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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乡村振兴逐步深入的同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实现共同富裕需要社会长期的努力；金融是现代

经济的核心，关系发展和安全，农村金融的发展对于提升居民投资理财意识、增加教育投资、促进农村

经济发展、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等具有积极影响。普惠金融作为推进农村金融发展、深入的重要工具，探

究其发展程度、辐射范围、渗透程度等多角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选取经济发展程度相差较大

的北京市与甘肃省两个省级地区进行普惠金融发展状况的对比以及两地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

响，比较分析国内普惠金融是否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及背后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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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adual deepening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requires long-term social efforts. Finance is the 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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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odern economy, which is related to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finance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improving residents’ awareness of investment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increasing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promoting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mproving rural 
residents’ income. Inclusive finance, as an important tool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deepen-
ing of rural finance, explores the impact of its development degree, radiation range, penetration de-
gree and other aspects on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is paper, Beijing and 
Gansu Province, two provincial areas with relatively large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selected to compar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inclusive finance and the impact of inclusive finance 
on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pare and analyze whether domestic inclusive finance has an 
impact o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and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behind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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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背景、研究价值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中国通过一系列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农业农村改革、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等经济政策，有效推

动农村地区收入的提高，与城市地区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但城乡收入差距的绝对值仍然较大，地区、城乡之

间的发展仍然存在不平衡的问题，该差距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不利，以此产生的民生问题对社会和谐稳定不利。

当前，中国现在处于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需要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均衡。 
因此解决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是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在此背景下，普惠金融的发展就

显得尤为重要。本课题研究聚焦于国内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否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具体影响机制及政策建议。 

1.2. 理论价值及学术价值 

从理论价值角度分析，发展普惠金融并将其作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完善金融市场理论基础。从而扩大

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覆盖率和满意度，尤其适合为“三农”领域提供金融服务，助力乡村振兴、共同富裕。 
从学术价值角度分析，普惠金融作为近年来的发展热点，普惠金融作为近年来的发展热点，有很多

以此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但是关于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的研究欠缺。 
本文研究选取(2007~2020 年全国两个省域)样本数据，采取文献研究法，实证分析法，图表分析法探

究普惠金融对北京市与甘肃省两个省级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弥补目前研究的相对空白之处。最终

目标是完善金融体系，运用金融手段，在金融服务领域寻求社会公正，将所有人都纳入经济增长的轨道，

并使其公平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达到社会和谐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目标和理想。 

2. 文献综述 

从国外对普惠金融的发展研究而言，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CGAP)出版的《服务于所有的人——建

设普惠性金融体系》(Access for all: Building 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s)这本书介绍了目前通用的该金融体

系的有关理念，使所有特别是穷弱的群众享受平等的金融服务、受益于金融服务。美国经济学家 Si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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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znets 于 1995 年提出库兹涅茨曲线，在此基础上 Greenwood & Jovanovic [1] (1990)在期刊中发表的

《Financial development growth,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金融发展、增长和收入分配》)中构建的

动态内生模型(即 G-J 模型)开创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研究的先河。 
从中国研究发展而言，发现学者们往往只创立一个普惠金融体系，将穷弱群体都纳入到微观、中观、

宏观三个层面之中。李志军和张名誉[2] (2015)采用中国 29 个省区面板数据，认为从普惠金融的发展高于

门限值后，农村居民收入随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提高而上升。李建伟[3] (2017)以我国 2004 年~2014 年度数

据为基础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空间滞后模型，研究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

现：二者在省域层面出现不一致情况，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倒“U”型关系。 
综上所述，学者对普惠金融的研究主要汇集在金融范畴、经济范畴。大家主要是从怎样改善金融环境、提

高金融资源使用效率的角度对普惠金融进行研究。然而以政策制度视角研究普惠金融的成果较少，本文将研究

强调发展农村普惠金融，进一步提高农民、涉农小微企业、农村贫困人口等群体的金融可得性和覆盖率等。 

3. 理论分析 

3.1. 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普惠金融通过完善落后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降低金融成本、增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积。金融服

务的可获得性，缓解了农村金融资源分配不足的问题，弥补普通金融无法触及农村金融的不足。张婷婷，

孟颖[4]认为应支持为长期被传统金融体系排斥在外的低收入阶层和小微企业提供多种多样的金融服务，

实现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对减缓贫困、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国家政策指导下，金融机构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借贷、保险等金融服务，从各方面增加其收入，帮

助他们摆脱贫困。例如，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说，多设网点、多准备设备；金融服务内容农业信贷、农

