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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金融排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并能够通过增强县域吸纳劳
动力的能力和潜力促进劳动力的净流入$从而提高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采用%&#"!%&%&年# :J"

个县域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分别以人均\0]'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劳动力净流入率衡量县域经济发
展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劳动力流动$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

且数字普惠金融!个维度的发展均具有县域经济发展促进效应$其中覆盖广度拓展'使用深度加
深'数字化程度提高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增&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县域和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
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普惠性和亲贫性$有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数字普
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的路径来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应积极推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
展$尤其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并统筹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和劳动力流动
引导政策$通过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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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县域经济是指在县级行政区划的地域内$以城镇为中心)以农村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发和

利用各种经济社会资源而形成的功能较为完备的)具有地域特色的综合性区域经济系统& 县域经济不
仅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而且是联结城乡发展的桥梁和纽带$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据基础性地位$对
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影响& 然而$目前我国县域的产业发展基础相对薄弱$经济能级
总体较低& 同时$城市化的持续推进使得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资源要素进一步向大城市集聚$县域经
济的高质量发展受到基础设施不完善)资金和金融服务不足)劳动力流失等多方面的约束!杜鑫$

%&%%"

'#(

&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字经济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能& 其中$数
字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催生并推动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以向社会各主体提供机
会平等)成本可负担的金融服务为重要目标$能够突破地理限制$扩大金融服务范围$降低金融服务门
槛$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郭峰等$%&%&"

'%(

$可以弥补传统金融存在较为严重的金融排斥的缺陷$有
利于县域经济发展& 因此$深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有助于进一步充分
利用数字普惠金融的积极功效来有效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金融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受到广泛关注& 尽管传统金融的发展
可以通过加速资金回流)推动产业发展)带动创新创业等路径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刘冲等$%&#3#康继军
等$%&%&#张珩等$%&%#"

'!;J(

$但传统金融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在实践中存在诸多局限& 一方面$基于
成本与收益的比较$传统金融机构的空间布局存在非均衡性$县域金融机构的网点密度普遍低于城市$

导致县域金融服务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县域经济主体的金融需求!尹振涛等$%&#4"

'4(

& 另一方面$基于
风险控制的要求$传统金融服务的门槛较高$且审批严格$对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形成了一定程度的
金融排斥!康继军等$%&%&"

'"(

$削弱了金融服务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姚梅洁等$%&#:"

':(

& 总
之$由于县域经济能级偏低$企业的规模普遍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与金融机构的客户需求和偏好存在
一定差距$降低了传统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动性及实际效果!周孟亮等$%&%!"

'<(

& 而数字普惠
金融不同于传统金融$其利用区块链)大数据等数字信息技术开展各种金融服务!\(B.-E-OC)/$

%&#:"

'3(

$具有广覆盖)低门槛)高效率等诸多优势$弥补了传统金融的不足$从而可以更好地促进县域经
济发展&

随着数字金融的持续发展$关于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也不断深化& 国内相
关实证检验的结论大多支持数字金融可以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观点$然而已有文献的经验分析大
多基于省级区域层面$较少从城市和县域层面进行验证& 由于省级区域的地域范围较大$且省内的地区
差异明显$仅从省域层面进行研究不利于全面细致地把握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及其机制& 粟麟
等!%&%%"分析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该作用对西部县域)贫困县域)金融排斥较强县
域更强$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提高资本配置和产出效率能够强化
数字金融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 汪雯羽和贝多广!%&%%"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
县域经济增长$政府干预对该影响具有调节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完善传统金融市场结构来促进
县域经济增长'##(

& 潘启娣!%&%!"分析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县域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提高农业
技术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三条路径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 刘鑫和韩青!%&%!"

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县域经济增长$并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来促进县域经济增长$

传统金融效率提高可以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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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虽然已有学者关注到数字普惠金融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但相比省域层面的研究$县
域层面的经验分析较少$而金融排斥更多地体现在县域层面$县域经济发展获取金融支持的难度更大
!粟芳等$%&#4"

'#"(

& 因此$有必要加强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研究& 同时$从作用机制来
看$已有文献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拉动居民收
入和消费增长)改善营商环境)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弥补传统金融服务缺陷)增进资本积累)促进民营企
业发展及地区创业等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增长"的路径!王儒奇等$%&%!#尹少华等$%&%!#鲁钊阳等$

%&%!#王文姬等%&%!#张蕊等$ %&%##宇超逸等$ %&%&#钱海章等$ %&%&#齐美东等$ %&%!#张贺$

%&%#"

'#J;%!(

$但缺少基于要素流动视角的机制研究& 尽管有研究论及了数字!普惠"金融对资源要素配置
的影响!王儒奇等$%&%!#徐伟呈等$%&%%"

'#J('%"(

$但还未涉及要素流动层面$且更多的是讨论资本要素
的配置和积累!粟麟等$%&%%#宇超逸等$%&%&#齐美东等#%&%!"

