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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consolidate and expand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Guizhou Province, this paper focuses o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eeds of Guizhou during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and settles down in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Build Guizhou digital rural indicator system, obtain digital rural comprehensive index and big data 
financial comprehensive index through entropy method, and analyse the support of big data finance for Guizhou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big data finance supports Guizhou's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and the 
supporting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regions with relatively low-income levels of Guizhou residents. Therefore, on 
the wa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Guizhou digital village, we should make rational use of the natural advantages of big data 
finance in Guizhou, rely on Guizhou big data platform to develop big data financ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village, and stimulate the potential of big data fina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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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巩固拓展贵州省脱贫攻坚成果，本文围绕贵州省“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落脚数字乡村建设。从乡

村设施、经济、治理、生活数字化四个维度构建贵州省数字乡村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得出数字乡村综合指

数、大数据金融综合指数，分析大数据金融对贵州数字乡村建设的支持作用。研究发现大数据金融对贵州数

字乡村建设有显著支持作用，并且支持作用在贵州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区域更加显著。因此，在贵州省

数字乡村建设途中，应合理利用大数据金融在贵州省的天然优势，依托贵州大数据平台发展大数据金融促进

数字乡村建设，激发大数据金融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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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贵州“十四五”发展规划要求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深入实施乡

村振兴、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大力推动

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旅游产业

化，统筹发展和安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1]

。

2019 年 5 月《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
[2]
中明确将

数字乡村作为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和建设数字中国

的重要内容，2022 年国发〔2022〕2 号
 [3]

文件中提

到，要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

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

深入实施数字经济战略，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

融合发展。 

因此，在贵州省乡村振兴实施中，应当重点把

握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乡村建设为战略方向。依

托于贵州省全国大数据示范区的天然优势，将大数

据应用于乡村振兴数字乡村建设，探讨大数据作用

下贵州省乡村振兴构建新型现代化的贵州数字乡村

的实施路径；贵州省数字乡村建设离不开金融支持，

也需要资金持续保障，因此探索大数据金融对于贵

州省建设数字乡村的支持作用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随着乡村振兴、数字化乡村的大力推进，相关学者

也先后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2. 文献回顾 

在数字乡村方面，王胜（2021）
[4]
，沈费伟

（2021）
[5]
，冯朝睿（2021）

[6]
等学者先后就数字乡

村的运作机理、内部逻辑、实施策略进行了详细论

述，探索了数字乡村建设中存在的难点以及数字乡

村实施路径。王雯（2020）
[7]
、李道亮（2021）

[8]
分

析了我国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关于建

设数字乡村的相关建议。从数字乡村建设的国内相

关研究来看，陆九天（2021）
[9]
从民族地区数字乡

村建设的逻辑起点出发探索民族地区数字乡村建设

的潜在路径，郑军南（2021）
[10]

研究浙江省临安区

山核桃产业数字化转型案例。而对于贵州省内数字

乡村的研究并不太多，大多数都集中在乡村振兴方

面，还没有具体细化到数字乡村建设当中来。对于

国外数字乡村建设研究而言，很少有学者涉足这方

面课题，更多的还是关于国外数字乡村建设的借鉴

与参考；梅燕（2021）
[11]

比较分析了美国、日本、

英国、法国这四个典型发达国家数字乡村发展模式，

钟文晶（2021）
[12]

借鉴国外数字农业发展的启示对

我国数字乡村建设以及数字农业发展提出了建议。 

在数字乡村的金融支持研究方面，大部分学者

都趋向于从普惠金融或数字金融角度出发，对于大

数据金融在数字乡村建设方面的支持研究并不太多。

葛和平（2021）
[13]

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

影响呈现“Ｕ”型关系，现阶段主要发挥促进作用。

何宏庆（2020）
[14]

认为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由于传统

金融自身局限性和数字金融的不完善性而产生新的

金融困境。就此，沈小龙（2021）
[15]

提出了数字普

惠金融助力乡村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从贵州省外

的相关研究来看，李昌碧（2021）
[16]

重点分析了福

建省宁德市和龙岩市在数字金融服务乡村振兴中的

实践经验，结合数字金融开展中面临的挑战，从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布局、农业产权抵押与

担保等方面提出了可供选择的实践路径。赵丽芳

（2021）
[17]

、马凯榕（2020）
[18]

以湖北省保康县的

田野调查为例结合计划行为理论选取了影响农户接

受行为的多种因素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深入分析。

张贺（ 2021）
[19]

、齐文浩（ 2021）
[20]

、任海军

（2021）
[21]

