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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our province has implemented the strategy of ‘introducing gold into Guizhou’, constantly improving 
the financial industry chain, and more and more financial resources have gathered in Guizhou, jointly promoting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Guizhou Province. This paper combed the related literature, pratt &whitney financial 
development time is shorter, most scholars of the empirical study is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data as sample, thus 
ignore the samples within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in guizhou provi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old in guizhou, with nine county, guizhou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is paper, the 
influence o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come gap i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Trying to enrich the research in related 
fields. Finally, in Guizhou Province, compared with the regions with hig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s more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the regions with lower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n Guizho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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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几年，我省实施“引金入黔”战略，不断完善金融产业链条，而且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源聚集贵州，共同推动贵

© The Author(s) 2023
S. Qiao et al. (Eds.): RAC 2022, AEBMR 248, pp. 330–336, 2023.
https://doi.org/10.2991/978-94-6463-194-4_46

mailto:author@example.com
http://crossmark.crossref.org/dialog/?doi=10.2991/978-94-6463-194-4_46&domain=pdf


州省的经济快速发展。本文梳理了相关文献，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时间较短，多数学者的实证研究都是以省级

数据为样本，从而忽略了样本内部的城乡差距，基于此，本文在贵州省引金入黔背景下，以贵州省 9 个县作为

本文的研究对象，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试图让相关领域的研究变得更加丰富。 终得出，

在贵州省内，相较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而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更有利于改善贵州省经济发展水平落后

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关键词：引金入黔,数字普惠金融,城乡收入差距

1.引言 

贵州省认真完成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综合实力显

著提升，脱贫攻坚成效显著，在贵州省的“十三五”报

告的总结中提出，地区 GDP 和人均 GDP 均实现了历

史性的跨越，居民收入远超经济增长速度。近几年，

贵州省大力实施“引金入黔”战略，进一步推动金融机

构的建立，以及金融相关要素汇聚，并且加快盘活金

融产业，引动金融活水，提高其金融产业竞争能力。

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引金入黔背景下贵州省数字普

惠金融的发展是否影响城乡居民收入，通过构建城乡

收入差距的计量模型并利用贵州省地级市的数据进

行实证分析，研究贵州省各市的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

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由此可看出深化数字普惠金融

对缩小贵州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深远的意义。 

2.文献综述 

由于数字普惠金融是近几年迅速发展起来的，关

于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关系引起大多数

学者的关注，接下来系统的梳理了国内数字普惠金融

与收入差距的相关研究。首先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能够

缓解城乡间贫富差距，曾昊(2021) 利用甘肃省 62 个

县的数据，从区分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视角展开研究，

终得出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的缩减有着积极作用，且二者之间呈“正 U 型”
关系[1]。贝多广(2015)、黄燕辉(2019)、辛立秋(2017)
等人的研究也证实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2] [3] [4]。其次通过构建数字普

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能够量化对城乡群体的

影响，乔羽(2020)深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三个分

维度对全国和各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同作用，

构建线性模型进行实证分析[5]；陆秀，董招娣(2020)
以贵州省贵阳市为例，运用 VAR 模型对金融深化对

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6]；许化芳(2020)利用数字普惠

金融指数分析了山东省的普惠金融发展，采用面板回

归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7]。 后，梁双陆(2018)
指出，除了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外，普惠金融存在

门槛效应，在教育领域已得到实证验证，同时其影响

效果还受地域影响，差异显著，具体显示为数字金融

对城镇居民的消费升级影响要显著与对农村居民的

影响[8]。 

综上所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时间较短，多数

学者的实证研究都是以省级数据为样本，从而忽略了

样本内部的城乡差距，基于此，本文在贵州省引金入

黔背景下，以贵州省 9 个县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试

图让相关领域的研究变得更加丰富。 

3． 贵州省数字普惠金融及发展现状 

近几年，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数字普惠金融逐

步由扩大服务面向提高使用深度发展。在数字普惠金

融发展的过程中，数字技术通过互联网弥补了传统金

融模式的缺陷，提高了金融市场的融资效率，结合大

数据信息技术，同时也降低了信贷风险。如今，共青

团贵州省委---青少年发展服务中心、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已经与网银合作，对小农户投放了小额贷款，希望

用数字普惠金融来打开贵州农村金融的新局面。2020
年 9 月，网银的卫星遥感信贷技术全面在农村金融领

域运用，该技术目前已为数十万农户提供贷款，这一

技术已经在运用在全国多地的实际案例中，并陆续在

贵州各地推行开来，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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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贵州省统计年鉴，选用 9 个市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比来衡量其收入差距，表 1 反映了贵州省 6
年内 9 个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左边为城镇

右为农村。 

表 1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 

资料来源:贵州发展年鉴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2020 年黔西南州的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大，为 5.5， 小的是六盘水