业保险等金融服务，进而提升农村地区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3.2. 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 

金融服务渗透性不断加深，金融服务能力不断加强，会刺激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到金融活动中来，

进而刺激经济增长。郭国峰，张颖颖[5]认为经济增长会通过其渭流效应，来带动和促进经济扩张中心以

外的周围地区，也就是说城镇的经济增长能够给农村地区带去更多的资本和人力等，也可以理解为，社

会整体财富的增加，促生出更多的就业和积累财富的机会给农村居民，减小收入差距。 
金融服务的使用率越高，则会推动金融服务和产品的创新产品会不断创新，对金融业发展产生刺激，

使得金融业开始下轮的创新发展，这样的良性循环会不断增加储蓄意愿强烈个体的财富，进而提高个人

储蓄率，最终影响到城乡收入差距。 

3.3. 居民教育投资 

人力资本门槛从教育角度出发，城镇居民收入较为稳定且拥有较高的储蓄，会越来越重视受教育的

程度，对教育的投入相对农村居民会越来越高，从而个人能力与个人素质得到进一步提升，在就业竞争

中更具有优势，也能获取更高的劳动报酬。普惠金融降低了金融成本，使得金融门槛得以降低。 
增加教育投资可提高个人能力与素质，提高农民等低收入群体的技能水平，使得居民在就业中更具

优势，可以选择更多具有技术性的就业岗位，从而可获得更多的劳动报酬，进而增加其经济利益的可得

性，促进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最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3.4. 投资理财收入 

普惠金融的发展会更新农村居民的消费和投资理财方式，影响农村居民的投资理财收入，从而对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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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居民等低收入群体的理财意识和观念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农村居民等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进而影响城

乡收入差距。 
投资理财收入会影响居民的理财意识，进而影响到居民对投资理财服务的选择和使用，通过金融服

务和产品的使用情况进而影响到城乡收入差距。 

3.5. 普惠金融覆盖率 

金融服务得以使用的前提就是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如果农村居民缺乏接触和获取有效的金融产品和

金融服务的渠道，那么金融服务的范围就无法触及农村地区。普惠金融的特殊性能够有效增加金融服务

渗透性，使金融服务渗透至人群，为其提供保险、借贷等金融服务，增加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4. 图表分析及研究结论——北京市与甘肃省的差异 

4.1. 金融服务使用情况 
 

 
Figure 1. Use of financial services in Gansu Province 
图 1. 甘肃省金融服务使用情况 

 

 
Figure 2. Use of financial services in Beijing City 
图 2. 北京市金融服务使用情况 

 
甘肃省兰州市各县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和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较低，并且随着时间发展逐

渐增加，甘肃省金融服务情况仍较低，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较低(见图 1)。 
北京市各区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和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较高，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较好(见图 2)。 
由此可得，兰州市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和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在这几年一直低于北京市，

由于北京处于中国政治中心城市化发展水平高，经济化水平较高，政策支持力度大，普惠金融逐年发展

稳中向好，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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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农村居民投资理财收入 
 

 
Figure 3. Investment and wealth management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图 3. 农村居民投资理财收入 

 
北京作为我国经济发达的城市，农村居民投资理财观念较为先进且不断得以增强，北京市的农村居

民投资理财收入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且增速高于甘肃省农村居民(见图 3)。 
甘肃省作为我国西部经济较为落后地区的代表省份，虽然甘肃省的农村居民投资理财收入增幅较小，

但就本身而言，相较于 1993 年而言，也有小幅度的增长，说明普惠金融的渗透性在逐步加强，经济落后

地区的农村居民投资理财观念有所改善，进一步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见图 3)。 

4.3. 农村居民教育投资 
 

 
Figure 4. Investment in rural education 
图 4. 农村教育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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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市和甘肃省二者的农村居民教育投资趋势图中可以看出两省农村居民教育投资呈现稳定增长

的趋势，且差距在逐年缩小。国家逐年的资金支出促进乡村人员素质提高，能力提升，获得更高的报酬。

教育事业发展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减少(见图 4)。 
普惠金融也使得欠发达地区和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教育投资支出差距缩小，人才效应反过来为农村

居民提供增加收入的途径，以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5. 实证分析及研究结论——北京市 

5.1. 居民人均收入基本情况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describing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f residents 
表 1.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描述统计表 