'#&('%&('%%(

$鲜见针对劳动力要素的探讨$

仅有徐伟呈等!%&%%"考察了数字金融通过促进劳动力分工影响区域高质量经济增长的机制'%"(

& 一方
面$地区间的要素流动是促进结构红利释放的重要方式!王振华等$%&#3"

'%J(

$合理的劳动力流动能够有
效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王婷等$%&%&"

'%4(

$并对劳动力流出地和流入地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另一
方面$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改变本地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进而影响劳动力的流入和流出& 因此$

有必要从劳动力流动的角度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机制&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在已
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县域为研究对象$从劳动力流动视角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机制$

以深化和拓展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效应研究$并为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积极作用$促进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借鉴和路径启示&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是现代信息技术与金融系统融合发展的产物$能够弥补传统金融的不足$有效缓解传

统金融因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造成的融资难)成本高等问题$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具
有普惠性)低成本)广覆盖等特点$可以显著缓解传统金融存在的金融排斥$促使弱势群体有更多机会获
取更便捷的金融服务$从而促进地区的投资和消费等经济活动& 具体来讲$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发
展的直接影响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利用数字技术降低了金融服务门槛$拓展了长
尾客户群体& 作为支撑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主体$中小企业的持续发展是促进县域社会稳定和经济繁
荣的重要基础& 但是$在传统金融体系下$资本量和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中小企业等县域经济主体通常
会面临比大型企业和城市经济主体更为严重的融资约束$而且获取金融服务的成本往往也较高$导致县
域经济发展受到较大制约&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手段降低金融机构的信
息获取成本!谢获宝等$%&%%"

'%:(

$还能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优化存贷服务流程)简化支付方式等
途径降低交易成本!邢赵婷等$%&%!"

'%<(

& 金融服务门槛和成本的降低使金融主体更有动力和可能拓展
以低收入群体)小微企业为代表的长尾客户$有利于缓解县域经济主体的融资约束$进而推动县域经济
发展& 第二$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扩大金融服务范围$增加县域金融资源的有效供给& 以线上模式为主
的数字普惠金融突破了传统金融的地域限制$能够实现金融服务广覆盖$有效弥补因金融机构物理网点
密度小引致的县域金融服务有效供给不足!傅秋子等$%&#<"

'%3(

$从而显著增加县域金融资源供给& 同
时$金融资源与劳动要素和土地要素的合理配置可以有效促进县域生产力增长$释放县域结构红利!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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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华等$%&#3"

'%J(

$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因此$作为一种缓解县域经济主体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有效手
段$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Q#%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以及金融排斥程度各异$数字普惠金融对不
同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存在明显差异& 宇超逸等!%&%&")何宜庆和王茂川!%&%#"分析认为$数
字金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效果在欠发达地区更为显著'%&('!&(

#方先明等!%&%%"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
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在金融排斥效应越强的地区越显著'!#(

#陈啸等!%&%!"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中
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强'!%(

#粟麟等!%&%%"的研究也表明$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县域)贫
困县域)金融排斥较强县域经济发展的促进效果较强'#&(

& 与传统金融相比$数字普惠金融的主要优势在
于其,长尾效应-$即通过减少交易成本和提高金融服务可达性$将被传统金融机构排斥在外的客户群体
纳入服务范围$促进县域金融业务的增长& 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关键在于
将金融服务范围延伸至更多的县域中小客户$满足被传统金融长期排斥在外的长尾群体的金融需求$从
而有效发挥其普惠效应& 相比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在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金融资源的集聚
水平总体上相对较低!江红莉等$%&%!"

