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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应分析
孙佳瑶

淮北师范大学（安徽 淮北 235000）

摘　要：本论文旨在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问题的影响及其未来发展趋势。通过综合分析现有研究文献，我们总结了数字普惠
金融对贫困人口收入增加、就业和创业机会提升以及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积极影响。同时，我们也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存在
的局限性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政府角色和政策支持方面，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资金支持和加强法律监
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银行和金融机构通过合作与创新，推动了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为广大用户带来更多便利和高
效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最后，我们对数字普惠金融未来发展的趋势进行了预测，包括地区差异、可持续性、社会影响和技术障碍
等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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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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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on poverty and its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literature, we summarize the positiv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on the income of 

the poor, the improvement of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opportunities, and the promo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discusse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the problems that need further research. In terms 

of government role and policy support, the governmen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formulating relevant policies, providing financial 

support, and strengthening legal supervision. Through cooperation and innovation,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ave promoted the 

provision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ial services, bringing more convenient and efficient financi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users. Finally, we 

predic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ncluding regional differences, sustainability, social impacts, and technical 

barriers that ne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and addr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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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背景介绍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数字普惠金融逐

渐成为解决金融服务不平等和推动减贫的重要手段。数字普惠

金融是指利用数字技术和金融创新手段，为贫困人口和农村地

区提供便捷、可负担和包容性的金融服务。在全球范围内，数

字普惠金融已成为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的热门话题。然而，对于

数字普惠金融在减贫方面的真实效果，仍存在一定的争议。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是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在减贫方面的效

应，并进一步分析其对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就业机会和创业

能力以及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深入研究数字普惠金

融在减贫中的作用，可以为政府、金融机构和相关利益相关者

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和指导，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和应用。

1.3 论文结构和方法论概述
本论文将按照以下结构进行组织：

第 2 部分将介绍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和发展历程。我们将

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定义和原理进行阐述，并回顾数字普惠金融

的发展历程和应用情况，以及其在减贫中的作用。

第 3 部分将探讨数字普惠金融与贫困的关联性。我们将对

贫困的定义和分类进行说明，并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的影

响机制。同时，我们将通过相关研究和案例分析来支持我们的

论点。

第 4 部分将进行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实证研究。我们

将介绍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并对数字普惠金融

对贫困人口收入、就业和创业情况以及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影

响进行实证分析。

第 5 部分将提出政策建议和展望。我们将探讨政府在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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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发展中的角色和政策支持，以及银行和金融机构在数

字普惠金融中的合作与创新。同时，我们将对数字普惠金融的

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最后，我们将在第 6 部分进行结论，回顾主要研究发现，

并提出研究的局限性和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2 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和发展

2.1 数字普惠金融的定义和原理
数字普惠金融是利用数字技术和金融创新手段，为贫困人

口和农村地区提供便捷、可负担和包容性的金融服务的概念。

它包括使用移动支付、电子银行、远程银行等数字技术来提供

金融产品和服务，以满足贫困人口和农村地区的金融需求。数

字普惠金融的原理在于利用技术手段降低金融服务的成本和门

槛，提高金融包容性，并为贫困人口创造更多的经济机会。

2.2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历程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

初。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移动通信网络的普及和金融科

技的突破，数字普惠金融开始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推动。在发展

中国家，移动支付和移动银行成为数字普惠金融的重要形式，

促进了金融服务的普及和金融包容性的提高。一些技术公司、

金融机构和政府机构开始推出数字普惠金融项目和政策，为贫

困人口和农村地区提供更多机会和选择。

2.3 数字普惠金融在减贫中的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在减贫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通过提供便

捷、可负担和包容性的金融服务，可以降低贫困人口和农村地

区的金融排斥和贫困率，改善他们的金融包容性和经济状况。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为贫困人口提供便捷的支付工具，促进支付

和转移的安全和高效。此外，数字普惠金融还可以提供金融储

蓄、信贷和保险等服务，帮助贫困人口增加收入、创业就业和

应对风险。通过提升金融包容性和促进经济活动，数字普惠金

融可以为减贫和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 数字普惠金融与贫困的关联性

3.1 贫困的定义和分类
贫困是指在经济、社会和人类发展的各个方面都无法满足

基本需求的状态。根据不同的标准和指标，贫困可以被分为多

个不同的分类。常见的贫困分类包括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绝对贫困指的是无法满足基本的人类需求，如食物、住房、

医疗和教育等。在绝对贫困的定义中，贫困线通常是根据国家

或地区的最低生活成本来确定的。

相对贫困是相对于整个社会平均水平而言的。相对贫困更

关注收入水平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通常使用收入分布指

数（如基尼系数）来衡量。

3.2 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的影响机制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是指利用新兴科技，如移动支付、电子银行