运用 DEA 模型和面板 Tobit 模型测度数

字普惠金融效率的影响因素。虽说大数据作为贵州

省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大数据金融在贵州数字乡

村方面的应用其实十分缺少，大多数也是和其他省

份一样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

因此探索大数据金融对贵州省数字乡村建设的支持

作用能一定程度上填补这部分内容，为贵州省“十

四五”经济建设添砖加瓦。 

3. 研究设计 

本文借鉴齐文浩等（ 2021）
[20]

、葛和平等

（2021）
[14]

关于数字乡村作用路径的研究，梳理出

大数据金融对数字乡村建设的作用机理。 

 

图 1 大数据金融促进数字乡村建设作用机理 

大数据的发展使乡村居民在不论生活、创业、

生产等各方面的资金往来、支付结算、收入分配上

都更加客观、精准匹配、及时有效，有助控制风险。

如图 1 所示，大数据金融主要通过对农业资金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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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清算，分散农民风险，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以及

加强数字设施覆盖等渠道从农业、农村、社会、生

活、文化五个方面建设数字乡村。 

3.1. 变量测度及数据来源 

因此本文在变量选取上，以数字乡村作为主要

研究对象，以大数据金融为解释变量。而在控制变

量的选取上，由于财政支出直接保障农村资金需要、

人口老龄化影响社会保障及消费结构、城镇化对数

字乡村产生正负两方面影响，因此增加财政收入、

人口老龄化以及城镇化水平作为控制变量，以此研

究大数据金融对贵州数字乡村建设的支持效率。 

被解释变量：数字乡村。基于数字乡村总体要

求，本文借鉴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数字乡村

项目组
[22]

发布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测度方法，从乡

村数字化设施、经济数字化、治理数字化、生活数

字化四个维度，选用信息基础设施指数等 13 个指标

构建起数字乡村测量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数字

乡村指标体系内各观测指标数据均来自 2016-2020

年各年度《贵州统计年鉴》
[23]

以及北京大学数字普

惠金融指数
[24]

。 

表 1 数字乡村指标体系 

 

解释变量：大数据金融。本文综合目前主流的

测度方法，参考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

字中国发展报告（2020 年）》
[25]

，构建信息化发展、

互联网发展和数字交易发展 3 个一级指标，信息化

基础等 8 个二级指标的大数据金融评价指标体系，

如表 2 所示。 

控制变量。本文将财政支出（tr）、人口老龄

化（age）、城镇化水平(urb)三个变量作为控制变

量。其中，财政支出（tr）采用一般公共决算支出

占地方 GDP 的比重，人口老龄化（age）以老年抚养

比衡量，城镇化水平(urb)用人口城镇化率来衡量。 

表 2 大数据金融指标体系 

 

3.2. 模型构建 

3.2.1. 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大数据金融对贵州数字乡村建设的支

持作用，本文设定以下模型： 

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𝑖𝑖,𝑡𝑡 = 𝛽𝛽0 + 𝛽𝛽1 × 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𝑖𝑖,𝑡𝑡 + 𝛽𝛽2 × 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𝑟𝑟𝐶𝐶𝑟𝑟𝐶𝐶 + 𝜀𝜀𝑖𝑖,𝑡𝑡 (1) 

其中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𝑖𝑖 ,𝑡𝑡、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𝑖𝑖,𝑡𝑡分别表示贵州省第i个县、

第 t 年的数字乡村综合指数和大数据金融综合指数，

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𝑟𝑟𝐶𝐶𝑟𝑟𝐶𝐶代表一系列影响数字乡村的控制变量；𝛽𝛽0
代表多元回归方程截距项，𝛽𝛽1是解释变量大数据金

融的回归系数，𝛽𝛽2表示控制变量回归系数；𝜀𝜀𝑖𝑖,𝑡𝑡表示

随机扰动项。 

3.2.2. 数字乡村指数及大数据金融指数确定 

本文选用熵值法来测度贵州省大数据金融综合

指数和数字乡村综合指数的权重，以解决变量间的

信息冗余问题。以第 t 年大数据金融综合指数的计算

为例，其基本步骤如下： 

第一步，为消除指标间量纲的差异需要对指标

进行标准化处理，但由于本文量纲相同，故不做标

准化处理。 

第二步，计算 j指标下的县域 i指标的样本量𝑋𝑋𝑖𝑖,𝑗𝑗
的比值𝑃𝑃𝑖𝑖,𝑗𝑗： 

𝑃𝑃𝑖𝑖,𝑗𝑗 =
𝑋𝑋𝑖𝑖,𝑗𝑗

∑ 𝑋𝑋𝑖𝑖,𝑗𝑗
𝑚𝑚
𝑖𝑖=1

(𝑑𝑑 = 1,2, …，𝑚𝑚;  𝑗𝑗 = 1,2, … ,𝐶𝐶) (2) 