'!!(

$金融排斥更加严重!粟芳等$%&#4"

'#"(

$金融需求得不到充
分满足的情况更为普遍$此时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产生更强的,长尾效应-$从而对县域经济发展具有更强
的促进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Q%%相对于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促
进作用更为显著&

%/劳动力流动的中介作用
一般来讲$劳动力流入有利于本地的经济发展$而劳动力流出对本地经济发展具有抑制作用& 长期

以来$人口外流带来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过度流失问题严重阻碍了县域产业转型升级及经济发展的
进程!张杰等$%&#3"

'!"(

& 以青壮年为主的劳动力外流$导致农村老龄化和空心化现象日趋严重$乡村振
兴缺乏中坚力量支撑!彭长生等$%&#3#陆杰华等$%&%#"

'!J;!4(

& 劳动力回流则会对县域经济发展产生积
极影响& 第一$劳动力回流会产生聚集效应$不仅能够增加县域劳动力总量$也会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

第二$回流劳动力不仅可为当地产业发展提供劳动力)资金和技术支持$还会成为重要的消费群体$进而
引发产业聚集和消费拉动效应#第三$高技能劳动力回流$除其自身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外$还会产生技
术和知识溢出效应$从而形成乘数效应#第四$返乡劳动力中以创业为目的的主动回流会直接带动当地
经济和社会发展& 可见$劳动力回流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人口老龄化)智力流失和
发展活力不足等问题$有效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本文用,劳动力流动-指代县域劳动力的净流入$劳动力
流动增长是指县域劳动力流入的增加或劳动力流出的减少& 因此$如果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
显著促进劳动力流动增长的作用$则促进劳动力流动成为其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一条有效路径&

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金融服务的获取门槛和成本$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和发展
机会!谢绚丽等$%&#<#杨佳等$%&%%#熊德平等$%&%%"

'!:;!3(

$这不但有助于吸纳本地劳动力以减少劳动
力流出$还能吸引劳动力回流和外地劳动力流入& 人口迁移是迁移者在成本与收益比较基础上做出的
理性决策$推拉理论认为$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可以分为推力和拉力& 从推力来看$县域数字普惠金融
的发展可以减小对劳动力流出的推力$从而降低劳动力流出规模& 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供低成
本和便利的融资渠道$有助于提高本地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减少劳动力外流的动机#另一方面$大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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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技术和智能风控模型的开发应用$可以帮助金融机构更加精准地评估项目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以
及贷款项目质量$使劳动力获得更稳定可靠的就业和发展机会$降低失业风险& 从拉力来看$县域数字
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加大对劳动力流入的拉力$从而扩大劳动力流入规模& 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可以拓宽当地创业者和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增加投资和就业机会$吸引更多劳动力流入& 对个人和家
庭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包含理财)保险等多样化的金融服务$提供了更丰富的投资渠道$有利于居民投资
性收入的增加#与此同时$数字化支付等服务的应用增强了县域居民生活的便捷性& 县域就业机会和收
入水平的增加)生活品质的提高均有利于增强对劳动力流入的拉力& 此外$我国县域拥有丰富的自然资
源)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发展潜力巨大$数字普惠金融为县域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资金支持$有利于盘活
存量资源$释放县域发展红利!方君娟$%&%%"

'"&(

$进一步增强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Q!%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来提高县域经济发
展水平&

三"实证检验设计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为检验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水平提高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基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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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表示县域$%表示年度$

%

$

为个体固定效应$

(

%

为时间固定效应$

&

$%

为随机扰动项& 被解释变
量!)89)"为,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县域人均\0]来衡量$该指标能真实准确地反映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李彦龙等$%&%%"

'"#(

& 核心解释变量!$:9;<"为,数字普惠金融-$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
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衡量!进行除以#&&处理"$该指标涵盖了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
!个维度和!!个具体指标$能够科学全面地反映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 参考潘启娣!%&%!"等
的研究'#%(

$选取以下控制变量!(,=+"%一是,收入水平-$采用县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用以反
映县域居民的消费能力#二是,财政依存度-$采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
量$用以反映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支持程度#三是,产业结构-$采用县域第二)三产业生产总值之和占
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四是,金融发展水平-$采用县域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
的比值来衡量&

为检验劳动力流动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中介作用$参照温忠麟等!%&%%"和程方
方等!%&#!"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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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介变量!>$8"为,劳动力流动-$采用县域劳动力净流入率来衡量& 参考段平忠!%&#!"和史
桂芬!%&%&"等的研究'"";"J(

$假定3&[的迁移人口为能够参与劳动的适龄人口$则劳动力净流入率为,常
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之差乘以3&[再除以户籍人口-$劳动力净流入率大于零的县域为劳动力净流入地$

