2) 

第二档奖补标准 
(绩效系数 1.5) 

第三档奖补标准 
(绩效系数 1) 

东部地区 6000 万元 4500 万元 3000 万元 

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10,000 万元 7500 万元 5000 万元 

计划单列市 3000 万元 

 
Table 3. Allocation of demonstration zones for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suppor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表 3. 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档次分配 

地区 省份总数 第一档省份个数
(25%) 

第二档省份个数
(50%) 

第三档省份个数
(25%) 

东部地区 8 2 4 2 

中部和东北地区 11 3 5 3 

西北地区 13 3 7 3 

合计 32 8 16 8 

 
3) 以“物”(基础设施建设)为路径导向——保障 
普惠金融促进了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从需求侧反向带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第三产业特别是金

融服务业助推网络基站、银行机具、通讯信号、机构站点甚至交通路面等的建设与完善，某些地区还结

合当地特色，因地制宜发展旅游业、非遗文创业等，进一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良好环境氛围塑造。 
但公共性卫生事件在其中作用与在前两者中不同，其反向助推了乡村医疗文卫、普惠金融服务、机

具站点等相应防疫措施建设，对城乡基础设施、疫情公共服务与管理一体化起促进作用，也促进了城市

技术与农村资源、人力的结合与碰撞。 
4) 城乡融合对普惠金融反向促进作用 
见图 8，普惠金融对于城乡融合、乡村实体经济复兴以及创新化乡村振兴的驱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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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经济产出速度、提高流通速度，对社会再生产产生刺激性影响，而相反，城乡一体化发展，体现在乡

村经济民生、生态文明、文化精神、科技创新的进步，这些方面的进步都将反向促进普惠金融，与城市

差距的缩小，将会递增式增长人民幸福指数，依托于普惠金融城乡融合后，更为牢固的经济设施等基础，

都进一步促进普惠金融提高广度与深度，与促进乡村振兴一起，三者也构成良性的生态循环。 
 

 
Figure 8. Effec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on HP’s financial inverse promotion 
图 8. 城乡融合对惠普金融反向促进作用 

4. 现阶段问题 

4.1. 数字经济的注入为新动力带来不确定因素 

随着我国逐步步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为解决乡村振兴的资金不足问题提供了新的

思路与解决希望。数字普惠金融以网络数据以及数字技术为支撑，以数据平台为传递媒介，打破了传统

金融服务业的时空限制，将过去乡村振兴的各类缺点转化为现在的优点——服务门槛降低、低交易成本

等，从而更好地将更多地农民服务群体纳入了农村金融的服务范围内，拓展了农村金融市场的延长链，

更加有利于获得乡村振兴的金融支持。 
但与此同时，数字普惠金融是当下数字经济时代下的新产物，它的发展受到各个方面的影响，例如

农村各地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状况、国内整体金融生态环境的稳定状况、农民对数字普惠金融的认知

程度等。所以，数字普惠金融是否能够真正打通农村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为农村金融发展注入

活力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察与研究。 

4.2. 农村地区金融素养普遍缺失 

1) 我国农村居民金融知识的普及度低。《2019 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居

民认为自身最缺乏的金融知识是股票和基金投资，其百分占比为 36.09%；其次为住房贷款类知识。在债

权投资方面的知识缺乏占比人数为 21.01%；最后是金融纠纷解决知识，占比 20.77%。较低的金融知识普

及度导致了农民对金融产品的陌生，从而导致农村经济数据化的进度缓慢。 
2) 农户自身的金融知识储备存在较大的偏差，且学习能力不高。由于受教育程度的区别，每位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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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融知识的掌握程度具有一定的偏差。大量研究表明对于学历较高、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而言，该

群体的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都处于较高的水准，对于金融市场的了解度也更高，能接触到的金融信息相

对来说也更多。储备知识和学习能力的参差不齐对于开展统一的金融知识培训具有一定困难[14]。 
3) 最后是地域因素的影响，中国居民的金融素养区域划分明显。我国居民的金融素养在东部、西部、

中部、东北部等不同的地区也存在巨大的差异。东部和中部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明显高于中部和东北部。