 总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 8948 75,687 32325.29 

有效个案数 28    
 

本课题研究的时间是从 2007 年~2020 年，在这段时间内，普惠金融从开始发展到发展不断完善，对

居民收入水平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从最初的 9000 左右不断增加到

75,687 元(见表 1)。 

5.2. 收入水平在城乡地区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Table 2. Statistical table of t-test for independent samples of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表 2. 人均可支配收入独立样本 t 检验统计表 

 地区 N 均值 标准差 t 值 显著性 

人均收入 
城镇 14 46192.29 18790.913 5.189 0.000 

农村 14 18458.29 6847.802 5.189  

总计  28 64650.58 25638.715 5.189 0.000 
 

t 检验分析结果显示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显著性差异(t = 5.189, p = 0.000)，收入水平在城

乡地区间确实存在显著差异。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均值为 46192.29 元，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均值为 18458.29 元(见表 2)。 

5.3. 居民教育投资增长率对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 

本论文将居民教育投资增长率分为“增速缓慢”“增速一般”“增速较快”“增速很快”四个类

别。 
符合方差齐性检验，可进行后续研究，证明不同教育投资增长率的居民人均收入有显著差异(F(2,16) 

= 20.872, p = 0.000)，说明教育投资增长率与居民收入水平之间有显著关系(见表 3，表 4)。 
其中，增速缓慢与增速较快之间的差异最大，增速一般与增速缓慢之间的差异最小。从教育角度看，

说明居民对教育投资的支持在增加，居民逐渐突破经济条件的限制，发展教育，而提高个人能力与素养，

能够进入更具技术性的工作岗位，最终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增加经济利益的可得性，使得居民收入水

平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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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Homogeneity test of variance for per capita income of residents 
表 3. 居民人均收入的方差齐性检验表 

 莱文统计 自由度 1 自由度 2 显著性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4.856 2 16 0.22 

 
Table 4. Analysis of variance in per capita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表 4.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方差分析表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组间 23992062.05 2 11996031.03 20.872 0.000 

组内 9195855.633 16 574740.977   

总计 3318917.68 18    

5.4. 营业网点机构个数水平对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 
 
Table 5. The average value of every dimension of business institutions 
表 5. 营业网点机构个数各维度平均值 

变量名 变量值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F 值 p 值 

营业网点机构个数 

较少 12 18662.17 8143.406 

12.947 

0.000 

一般 8 33004.88 12187.619 0.141 

较多 8 52140.38 22135.637 0.141 

总计 28 32325.29 19799.087  
 

由图可知，营业网点机构个数较少与一般之间有显著差异(p = 0.000)；营业网点机构个数较多与较少

之间有显著差异(p = 0.000)；营业网点机构个数一般与较多之间没有显著差异(p = 0.141) (见表 5)。 
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说，多设网点、多提供设备，能让金融服务能够更容易获得，进而进行农村信

贷保险等服务，进而提升农村地区居民收入水平，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5.5. 营业网点资产总额对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 
 
Table 6. Analysis of the number of employed persons, total assets and household income of business outlets 
表 6. 营业网点就业人数、资产总额与居民收入间的相关分析表 

  营业网点就业人数 营业网点资产总额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营业网点就业人数 皮尔逊相关性 1 0.937 0.622 

 Sig (双尾)  0.000 0.000 

 N 28 28 28 

营业网点资产总额 皮尔逊相关性 0.937 1 0.665 

 Sig (双尾) 0.000  0.000 

 N 28 28 28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皮尔逊相关性 0.622 0.665 1 

 Sig (双尾) 0.000 0.000  

 N 28 28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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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营业网点就业人数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在显著性水平 0.01 上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且为中

度正相关(r = 0.622, p = 0.000)。说明营业网点就业人数在逐年增加的同时，居民收入水平也在逐年提高。

营业网点就业人数增加说明人口维度的服务渗透性越来越强，随着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下乡扶贫，给农

村带来了资本积累和资源优化，使得居民的收入来源更广，水平更高。 
营业网点资产总额与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在显著性水平 0.01 上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且为中度正相关

(r = 0.665, p = 0.000)。说明营业网点资产总额与居民收入水平都在逐年增加，普惠金融将更多资金投入到

营业网点中，居民就可从营业网点中获取更多利益，进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营业网点就业人数与营业网点资产总额之间在显著性水平 0.01 上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且为高度正相

关(r = 0.937, p = 0.000)。说明营业网点就业人数越多，投入到营业网点的资产额就越多。普惠金融在农村

的渗透力逐年增强，对农村的就业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进而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见表 6)。 
2) 因营业网点就业人数与营业网点资产总额高度正相关，所以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故不能采用多