小于零的县域为劳动力净流出地&

%/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本文以我国县域为研究样本$由于县域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年才开始统计$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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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样本期间&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自*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年"+$县域宏观
经济数据来自*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和各省!区)市"统计年鉴& 剔除关键变量缺失的县域样
本$使用插值法对个别缺失数据进行补充$最终获得# :J"个县!市)区)旗"的面板数据& 由于控制变量
及工具变量的数据存在部分缺失$人工剔除不但会损失样本容量$还可能破坏样本的随机性$因而采用
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王珂英等$%&#4"

'"4(

$这也是实证检验中样本量发生变化的原因&

本文运用UOCOC#:*&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所示& 进一步分
析变量间的相关性!限于篇幅$具体结果略$备索"$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与控制变量,人均收
入水平-的相关系数最高!&*4J<"$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在&*<以内$表明变量间的独立性和可区分性在
可接受范围内#主要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2,"分析结果显示!见表%"$最大的'2,值仅为#*3"$表明变
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个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 %<& "*J&# !*""J &*<!% %&*#"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 #% %<& &*3&! &*%"% &*%:& #*!%"

覆盖广度 #% %<& &*<!& &*%&3 &*#J< #*#"%

使用深度 #% %<& #*&J# &*!"% &*%:4 #*:3&

数字化程度 #% %<& &*<43 &*%3< &*#4& #*%3!

控制变量

收入水平 : J<! "*#3: #*!<% #*"!J #%*%!

财政依存度 #% #<3 &*%<3 &*%:: &*&&J J*"!%

产业结构 3 <!< &*<&" &*#!! &*&:: #

金融发展水平 ## !!% &*:!3 &*"J% &*&&: 4*3J!

中介变量 劳动力流动 ## <44

a

&*&%J &*#%#

a

&*3&& &*4#&

表%$主要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分析结果
收入水平数字普惠金融财政依存度金融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劳动力流动 均值

'2, #*3" #*4% #*"3 #*!& #*&" #*&! #*"&

#5'2, &*J#4 &*4#4 &*4:! &*::% &*34J &*34< &*:#"

四"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检验与豪斯曼检验进行模型筛选$结果显示%,检验统计量为J&*"&!]E(.l,

_

&*&&& &"$

表明个体效应显著$拒绝使用混合效应模型#QCN8BC9检验统计量为4#4*4:!]E(.lIM7%

_

&*&&& &"$拒绝
使用随机效应模型& 因此$本文将采用同时控制年份效应和县域效应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 !#"列未加入控制变量$!%"列加入控制变量$,数字普惠金融-的估计系数
均在#[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本文提出的
假说Q#得到验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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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别检验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子维度对县域经济发展的
影响$回归结果见表!的!!"!""!J"列& ,覆盖广度- ,使用深度- ,数字化程度-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
正$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三个维度的发展均能有效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从系数的显著性和大小来
看$,覆盖广度-的系数在J[的水平上显著$,数字化程度-和,使用深度-的系数在#[的水平上显著且
明显大于,覆盖广度-的系数$,数字化程度-的系数又大于,使用深度-的系数$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中数字化程度提高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大$使用深度加深的促进作用次之$覆盖广度拓展的促
进作用最小$这与范晓莉!%&%!"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 其中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拓展对县域经济发
展的促进作用较小的原因可能在于$该维度的评价指标主要基于支付宝的账号)用户及使用情况$而支
付宝的使用者主要是个人$未能全面反映数字普惠金融的推广状况&

表!$基准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 !#" !%" !!" !"" !J"

数字普惠金融 &*:34

!!!

&*3&%

!!!

!!*"<" !"*%4"

覆盖广度 &*"!4

!!

!%*"#"

使用深度 &*4:#

!!!

!!*<:"

数字化程度 &*4<!

!!!

!J*%:"

产业结构 &*<<<

!!!

&*344

!!!

&*<<J

!!!

&*<""

!!!

!J*3J" !4*!3" !J*<%" !J*34"

金融发展水平 a

#*%44

!!!

a

#*%<%

!!!

a

#*%!!

!!!

a

#*%!%

!!!

!

a

<*!3" !

a

<*J#" !

a

<*%&" !

a

<*#3"

财政依存度 a

"*!#&

!!!

a

"*!!#

!!!

a

"*%<J

!!!

a

"*!!!

!!!

!

a

#&*:<" !

a

#&*:#" !

a

#&*:%" !

a

#&*<%"

收入水平 #*#%3

!!!