和互联网等，为贫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务的方式。数字普惠金融

对贫困的影响机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提供金融包容性：数字普惠金融可以让贫困人口获得更加

便捷和经济效益的金融服务。通过降低传统银行系统的门槛和

成本，贫困人口可以更容易地获取贷款、储蓄和保险等金融产

品，从而提升他们的经济状况。

促进就业和创业：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激发贫困人口的创业

精神和创新能力。通过为他们提供金融支持和创业培训，数字

普惠金融可以帮助贫困人口开展小规模企业，从而提高就业机

会和收入水平。

促进经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供更准确和全面的数

据，帮助政府和决策者更好地了解贫困人口的需求和消费行为。

通过数据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促进精准扶贫，优化资源配

置，从而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

通过上述机制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的

影响是多方面的，并且具有潜力改善贫困人口的经济状况和社

会地位。

3.3 相关研究和案例分析
在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的影响时，已经进行了大量的

相关研究，并且存在一些成功的案例。下面是一些相关研究和

案例分析的数据和表格：

1.2019年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数字金融2020》报告中，

提供了一些数据关于数字金融在减贫方面的影响：

指标 数值

在发展中国家拥有银行账户的成年人比例 51.2%

在发展中国家有移动金融账户的成年人比例 20.8%

在发展中国家使用互联网的成年人比例 45.3%

全球各地区贫困人口的金融包容性程度 不同

2. 以肯尼亚为例，MPesa 作为移动支付平台已取得了显著

的成果。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自 2007 年推

出以来，MPesa 在肯尼亚已经实现了覆盖 90% 以上的成年人口。

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提供金融服务方面的有效性。

3. 孟加拉国中的“Grameen Bank”是一个著名的数字普惠

金融机构的案例。通过提供小额贷款和储蓄等服务，Grameen 

Bank 帮助了数百万贫困人口改善生活条件，实现经济增长和社

会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的影响是复杂的，其

效果在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以上的数据

和案例仅供参考，具体的影响结果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深入

研究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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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实证研究

4.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在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的影响时，研究者通常会使用

多种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来获取相关数据和进行分析。常见的

数据来源包括官方统计数据、调查问卷、实地调研等，研究方

法则包括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

对于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的影响研究，研究者可以通过以

下途径获取数据：

官方统计数据：使用政府发布的国家统计数据或其他组织

收集的官方数据，如贫困人口比例、金融普及率等。

调查问卷调查：通过设计问卷，针对特定的贫困人口进行

调查，了解他们的金融行为和状况。

实地调研：研究者可以亲自去贫困地区进行实地观察和访

谈，获取更深入的数据和信息。

在研究方法方面，常见的方法包括：

定量研究方法：通过收集大量的统计数据，并运用统计分

析方法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可以使用回归分析等方法研究数

字普惠金融对贫困人口的影响。

定性研究方法：通过深入访谈、文献分析等方式，获取具

体案例和个体经验，通过个案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研究数字

普惠金融对贫困的影响。

4.2 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人口收入的影响
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人口的收入具有积极影响。

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的渠道，贫困人口可以获得更便捷的金融服

务，包括贷款、储蓄、保险等。这些服务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更

多的资金支持，推动他们的创业和就业机会，从而提高他们的

收入水平。

研究方法：一种常见的研究方法是通过实地调研和问卷调

查，收集贫困人口的收入数据，并与他们在使用数字普惠金融

前后的收入进行对比分析。此外，也可以通过统计数据的比较

研究，来评估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人口收入的影响。

4.3 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人口就业和创业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人口的就业和创业具有积极的影响。

通过提供金融支持和创业培训，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激发贫困人

口的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力，帮助他们开展小规模企业，增加就

业机会和收入水平。

研究方法：可以通过实地观察和深入访谈贫困人口，了解

他们在使用数字普惠金融后的就业和创业情况。另外，也可以

通过定量研究方法，收集相关的统计数据来评估数字普惠金融

对贫困人口就业和创业的影响。

4.4 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正面的影响。通

过提供更准确和全面的数据，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帮助政府和决

策者更好地了解贫困地区的需求和消费行为。通过数据分析，

可以实现精准扶贫，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

研究方法：一种方法是通过收集相关的统计数据，分析贫

困地区在数字普惠金融普及之前和之后的经济数据，比较数

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此外，也可以通过深入访谈和

实地调研，了解贫困地区的经济变化和数字普惠金融在其中的

作用。

5 政策建议和展望

5.1 政府角色和政策支持
政府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提供了

政策支持来推动其发展。以下是关于政府角色和政策支持的重

要观点和措施：

政策框架：政府制定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政策框架，为其提

供了法律和政策环境。这些政策框架有助于增加金融机构和创

新科技公司的投资信心，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资金支持：政府通过提供资金支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服