元线性回归。以下分别做一元线性回归方程来具体检验营业网点就业人数与居民可支配收入，营业网点

资产总额与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具体关系： 
 
Table 7. Model summary 
表 7. 模型摘要 

模型 R R 方 调整后 R 方 

1 0.622 0.386 0.363 

2 0.665 0.442 0.420 
 
Table 8. ANOVAa 
表 8. ANOVAa 

模型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1 回归 4,089,036,557 1 4,089,036,557 16.369 0.000 

2 回归 4,676,638,476 1 4,676,638,476 20.583 0.000 

a. 因变量：居民可支配收入。 
 
Table 9. Factora 
表 9. 系数 a 

模型  B t 显著性 

1 
(常量) 17323.117 3.638 0.000 

营业网点就业人数 0.275 4.046 0.000 

2 
(常量) 19950.008 5.058 0.000 

营业网点资产总额 0.143 4.537 0.000 

a. 因变量：居民可支配收入。 
 

设 Y 为居民可支配收入，X1 为营业网点就业人数， 
则营业网点就业人数与居民收入之间的回归模型为： 0 1 1Y Xβ β ε= + + ， 
则营业网点就业人数与居民收入之间估计的回归方程： 117323.117 0.275Y X= + 。 
对回归方程作线性关系检验，F 统计量值为 16.369，p 值为 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 0.05，所以整体

线性关系显著；对回归方程作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检验，解释变量 t 统计量值为 4.046，p 值为 0.000，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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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水平 0.005，所以营业网点就业人数对居民收入的影响显著。判定系数 R2 = 0.386，因变量中的变

差有 38.6%可由自变量解释，因此估计的方程并不能对数据给出一个较好的拟合。 
设 Y 为居民可支配收入，X2 为营业网点资产总额， 
则营业网点资产总额与居民收入之间的回归模型为： 0 1 2Y Xβ β ε= + + ， 
则营业网点资产总额与居民收入之间估计的回归方程： 219950.008 0.143Y X= + 。 

对回归方程作线性关系检验，F 统计量值为 20.583，p 值为 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 0.05，所以整体

线性关系显著；对回归方程作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检验，解释变量 t 统计量值为 4.537，p 值为 0.000，小于

显著性水平 0.005，所以营业网点资产总额对居民收入的影响显著。判定系数 R2 = 0.442，因变量中的变

差有 44.2%可由自变量解释，因此估计的方程对数据的拟合度并不好(见表 7~9)。 

6. 政策建议 

由研究结论可发现，北京市内城市和农村金融机构的各方面差距仍然存在，北京经济发展水平非常

迅速，发生了质的飞跃，相比之下，农村经济发展仍显得落后，渗透率仍然不及城市金融机构，结果导

致北京市内缩小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距进度缓慢。因此建议也需要进一步落实到具体农村所需的具体

服务支持等，优化改善城市农村金融各方面的资源配置。从传统意义上来看，西部(以甘肃为代表)与东

部(以北京为代表)之间金融机构营业网点的资金流动、资产总额、金融服务等差异明显，证明了它们影

响的收入差距仍然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扶贫支出，普惠金融

支出。 

6.1. 根据农村不同的教育状况，增加对农村教育的专项金融服务 

教育是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石，金融机构可根据当地现实情况推出教育信贷、学习保险、助

学贷款等专为学生设计的金融产品，可以达到普惠金融推动农村教育的发展，进而使农村地区收入提高，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6.2. 创新对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服务模式 

深入调查农村地区居民对金融产品的需求，为农村居民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在分析普

惠金融在农村的发展状况时，我们发现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与城市之间存在一定差异，金融服

务的可获得性低于城市，经过分析后，得出具体原因是农村地区的普惠金融在金融服务方面进行的不够

完善，金融产品大多照搬城市地区，没有突出当地农村的特色，因此推出的金融产品与农村居民的需求

适配性低，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创新金融产品的种类，摆脱单一化的产品模式，关注农村居民的金融

需求，并为其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金融服务，以此推动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的发展。 

6.3. 强化对农村地区的金融监管 

强化农村地区金融监管，完备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奖惩制度、人员管理制度、薪资管理机制等，为

金融服务可获得性减少障碍。农村金融服务存在很多安全风险等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金融监管

部门强化对当地金融机构的监管，确保金融产品的安全性、可靠性，加强其推行过程中的管理，增强农

村居民的信任感，进而增加使用金融服务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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