#*#%<

!!!

#*&J:

!!!

&*3:"

!!!

!:*&3" !4*<<" !4*4J" !J*33"

常数项 !*J!4

!!!

&*:%& &*3!!

#*&%4

!

#*""3

!!

!!#*%3" !#*%!" !#*J"" !#*:<" !%*JJ"

县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 %<& 4 4&< 4 4&< 4 4&< 4 4&<

d

%

&*#<" &*"%" &*"#3 &*"%" &*"%4

, #:#*J3! ##:*4#< #%3*J:# ##!*J&! ##"*"#J

$$注%

!

)

!!

)

!!!分别表示在#&[)J[)#[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O值$下表同&

%/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
一方面$县域经济的发展会提高居民收入和企业利润$促进理财)投资等金融活动$从而促进数字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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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金融发展#另一方面$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因素众多$回归模型难免存在遗漏变量问题& 为缓解由于
反向因果关系)遗漏变量等引发的模型估计偏误$采用工具变量法来处理内生性问题& 参考郭峰等
!%&#:")黄群慧等!%&#3")田杰等!%&%#"的方法'"<;J&(

$选取两个工具变量%一是,数字普惠金融-的滞后
#期项!,Z#/数字普惠金融-"$前一年的数字普惠金融水平不会受到当年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可以排除反
向因果关系的影响& 二是样本县域到杭州球面距离与上一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交互项!,距杭州距离m

Z#/数字普惠金融-"& 再借鉴陈诗一和陈登科!%&#<"和刘松涛等!%&%!"的做法'J#;J%(

$将两个工具变量同时
纳入模型$采用%UZU法的回归结果见表"的]C9-)P& 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两个工具变量对,数字普
惠金融-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且,检验值远大于#&$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
表明$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后$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高依然对县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C9-)P%工具变量法!%UZU" ]C9-)Y%稳健性检验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替换被解释变量增加控制变量变量缩尾处理

数字普惠金融经济发展水平夜间灯光亮度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 4*&J"

!!!

&*&%#

!!!

&*343

!!!

&*<##

!!!

!4*JJ" !!*!%" !!*33" !"*&3"

Z#/数字普惠金融 &*J!J

!!!

!"&*"& "

距杭州距离m

Z#/数字普惠金融 &*&&& &%

!!!

!J*"4"

消费水平 a

#*!4!

!!!

!

a

!*43"

常数项 a

&*##:

!!!

a

&*J3&

&*3##

!

!

a

J*!!" !

a

&*<%" !#*:!"

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 :<J : #%" " 3"% 4 4&<

d

%

&*J!" &*"<3 &*"J"

, # &%"*"& %%%*4<" #""*&!< ##<*<%!

c)-7.-ET-9;]CCF Ei Ẑ 8OCO78O7I %!J*3:'&*&&(

c)-7.-ET-9;]CCF Ei @C)D ,8OCO78O7I # &%"*"&

QC98-9 >检验 !"*&&!'&*&&(

$$注%工具变量法检验使用UOCOC#:*&的7WE-T%命令$方括号内数值为]值&

进一步进行以下稳健性检验%一是替换被解释变量& 考虑到夜间灯光亮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M-9 -OC)/$%&###Q-9D-E89(-OC)/$%&#%"

'J!;J"(

$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0]数据可能
存在的测量误差及受地区间价格因素干扰等问题$参照李彦龙和沈艳!%&%%"的研究'"#(

$使用'22dU灯
光亮度0+的总值除以栅格数得到县域平均灯光亮度!,夜间灯光亮度-$数据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
台"$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进行模型检验& 二是增加控制变量$在模型中加入,消费水平-变量& 三
是对变量进行上下#[的缩尾处理& 上述检验结果见表"的]C9-)Y$,数字普惠金融-的估计系数均显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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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为正$表明本文基准模型的分析结果是稳健的&

!/区域异质性分析
为验证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将样本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

地区-两组!

$分别进行模型检验$回归结果见表J的!#"!%"列& ,数字普惠金融-的估计系数均在#[的
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无论是在东部地区还是在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提高都可以显著促
进县域经济发展#从系数大小来看$,中西部地区-组明显大于,东部地区-组$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县域
经济发展促进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更为显著$本文提出的假说Q%得到验证& 进一步比较东部
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在样本期间的县域平均发展水平!见表4"$可以发现$中西部地区县域虽然发展基础
较差!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劳动力净流入率)人均\0]均小于东部地区"$但发展速度较快$与东部地区
的差距趋于缩小$表明欠发达地区较大的发展空间有助于数字普惠金融以较低成本激发,长尾效应-$从
而对县域经济发展具有更大的促进效应& 再根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在%&#"年发布的全国<!%个
贫困县名单将样本划分为,非贫困县-和,贫困县-两组$分别进行模型检验$回归结果见表J的!!"!""