第三步，计算 j 指标样本量的熵值𝐸𝐸𝑗𝑗： 

𝐸𝐸𝑗𝑗 = − 𝑟𝑟𝐶𝐶 1
𝑚𝑚
∑�𝑃𝑃𝑖𝑖,𝑗𝑗 𝑟𝑟𝐶𝐶(𝑃𝑃𝑖𝑖 ,𝑗𝑗�] (3)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测指标 

乡村数字 

基础设施 

信息基础设施 
每万人的移动设备接入数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 

数字金融基础设施 
数字金融基础设施覆盖广度 

数字金融基础设施使用深度 

数字商业地标 
单位面积抓取的商业地标 POI 总数中 

线上自主注册的商业地标 POI 数占比 

农产品终端服务平台 益农信息社村级覆盖率 

基础数据资源 县域数据中心/数据中台 

乡村经济 

数字化 

数字化生产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建设 

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建设 

数字化供应链 每万人所拥有的物流网点数 

数字化营销 
每亿元第一产业增加值中农产品电商销售额 

每万人中的批发平台的商家数 

数字化金融 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 

乡村治理 

数字化 
治理手段 生态保护监管数字化水平 

乡村生活 

数字化 

数字消费 每亿元 GDP 中电商销售额 

数字文旅教卫 

人均排名前 100 教育培训类 APP 使用量 

每台已安装 APP 设备的排名前 100 教育培训类 APP 平均使用时长 

每万人的线上旅游平台记录景点数 

每万人网络医疗平台注册的来自该县域的医生数 

数字生活服务 人均线上生活消费金额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测变量 

信息化发展 

信息基础设施 
每万人拥有 5G 基站数 

物联网发展水平 

信息服务应用 网上服务能力 

信息技术产业 信息技术有效发明专利 

信息安全 网络安全风险 

发展环境 
信息化发展政策法规 

信息化发展资金投入 

互联网发展 

互联网基础设施指标 光缆密度 

互联网普及率 

每百户拥有电脑台数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 

每万人网民拥有量 

数字交易发展 数字交易额 

网络零售额 

电子支付额 

电子商务交易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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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𝜔𝜔𝑗𝑗 =
1−𝐸𝐸𝑗𝑗
𝑛𝑛−∑𝐸𝐸𝑗𝑗

(𝑗𝑗 = 1,2, … ,𝐶𝐶) (4) 

第五步，计算县域 i 大数据金融指数（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𝑖𝑖）： 

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𝑖𝑖 = 𝛽𝛽1 × 𝜔𝜔1 + 𝛽𝛽2 × 𝜔𝜔2+. . . +𝛽𝛽𝑛𝑛 × 𝜔𝜔𝑛𝑛 (5) 

4. 数据分析 

通过熵值法得到本文主要变量大数据金融综合

指数及数字乡村综合指数，为了对指数更加直观观

察，做图 2 及图 3 所示散点图。从散点图的分布可

以大体看出贵州 88 个县域自 2016 年至 2020 年这 5

年的综合指数情况，从分布情况来看，无论是大数

据金融指数还是数字乡村指数，各年指数走势较为

平缓，但有个别县域的大数据金融综合指数和数字

乡村综合指数较其他县域有明显向上和向下的突出，

从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些县域的大数据金融和数字乡

村发展水平相对较发达或较为落后，因此后续的分

析过程中需要对县域的异质性进行适当的考虑，剔

除县域之间的不同发展水平对研究结果带来的影响。 

 

图 2 贵州省 88 个县域大数据金融综合指数 

 

图 3 数字乡村综合指数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描述性统计分析（表 3）结果来看，2016-

2020 年期间贵州省各县域数字乡村综合指数均值为

102.62，最大值为 122.87.31，最小值为 62.65，这

表明贵州省各县域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同

期，贵州省各县域大数据金融综合指数均值为

101.12，最大值是 131.31，最小值是 78.75，且标

准差达到 5.78，这意味着贵州省各县域大数据金融

发展水平差距明显。 

表 3 贵州省数字乡村支持效率相关指标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数字乡村 102.62 3.63 122.87 62.65 