这是由于我国土地广阔，但各地区发展不平衡，所以在地域因素上看，即使同为农村地区，其金融素养

也不相同。 

4.3. 农村的风险分担机制缺失 

国内外在开展普惠金融时都会采取风险分担措施来优化风险。但在我国农村地区，产权制度不明晰

导致金融机构接纳度集中且低。由于金融服务机构的数量有限，农民信贷集中，而我国在这方面的保障

不足，更大大增加了金融服务机构的风险。同时，我国农村普惠金融主要基于县乡银行信贷，但当前农

村征信环境处于初级阶段，银行对风险控制能力不足，导致银行信贷不良率居高不下，影响农村金融普

惠的进程。 

5. 结论与建议 

 
Figure 9. Construction diagram of the conclusion of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inclusive finance on urban and rural areas 
图 9. 普惠金融对城乡影响机制结论构建图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普惠金融助力城乡融合，促进乡村振兴，是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机

组成部分。普惠金融根本目的是支持乡村振兴发展，促进传统金融向着民生化、普惠化方向发展。 
见图 9 和图 10，本文主要从理论角度出发，对政策进行实时追踪研究，最后构建了普惠金融、城乡

融合、乡村振兴三维一体的生态大循环。普惠金融立足于城乡融合间“人”、“事”、“物”(即重点发

展对象、农村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三个主要维度，分别从中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分别进行了阐述。 
中观角度通过民生、经济、保障三个主要领域论述了疫情过后带来的阻碍因素与发展机遇，并在此

基础上构建了正向的影响机制。微观上，具化了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的具体经济传导路线、直接和间接

的影响因素；以及城乡融合可以通过经济民生、基础设施、生态文明、精神文化、科技创新五方面对自

身有着反向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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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0. Construction diagram of the research findings of inclusive finance 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图 10. 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研究发现构建图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给出了如下建议。 

5.1. 提升农村普惠金融产品服务供给质量，促进金融服务渠道融合 

我们要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创新金融产品的形式，提升金融服务的品质，从而更好适应农

业农村生产经营的特点。金融机构要考虑农业生产的周期、种植方式等多方面，并要以此为出发点设计

与生产相适应的贷款周期、贷款资金等形式的信贷产品，更加关注与重视乡村振兴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

节[15]。 
政策性支持的金融机构要有针对性地对农业生产进行信贷扶持，并通过取得一定的成效为农村地区

或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首先树立金融品牌，增强其他商业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和民间自营组织的信心。开

通绿色渠道，构建多层次支持、全方位覆盖的综合性服务机制，助力城乡融合发展[16] (如图 11)。 
 

 
Figure 11. Taking ICBC as an example financial service channel integration 
图 11. 以工银为例金融服务渠道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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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发挥数字技术的扩散与普惠效应，打通“最后一公里” 

要想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优化农村金融问题至关重要；而小县城、农村等经济发展

速度较慢地区也成为了我国金融普惠的主战场。我们要推动农业农村的数字化建设，充分发挥数字技术

的扩散效应，将普惠金融不断下沉，不断扩大服务对象[17]。同时，我们也要找准工作重点，着力特殊领

域、群体的服务，打造线上线下数字化相结合的方式，让普惠金融走进千家万户，减少农业生产与金融

信贷领域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最后，我们在推进的过程中可以搭建数字化平台，通过数字化产业服务探

索金融机构助力农村农业、小微企业等的新路径。最后，各金融机构要利用好大数据手段，及时、全面

地进行风险监测，提高农村地区信贷投资的安全性，增强投资者信心的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18]。 

5.3. 宣传和提高农村地区人们的金融素养 

由于各地区的农户受教育程度都有所不同，对金融知识了解、掌握都存在一定偏差。而“互联网 +
金融”作为新时代背景下的一种新型业态的发展方式，与我国农村农户文化教育水平普遍不高、接受社

会信息不充分形成一定的矛盾[19]。因此，我们可以选择通过发放宣传页、制作展板、广播等通俗易懂的

形式对村民就债权投资、金融纠纷解决等方面的知识进行传授普及；同时，以各村庄为单位对村民金融

知识储备水平进行基础调查并进行分组，对于不同知识储备的村民通过合理的方式进行相应的针对性的

金融知识普及或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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