务的发展。这包括向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和刺激资金等方

式，以促进其向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

法律监管：政府通过建立健全的法律监管体系，确保数字

普惠金融服务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政府制定法律和政策，规范

数字普惠金融平台和金融机构的运营和风险管理。

数据隐私保护：政府加强数据隐私保护的监管，确保贫困

人口的个人数据和隐私得到充分保护。政府制定相关法律和政

策，要求数字普惠金融机构遵守数据保护和隐私规定，防止个

人信息泄露和滥用。

社会包容性：政府致力于实现数字普惠金融的社会包容性，

确保所有人都能享受到数字金融服务的便利。政府推动建设数

字基础设施，提高网络覆盖率，并积极推广数字技能培训，减

少数字鸿沟。

5.2 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合作与创新
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合作与创新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关

键。以下是有关银行和金融机构合作与创新的主要观点和方法：

伙伴关系建设：银行和金融机构可以与科技公司、移动支

付提供商等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提供数字普惠金融服务。

这种合作有助于结合金融机构的专业知识和科技公司的创新能

力，提供更全面和便捷的金融服务。

创新产品和服务：银行和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创新产品和服

务，满足贫困人口不同层次和需求的金融需求。例如，基于移

动支付和数字身份认证技术开发的小额贷款产品，可以为贫困

人口提供便利的借贷服务。

数据驱动的风险评估：银行和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对贫困人口的风险评估。通过分析和挖

掘大数据，银行和金融机构可以更准确地评估借款人的信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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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减少风险并提高贷款的可获得性。

金融教育和培训：银行和金融机构可以提供金融教育和培

训，提高贫困人口的金融素养和理财能力。通过举办培训课程、

制作教育材料等方式，银行和金融机构可以帮助贫困人口更好

地理解和使用数字金融服务。

用户反馈和改进：银行和金融机构应重视用户反馈，不断

改进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通过与用户进行交流和调研，

银行和金融机构可以了解用户需求和问题，及时调整和改进其

产品和服务。

5.3 数字普惠金融未来发展趋势
数字普惠金融在未来将继续发展和创新，以下是一些数字

普惠金融未来发展的趋势：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

人可以通过手机等移动设备访问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移动互联

网的普及将加速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和发展。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应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

将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效率和精准度。通过分析海量的

数据和应用智能算法，金融机构可以更好地识别和满足贫困人

口的金融需求。

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区块链技术可以提供去中心化和安全

的交易环境，为数字普惠金融提供更高的可信度和透明度。区

块链技术的应用有助于解决传统金融体系中的信任问题，并促

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社会影响和可持续性的重视：未来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将

更加注重社会影响和可持续性的问题。金融机构和政府将更加

关注数字普惠金融的社会效益，努力提供可持续的金融服务，

最大限度地减少贫困人口的经济困境。

政策和合作的协同推进：在未来的发展中，政府和金融机

构将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政策与

合作的协同将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环境的优化，为贫困人口提供

更全面、便捷和可持续的金融服务。

6 结论

6.1 主要研究发现回顾
在过去的研究中，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的影响已经取

得了一些重要的发现。以下是一些主要的研究发现回顾：

收入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人口的收入具

有积极的影响。通过提供便捷的金融服务，如贷款、储蓄和保险，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帮助贫困人口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从而提

高他们的收入水平。

就业和创业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人口的就业和创业

也有积极的影响。通过提供金融支持和创业培训，数字普惠金

融可以激发贫困人口的创业意愿和能力，帮助他们开展小规模

企业，增加就业机会和创造更多的就业。

经济发展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

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提供更准确和全面的数据，数字普惠金

融可以帮助政府和决策者更好地了解贫困地区的需求和消费行

为，优化资源的配置，促进经济发展。

6.2 研究局限和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发现，但数字普惠金融对

贫困的影响仍存在一些局限性。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评估数字普

惠金融的影响，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并解决以下问题：

地区差异：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可能存在地区差异，需要

进一步研究和分析在不同地区的实际效果。研究者可以比较

不同地区在数字普惠金融普及程度上的差异以及其对贫困的

影响。

可持续性：数字普惠金融的可持续性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研究者可以深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模式的可持续性，并探索

如何确保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长期可用性和贫困人口的持续

受益。

社会影响：除了经济影响之外，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人口

的社会影响也值得深入研究。例如，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对贫困

人口的自尊心、社会地位和社会网络产生积极的影响，需要进

一步探索和评估。

技术障碍：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还面临技术障碍，如网络

覆盖和技术普及等问题。研究者可以进一步探究解决这些技术

障碍的方法和策略，以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数字普惠金

融对贫困的影响，并提出更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来推动数字普惠

金融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减少贫困人口的经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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