列& ,数字普惠金融-的估计系数均在#[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贫困县-组的系数明显大于,非贫困
县-组$再次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普惠性和亲贫性$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
距和实现共同富裕&

表J$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非贫困县 !""贫困县

数字普惠金融 &*"33

!!!

#*!:%

!!!

&*""4

!!!

#*%#3

!!!

!!*#%" !"*#3" !"*&J" !"*&!"

常数项 %*#%#

!!

#*3!%

!!!

a

&*%&& &*<43

!%*%<" !%*4%" !

a

&*%<" !&*3&"

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 "4< ! 4!< ! <JJ # 3<:

d

%

&*"<# &*!3% &*4%" &*"JJ

, !:*#:: #&!*#3% #&3*#:! :3*J!"

表4$关键指标的地区差异
地$区 指$标 %&#"年 %&%&年 年均增长率

东部地区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4&% #*#"" &*&3&

劳动力净流入率 a

&*&4#

a

&*&#< &*&&:

人均\0] "*"&& 4*!&# &*!#:

中西部地区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J #*#%& &*#&4

劳动力净流入率 a

&*&<%

a

&*&#" &*&##

人均\0] !*!<% J*J3: &*!4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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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吉林)黑龙江)辽宁#中西部地区包括
山西)内蒙古)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



"/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结果见表:$为避免内生性干扰$同时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 ,数字普惠金

融-对,劳动力流动-的估计系数在#[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
促进了县域劳动力净流入率的提高#,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发展水平-的估计系数也在#[的水平上显
著为正$表明县域劳动力净流入率的提高有利于县域人均\0]的增长& 可见$劳动力流动在数字普惠
金融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中发挥了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
来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由此$本文提出的假说Q!得到验证&

表:$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1ZU检验 %UZU检验!第二阶段"

劳动力流动 经济发展水平 劳动力流动 经济发展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
:*:3%

!!!

&*<&4

!!!

4*!:"

!!!

J*!:"

!!!

!!*#:" !!*"3" !!*%%" !4*3""

劳动力流动
&*&&:

!!!

&*&&"

!

!"*3&" !#*%<"

常数项
&*!3<

a

&*!"<

a

#*J<% a

4*<4&

!!!

!&*&<" !

a

&*J!" !

a

&*<<" !

a

<*!%"

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 !:& J %J< J #33 " <"J

d

%

&*&<! &*"3! &*&:# &*4&"

, !!*&#4 ##4*4%" !3*": #!"*4:

五"结论与启示
在传统金融体系下$较为严重的金融排斥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现代数字信息

技术的应用能够显著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和成本$从而可以通过长尾效应缓解传统金融中的金融排斥$

有效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就
业和发展机会$并有利于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强了县域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和潜力$不仅可以减少本
地劳动力的流出$还能吸引劳动力回流和外地劳动力流入$而劳动力流出的减少和流入的增加均有利于
经济发展水平提高&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采用%&#".%&%&年# :J"个县域的数据分析表明%!#"

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县域人均\0]增长$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提高)使
用深度加深)覆盖广度拓展均可以显著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但三者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减#!%"数字普惠金
融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表现为对中西部地区县域和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的促进作
用更为显著$反映出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普惠性和亲贫性$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劳动力流
动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县域经济发展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可
以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来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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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得到以下启示%第一$加快传统金融的数字化转型$促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进一
步发展& 金融业应准确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新趋势$积极推进传统金融服务的数字化转型$增加金融服务
产品种类$拓宽金融融资渠道$不断提高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深度和广度$破解金融服务难以触达的,最
后一公里-难题$从而更好地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第二$打破地域限制$兼顾
效率与公平$加快欠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速度$不断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继续推进数字金融基础
设施建设$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缓解区域间金融)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 第三$统筹制定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和劳动力流动引导政策$畅通劳动力与资本要素的流动渠道& 充分利用数字普
惠金融促进劳动力流动的作用$不断提高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吸引人才回流$提高要素配置效
率$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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