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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对家庭经济行为产生深刻影响，

为解决农户家庭过度负债难题提供了契机。通过匹配 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数据(CHFS)和 2018 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主客观的农户家庭过度

负债指标，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过度负债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

惠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农户家庭过度负债的概率，这种抑制作用具有异质性，

主要通过缩小数字鸿沟、缓解信息不对称的机制渠道来实现，尤其对中西部地区、

非贫困县和有非正规信贷需求、风险规避型态度的农户家庭更明显。这说明，数

字金融展现出普惠性和包容性的独特优势。上述发现在更换关键变量的度量指标

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果都是稳健的。基于以上研究提出：加强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弥补数字鸿沟，促进数字金融包容性发展，使农户家庭控制其债务状况并

受益，这对于改善农民生活、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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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意在进一步

提升农村地区数字金融服务质效、有效衔接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战略，最终实

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农民生活更加美好的长远目标。与此同时，自 2016 年以

来，中国政府推出“三去一降一补”五大改革任务，去杠杆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重要工作内容。随着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有必要研究家庭是否确

实从新的金融创新中受益。 

一、样本数据及研究设计 

（一）研究数据及变量设定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家庭微观层面的数据，

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 CHFS 主要收集家庭资产与负债、收入与

支出、保险与保障、人口与就业等家庭金融信息。 考虑到数据的时效性问题，

选取 2019 年被访问到的家庭作为样本。 数据范围涵盖我国 29 个省份 163 个城

市，2019 年参与调查的人数为 107008 人，家庭共 34643 户，其中农村样本总人

数为 40630 人，农村样本家庭 11821 户。 第二部分是地区层面数字金融发展程

度的数据，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与蚂蚁金服集团共同编制的中国数字

普惠金融指数（郭峰等，2020）。该指数涵盖中国 31 个省份、338 个地级市以

及近 2800 个县域，全面刻画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趋势与空间特征。 根据研

究需要，选取 2019 年城市级数字 普惠金融指数代表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 

第三部分是地区层面的经济数据，主要采用 Wind 数据库、《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统计数据。 

具体变量表示与度量情况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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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设计 

参考张勋等（2018）、尹志超等（2020）的做法，采用面板 Probit 模型来研

究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过度负债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家庭过度负债为哑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是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控制变量包括户主层面、家庭层面以及地区

层面的特征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过度负债影响的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下角标ｉ表示家庭，ｊ表示城市。OI 表示农户家庭是否过度负债的

二值变量，存在过度负债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核心解释变量 DIF 为家庭所在

城市 j 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Ind 为第 i 个家庭的户主特征变量，Hh 是第 i

个家庭的家庭特征变量，City 为家庭 i 所在城市 j 的控制变量。ε 为随机扰动项。

模型中加入时间和省份双固定效应，以控制部分遗漏变量。为避免地区内部家庭

之间的相关性问题，模型的标准误聚类到地级市层面。本文关注的是待估参数𝛼1

的方向及显著性，预计𝛼1的方向为负，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农户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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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过度负债的概率越低。  

三、研究结果及分析 

汇报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过度负债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

无论是由两个客观测度指标衡量的农户家庭过度负债，还是主观测度指标均在 1％

的显著水平下负相关，证明了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抑制农户家庭过度负债。 在

债务偿还指标𝑂𝐼1中，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每上升 1％，农户过度负债的概率则下

降 5.6％；在相对收入贫困线指标𝑂𝐼2中，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每上升 1％ ，农户

过度负债的概率则下降 28.6％ ；在主观指标𝑂𝐼3中，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每上升 1％，

农户过度负债的概率下降 13.02％ 。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适度的负债有助于居民平滑消费、促进经济增长，但过度负债对个人、家庭、

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社会都有严重的负面影响。而数字金融这样一种利用信息技术

驱动金融创新的模式，使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包容性大幅改善，这为抑

制家庭过度负债提供了有利条件。  

本文的贡献在于构建了实证分析框架，考察了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农户家

庭过度负债的影响，以丰富数字金融和家庭金融相结合的相关研究。本文将中国

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 年的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2018 年的数

据进行匹配，评估了数字金融发展与农户家庭过度负债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

现，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抑制农户家庭过度负债，这种抑制作用主要是通过

缩小数字鸿沟、缓解信息不对称的机制渠道来实现的，尤其是对中西部地区、非

贫困县以及有非正规信贷需求、风险规避型态度的农户家庭而言更加明显，数字

金融展示出普惠性和包容性的显著优势。上述发现在更换关键变量的度量指标和

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果都是稳健的。这些研究基本证实了新技术驱动的金融创

新对家庭经济行为具有积极影响的特性。  

本文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第一，在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

中，去杠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要密切关注家庭杠杆问题，既要合理控制家庭

负债的总量，也要严防家庭负债的风险，尤其是其过度负债风险。第二，数字金

融服务对抑制农户家庭过度负债具有积极的作用，因此需要继续推进数字金融的

发展，特别是提升其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以更好地发挥数字金融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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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推进数字金融发展的同时，要重点关注农村地区特殊家庭的数字鸿沟问

题，为此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推进金融知识的普及和推广，完善互联网等新技

术设施建设，加快数字技术的深层次应用，以使更多农户家庭弥合数字鸿沟、释

放数字红利，让数字金融体现出更强的包容性。第四，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表现

出很强的地区收敛性，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的发展与东部沿海地区差距大幅缩小，

但还有一定的追赶空间，因此要进一步加强中西部地区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

引导数字金融在中西部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点也适用于贫困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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