市，为 4.8，根据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可以看出，

从 2015 年到 2020 年城镇收入差距呈缩小趋势，但是

在这些样本市中，仍然有 4 个市的收入比大于平均水

平，这说明贵州省各地区在收入分配方面仍存在较大

的差距。2020 年六盘水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比 大为 8.7， 小的是安顺市，为 8.0，根据农村居

民可支配收入比可以看出，从 2015 年到 2020 年农村

收入差距呈缩小趋势，但是在这些样本市中，仍然有

2 个市的收入比大于平均水平，这说明贵州省各地区

在收入分配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差距。根据统计年鉴，

测算了贵州省 2015 年到 2020 年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

率，在样本期内，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大于城

镇的，尤其是在 2019 年到 2020 年这一期间，农村居

民收入实现了较大的增速，比城镇的增长率高 3.2%，

2019 年到 2020 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出现了大幅缩

小，而 2019 年之后，虽然就增速来讲，农村居民仍

大于城镇居民，但差距越来越小，而此时，城乡收入

差距变化趋于稳定，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关键，

在于增加农村居民以及低收入群体收入。 

4. 贵州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城乡居民收

入的实证分析 

4.1 变量与指标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GAP 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本文

选择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用它

来衡量贵州省的城乡收入差距。 
解释变量：DIFI 即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其

发展水平 常用的基础数据是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

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该指数基础数据充

实，具有一定的权威性[9]。因此，本文选取这一指数

作为解释变量，来衡量贵州省 9 个市数字普惠金融的

发展水平。 
控制变量：参考现有研究，本文选用了以下影响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控制变量，具体有：经济发展水

平、城镇化、产业结构、政府财政支出以及人力资本，

然后将它们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 
RGDP 即经济发展水平。它是指一个国家经济发

展的规模、速度水平，它的常用指标有 GDP、国民

收入、人均国民收入、经济发展速度。反映社会经济

现象在不同时期的规模或水平。是计算各种动态分析

指标的基础。     
UR 即城镇化[10]。它是指随着一个国家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传统乡村型

社会向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 
STUR 即产业结构。它是指产业内部各生产要素、

产业、时间、空间、层次的五维空间关系。产业结构

的优化促进劳动力的流动，与此同时城镇化水平也会

进一步提升，居民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收入水平逐

渐提高。本文用地区第二、三产业产值占地区 GDP
来衡量当地的产业结构。 

PAY 即政府财政支出。它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政府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共同需要

而进行的财政资金的支付，财政支出的增加有助于政

府进行资源合理配置，本文用地区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来衡量贵州省的财政支出水平。 

EDU 即人力资本[11]。人力资本对收入差距有重

要的影响，教育水平的提升，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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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人群也可以提升受教育水平，增加其在劳动力市

场上的竞争力，获得更高收入水平的工作。本文采用

地方教育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衡量教育

水平[11]。 
2013 年被普遍认为是数字普惠金融实践爆发年，

选用 2013 年以后的时间样本，更切合数字普惠金融

的发展状况，本文选取 2015-2020 年贵州省的面板数

据作为研究样本，表 2 是各变量及指标说明。 
表 2  变量及指标说明 

 

4.2模型构建---普通面板模型 

面板数据有较多的样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

因遗漏变量引起的误差。Ｆ检验的结果拒绝了建立混

合回归模型的原假设，认为存在个体效应；Hausman
检验的结果表明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参考 Clark 
et al．(2006)的研究，构建面板数据个体固定效应模

型。 
𝑔𝑔𝑔𝑔𝑔𝑔 = 𝛽𝛽0 + 𝛽𝛽1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 + 𝛽𝛽2𝐶𝐶𝐶𝐶 + 𝜇𝜇 + 𝜆𝜆 + 𝜀𝜀 

其中，gap 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difi 是数字普

惠金融指数，CV 表示控制变量，𝜇𝜇表示固定效应，

𝜆𝜆表示时间效应 ， 𝜀𝜀为误差项。 

4.3描述性统计 

根据贵州省发展年鉴、各市(贵阳、六盘水、遵

义、安顺、毕节、铜仁、黔西南州、黔东南州、黔南

州)统计公报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整理，

搜集了贵州省 9 个市 2015-2020 年共 6 年的实证数据

作为样本，样本描述性统计见下表 3： 
表 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数据来源：《贵州省统计年鉴》、各市统计年鉴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DIFI 的 小值为 136.3，

大值为 279，标准差为 32.06，这表明贵州省 9 个市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被解释变量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GAP）的 大、 小值、平均值

分别为 3.377、2.158、2.961，标准差为 0.327。控制

变量中，经济发展水平（RGDP）这一指标 大值为

72246， 小值为 20825，标准差为 11647，说明在 
2015 年到 2020 年期间，贵州省各市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 GDP)存在差距。edu 表示人力资本的指标，