大数据金融 101.12 5.78 131.31 78.75 

财政支出 0.58 0.33 0.74 0.38 

人口老龄化 10.92 0.38 11.56 10.34 

城镇化 33.19 22.81 89.12 3.39 

4.2. 相关性分析 

由表 4 的 Pearson 检验相关分析结果可知，大

数据金融、数字乡村以及各控制变量之间存在一定

的相关关系。其中，核心变量数字乡村指数与大数

据金融指数的相关系数为 0.6212，在 1%的显著性水

平下显著，这意味着贵州省各县域数字乡村与大数

据金融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一定程度上表明

贵州省各县域的大数据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其相应

的数字乡村发展水平也越高。初步印证了本文提出

的理论假设。 

表 4 相关系数表 

 rural dige tr age urb 

rural 1 0.6212 0.8516 0.3491 0.2722 

dige  1 0.6117 0.3851 0.4256 

tr   1 0.4398 0.6885 

age    1 0.2531 

urb     1 

4.3. 回归分析 

本文为了更好的观测大数据金融对数字乡村的

支持效果，将回归模型的变量进行了控制，模型 1

是仅考虑各控制变量的影响，模型 2 加入了大数据

金融这个主要变量。回归模型中，Hausman检验结果

使得在模型选择上选择了固定效应模型。 

表 5 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大数据金融  1.3578*** 

财政支出 -0.2971 -0.2613 

人口老龄化 -0.0017 -0.0004 

城镇化 -0.0213*** -0.0311*** 

P 值 0.0000 0.0000 

注：***、**、*分别代表了 1%、5%、10%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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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模型 2 来看，城镇化对数字乡村影响显著为

负，这可能是城镇化对数字乡村发展的负效应超过

了正效应，城市能带来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农村

劳动力发生转移，使农业生产系统呈负向效应。而

财政支出、人口老龄化对数字乡村的回归系数为负，

但都不显著，这意味着财政支出和人口老龄化还未

对数字乡村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大数据金融对数

字乡村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β=1.3578，P＜

0.01）。因此，本文理论假设得到验证。 

4.4. 异质性分析 

贵州省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禀赋存在

差异，因此大数据金融对数字乡村的影响可能存在

区域异质性差异。根据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的

调查结果，将 88 个县域划分为城区方阵、县域第一、

第二、第三方阵，并根据各县域 2016-2020 年平均

居民收入水平的相对高低划分为高、中、低三个部

分，如表 6 所示。 

表 6 贵州省 88 个县域划分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 

分别对不同部分的大数据金融对数字乡村的影

响进行异质性分析，由表 7 可知，大数据金融对数

字乡村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具体而言，大

数据金融对贵州省内居民生活水平较低的地区数字

乡村的促进作用显著强于居民生活水平更高的地区。

对此可能的解释是，与居民生活水平更高的地区相

比，大数据金融在居民生活水平较低地区不仅能以

更快的速度发展，还对数字乡村水平提升具有更大

的促进作用。 

表 7 异质性分析结果 

 高 中 低 
大数据金融 1.3071* 4.2984** 3.2672*** 
财政支出 -0.0018 -0.9173 -0.0281 

人口老龄化 -0.0023 -0.1621 0.0612 

城镇化 0.0192 -0.0858 -
0 0382*** P 值 0.0215 0.0001 0.0002 

注：***、**、*分别代表了 1%、5%、10%的显著性水平。 

5. 结论 

本文利用熵值法计算出贵州省大数据金融综合

指数和数字乡村综合指数，利用回归模型对贵州省

各县域的数字乡村影响指标进行测度，研究发现： 

（1）大数据金融对贵州省数字乡村建设具有显

著的支持作用。从各变量的相关性分析以及加入了

大数据金融的回归模型中可以看到，大数据集金融

与数字乡村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并且回归方程

中大数据金融的系数 1.3578的显著性水平达到了 1%，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大数据金融对数字乡村有显著的

正向促进作用。 

实证结果表明大数据金融对贵州省的数字乡村

建设具有显著的支持作用，具体作用机理为大数据

金融通过赋能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以大数据技术推动农业现代

化的进程，成为当下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 

（2）大数据金融对贵州省数字乡村的支持作用

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从高、中、低区域异质性分

析的对比结果可以看到，大数据金融对贵州省居民

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区域具有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

而对于居民收入相对较高的地区的促进作用相对不

太理想，说明了大数金融在贵州数字乡村建设中的

促进作用有一定的区域差异。 

大数据金融的发展在贵州省内具有天然的优势，

依托贵州大数据平台发展大数据金融促进数字乡村

建设在不同居民生活水平的地区有着差异。实证结

果显示大数据金融在居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的区域

对数字乡村的支持作用更加显著，可能是因为在居

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的区域在数字乡村的设施、大

数据金融创新应用等方面滞后于生活水平相对较高

的区域，发展大数据金融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广

阔空间。并且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的区域数字乡村建

设正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其借助后发赶超优势利用

大数据金融助推数字乡村的优势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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