大值为 0.271， 小值为 0.0901，标准差为 0.0375，

说明贵州省各市教育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较小，

而其他控制变量指标显示各县区差距相对较小。 
此外，由表 4 相关性分析结果中可得，模型中重

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显著水平。数字普惠金融

指数与政府财政支出和人力资本显著相关，表明，政

府补贴和政府教育方面的投入能够激励城乡居民增

加收入水平，假设得到初步验证。 

表 4 相关性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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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 

VARIABLES gap gap gap gap gap gap 

       

difi -0.005***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5.76) (-0.73) (-1.00) (-0.56) (-0.61) (-0.71) 

rgd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7.12) (-3.55) (-3.34) (-3.22) (-3.06) 

ur   -1.736 -1.556 -1.619 -1.732 

   (-0.86) (-0.76) (-0.78) (-0.83) 

stur    0.415 0.395 0.364 

    (0.62) (0.59) (0.54) 

pay     0.003 -0.002 

     (0.48) (-0.26) 

edu      0.012 

      (0.81) 

Constant 3.833*** 4.016*** 4.255*** 3.899*** 3.919*** 3.952*** 

 (33.44) (46.74) (14.62) (6.08) (6.05) (6.06) 

       

Observations 54 54 54 54 54 54 

R-squared 0.390 0.694 0.698 0.701 0.702 0.706 

F test 4.59e-07 0 0 0 0 5.13e-11 

r2_a 0.378 0.682 0.680 0.676 0.671 0.669 

F 33.18 57.77 38.56 28.66 22.62 18.82 

4.4基本回归分析 

根据模型，用逐步添加控制变量的方法，对样本

进行实证检验，全部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5。 

表 5  全部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 

t-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0.01, ** p<0.05, * p<0.1 

控制变量全部加入后，解释变量 DIFI 的系数估

计值在第 3 列为 0.004，横向比较几个模型中该系数

的绝对值 大，意味着影响程度 大，满足 1%显著

性水平检验，也是对假设的证明。从其他控制变量来

看，经济发展水平（RGDP）的系数估计值为负，在

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

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这可能是在贵州省经济发

展的过程中，居民可支配收入会随着 GDP 的增加而

增加，此时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起到了促

进作用。城镇化率显示系数为负，且具有一定的显著

性，说明城镇化率这个变量有利于改善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使用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作为

城镇化的替代变量，随着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口的

增加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发生转移，从而实现农村人

均收入的增加，使得城乡收入差距缩减[12]。产业结构

（STUR）系数为正，在 10%检验水平下显著，说明

随着第二、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一方面农村劳动力

转移数量有限且受限于文化水平使得其从事职业以

基层工人为主，增收能力小于城市居民，另一方面农

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以第一产业为主，而城镇居民

的主要收入来源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第二、三产

业的发展使得第一产业发展受限，且与第一产业的从

业者相比较，第二、三产业的从业者有着更多的收入

来源和更高的收入水平，城市居民收入受产业结构变

化的正向影响大于农村居民，从而使得城乡收入差距

扩大。 

4.5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上述模型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

文通过换取数据的年份，即改变数据的年份跨度

(2011 年-2016 年)这种方式来验证稳健性，基准回归

模型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全部变量的稳定性回归分析结果 

 

 

 

 

 

 

 
 
 

t-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0.01, ** p<0.05, * p<0.1 

从时间跨度来看，解释变量 DIFI 的系数估计值

在第 1 列中为-0.005，在 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负

相关。而在第 2 列到第 6 列中均为-0.001。在 1%的检

验水平下，显著为负相关，说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缩

小城乡收入差距。根据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出解释变

量 DIFI 的系数估值为-0.005，说明贵州省数字普惠

334             K. Yang and H. Zhang



金融指数每提高 1%，贵州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

0.005%，同样也验证了前文中提出的假设，说明贵州

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有积极影响。 

5. 研究结论 

数字普惠金融利用数字技术，结合普惠金融，依

托大数据技术和移动支付以及互联网和智能手机，降

低了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的成本和风险，同时也降

低了居民参与金融活动、享受金融服务的门槛，减少

了金融排斥。本文利用北大发布的金融指数来衡量贵

州省各市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利用城乡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比来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通过分析

发现，受贵州省高速发展的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逐步缩小。从各市的角度来看，

本文研究的贵州省 9 个市数字金融发展迅速，但是市

与市之间得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从城乡居民收入来源

角度看，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部分贡献

自工资性收入，而农村收入来源在 2015 年主要以工

资性收入为主，但是 2016 年之后，以经营性收入为

主。在各类收入来源中，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贡献度较大。在贵州省内，相较经

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而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更

有利于改善贵州省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地区的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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